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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泗水黄龙体育会龙狮队的发展研究 

萧翡斐和朱水清 

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教大学中文系讲师 
 

A STUDY OF THE “SURYA NAGA” LION DANCE TEAM SPORTS 
CLUBS IN SURABAYA, INDONESIA 

 
Olivia1, Zhu Shuiqing2 

 
1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olivia@petra.ac.id  

2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摘要】 

舞狮是源自中国的一种民间艺术活动，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慢慢成

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后随着华人移民到

世界各地，舞狮活动也被带入，可以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舞狮。而印度尼西亚作为

一个拥有大量华人移民的国家，舞狮活动也在本国传播，舞狮活动在传播中结合吸收

了当地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成为了印尼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以泗水黄龙体育会

舞狮团队为研究对象，采用了访谈和文献研究方法，从舞狮的起源、表演动作、表演

流程等对其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自 1978 年成立到现在，在经

历了“新秩序”时期，宗教改革后，舞狮队从队员血统、舞狮仪式、训练方法到舞狮

的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关键词】舞狮，民间活动，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印尼，泗水  

 
ABSTRACT 

The lion dance is a kind of folk art activity originated from China. Its 
form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uniqu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kind of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spread in 
China. Later, as Chinese emigrated to all over the world, lion dance activities were 
also brought i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re is lion dance where there are Chinese. As 
a country with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Indonesia, lion dance 
activities are also spread in the country. The lion dance activities incorporate local 
culture in the spread,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Indonesian culture. This article use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lion danc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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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urya Naga” Sports Club in Surabaya, using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lion dance's origin, performance, and performance 
proces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on Dance Team 
of the “Surya Naga” Sports Club in 1978, it has gone through the "new order" period 
and religious reform. The lion dance team has experienced a lot of changes from 
the blood of the members, the lion dance ceremony, the training method to the 
function of the lion dance already had a big change. 
 
Keyword: lion dance, folk activities, Surya Naga Lion Dance Team, Surabaya, 
Indonesia 

 

前言 

舞狮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舞蹈之一，由两人或一人套上狮子形状的服饰，模仿狮

子的各种动作、神态进行表演的舞蹈。狮子之所以能一直流传到今天，是因为狮子外

形威武，动作刚劲有力，人们认为狮子是祥瑞之兽，象征着吉祥如意，表演舞狮能

“驱邪镇妖、求吉纳福”。因此，人们渐渐形成了在节庆和重大习俗舞狮子的习俗。

移居海外的华人也在每年的春节或其它一些重要的庆典活动表演舞狮，通过来舞狮庆

祝。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侨居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移居到印尼的中国人，把他们

的文化习俗带到当地，并影响了整个社会，而舞狮就是其中的一种。据吴能彬（2016）

接受美都新闻采访时指出“在印尼的舞龙舞狮团队成员，不仅仅华人血统，印尼的各

个种族也在参与。”可见舞狮这种民间活动虽植根于中国，确在印尼的土壤生根发芽，

成为受印尼人民的欢迎的民间活动。 

但是研究印尼舞狮还算很少。Nirahai (2008) 只分析文德庙舞狮对丹格朗旧市

场地区社会的影响。黄德慧（2012）尝试探讨了中印尼舞狮的相同点与差别,并从舞狮

这个角度来观察印尼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同。可以说目前为此，深入研

究印尼其他地区的舞狮还很少。  

印尼泗水黄龙体育会组建的黄龙舞狮团队，是泗水黄龙体育会旗下的一个舞狮

团队，组建时间为 1978 至 1979 年间。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自 1978 年成立到现在，经

历了“新秩序”时期，改革时期，黄龙舞狮虽然不能代表印尼舞狮团队，但也可以看

作是印尼舞狮团队的缩影，从其发展情况也能了解印尼部分舞狮团队的发展历程。本

文以黄龙舞狮团队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在新环境下舞狮的发展。 

 
 

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取定性研究的类型是文本分析。此研究里，笔者以黄龙体育会舞狮团

队为研究对象。对黄龙舞狮团队从成立到现在的情况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成员情况、

训练方法、舞狮动作等。首先查阅了相关文献，其次是走访了黄龙舞狮团队，对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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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狮团的创始人、前辈、教练、队员进行采访，了解舞狮的来源、流派、舞步等基本

知识，同时跟随舞狮团队到现场观看黄龙的舞狮表演。全部资料收集，并统一整理分

析，然后对分析的结果将被逐条解释。因此，本研究需要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以便

对每一项内容进行详尽的研究。 

舞狮的起源 

印尼的舞狮源自中国，在中国舞狮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人们从开始的崇拜狮子，

敬仰狮子，慢慢发展到模仿狮子的外形、动作、神态，直至发展到后来的有专门的舞

狮艺人，舞狮活动盛行华夏大地，渐渐地形成独特的“舞狮文化”。 

有关舞狮来源的民间传说 

有源于“驱傩”传说。“傩”是一种驱鬼酬神、消灾辟邪的一种祭祀活动。古

代在举行祭祀活动时，要跳傩舞，这种一仪式就叫“驱傩”。傩舞受汉代的“十二兽

神舞”的影响逐渐发展，演变成了舞狮。傩狮舞除了在村寨中表演之外，更多是进入

百姓人家，在驱除疫鬼的同时，又增加了送福、祈福任务。另一种是关于“年兽”的

传说，相传在广东一带每逢除夕之夜就会出现一种奇兽，身长八尺，头大身小，眼若

铜铃，青面獠牙，头生一独角，破坏农作物，让村民不厌其烦，因此村民它称为“年

兽”。为了赶走这种年兽，村民就用纸和竹签扎成奇兽的样子，敲锣打鼓赶走了年兽，

这种习俗被一代代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舞狮。也有传说狮子是汉朝是西域大月

氏国进贡的贡品，当时大月国使者提出若没人能驯服狮子，便不继续向汉城进贡，并

断绝邦交。当时汉朝选出的驯狮员不但没有把狮子驯服，反而在狮子狂性发作时乱棍

打死了金毛雄狮，驯狮员为免于责罚，把狮皮剥下，两人扮成狮子的样子，逗引起舞，

这一举动不但骗过了大月国的使臣，连皇帝也相信了。后来老百姓认为狮子为国争光、

寓意吉祥，于是仿造狮子，表演狮子舞，舞狮就流行起来了。 

有关舞狮起源的史料记载 

江亚玉（2010）表示，根据史料的记载舞狮源于汉代，形成则是在唐朝。中国

本身并没有狮子这一物种，最早关于狮子传入是在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一书记载，

当时国力强盛“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巨像、狮子、孟犬、

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这其中就有狮子，但这时的狮子只是传

入中原地区，并没有未形成舞狮。而中原的舞狮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就《汉书.礼乐

志》中有关“象人”的记载，根据有关文献的解释“象人”是一种扮演“鱼、虾、狮”

表演的艺人。显然，这里的“象人”扮演的狮子戏就是模仿狮子表演的活动。可见，

舞狮子表演的活动在汉朝就已经出现。北魏杨炫之所着的中国古代佛教史集《洛阳伽

蓝记》中记载了洛阳佛像出行的仪式“四月四，此像常出，辟邪、狮子引导其前，吞

刀吐火，腾骥一面”，“辟邪”是古代传说中能降妖除邪的神兽，也是佛教中的一种

神兽，可见这里的“辟邪”和“狮子”都是人扮演，在当时的佛教活动就是以狮子舞

在前面开路，吸引观众。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狮子舞已传入民间，是随佛教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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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盛行。之后，狮子舞传入宫廷，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由“太平乐”中的“五

方狮子舞”就可以看出。 

唐.段安节《乐府杂寻》： 

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以画衣，

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 

诗句中描绘的狮子舞，规模壮观，表演形式是由狮子郎拿着红拂子在前面逗引

狮子，从舞狮形式来看可以说是与我们今天的舞狮差不多相同。 

丁远，鲁越编，《康熙御定全唐诗下卷》表示，著名诗人白居易《西凉伎》诗

中关于狮子舞的描写：“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

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诗中关于舞狮活动和舞狮情形，

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舞狮已经十分相似。 

印尼舞狮的传入 

舞狮自形成后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民间活动，更是中国的一种重要文化，而舞狮

这种文化就随着中国人迁移进入到印尼。而自有关资料的记载，时间大约是在 17 世纪

左右开始传入印尼。 中国在清朝时期开始与东南亚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许多中国人前

往东南亚做生意，包括印尼在内。有些华人留在了印尼， 这些定居在印尼华人，同时

也带来了中国的文化，包括舞狮文化， 从 17世纪到 19世纪年间，舞狮文化遍布印尼

各地。（Fadillah Ramadhian, 2014）印尼华人众多，这为舞狮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很

好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华人侨居印尼，舞狮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但是在 1965年， 由于政治变动，许多华人活动受到了限制， 因此在印尼的中国文化

也走向没落，舞狮表演也被严格限制。直到 1998 年， 印尼由“新秩序”时代（1965-

1998 年）进入“改革”时代（1998-现在），华人文化再次复兴，舞狮文化也再次进

入华人视野，甚至走向全印尼。舞狮表演就出现在了 2010 年印尼 65 周年国庆大会的

庆典活动中，而每年的中国春节，印尼各大商场的舞狮表演也是层出不穷，表演热潮

一浪高过一浪，舞狮表演得到了印尼百姓的欢迎。 

舞狮的分类 

根据资料显示，印尼华人大多来自中国的南方省份，如福建、广东、海南。因

此，北狮在印尼较为稀少，更为普通常见的则是南狮，也叫醒狮。 

广东省情网有关醒狮的描述： 

醒狮，属于中国狮舞中的南狮。历史上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五代十国

之后，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舞狮文化传入岭南地区。明代时，醒狮在广东出现，起

源于南海县。现流传于广东、广西及东南亚各国华侨中间。 

舞狮流传至今种类众多，古话说得好“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国南北

的距离远，风俗更是南辕北撤，舞狮在发展过程中，舞法逐渐出现了差异，慢慢形成

了今天的南派和北派，也叫南狮和北狮。据董胜（2017）舞狮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

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表演风格，北狮和南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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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狮，狮身通常以金黄色为主，头顶上有用稠扎成彩球，雄狮头上是红绸，雌

狮头上是绿绸，脖子上挂有一圈响铃，狮头与狮被分离，舞狮者全身覆盖狮被，只露

出狮腿，下身穿着与狮被同色的裤子和狮靴， 看起来更像一只真狮子。 

北狮动作主要是模仿狮子，多由两只狮子配合完成，表演时舞狮通常是雌雄成

对出现配合表演，有时还会有一对幼舞狮，这样看起来就像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动

作方面比较像杂耍，身体姿势比南狮更低，嘴部动作比南狮少。经常是引狮郎手持绣

球逗引狮子，引狮郎与狮子默契配合表演。 

南狮又称“醒狮”，广东舞狮被认为是驱邪避害的吉祥瑞物，每逢节庆及重大

活动时都会举行舞狮活动，这一习俗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 

醒狮外形威猛，一般两人舞一头，舞动时注重马步，主要靠舞者的动作表现出

狮子的威猛形态。狮头的装扮类似京剧脸谱，色彩艳丽，制作考究，眼帘、嘴都可以

动，狮子头上还有一块红布，布下有个星镜，在舞动的时候镜子随着红布的晃动若隐

若现，反射光线，这样做的寓意是可以反射邪灵回归，驱除所有的邪恶；有人认为南

狮狮头更像传说中的年兽，而不是像狮子头，狮头有独角，狮头与狮被相连。舞狮造

型以粤剧中三国人物的造型为基础，分为刘备狮、关公狮和张飞狮。这三种狮头在脸

部色彩、装饰和舞法方面都根据古人的性格特点各不相同,红色为关公代表忠义、财富；

黄色为刘备代表仁义、贵气；黑色为张飞代表勇猛、霸气。伴奏有锣、鼓、钹，有一

整套套路定式，舞动时鼓点基本固定，有严谨的规律和采青阵法。南狮由一只狮子在

梅花桩上单独表演各种脚步动作，通过跳跃、行走完成各种难度动作表演。 

南狮讲究的是意在和神似。舞者在舞动时透过不同的马步，配合狮头把狮子的

各种造型抽象的表现出来。南狮造型很多，有起势、常态、奋起、疑进、抓痒、迎寳、

施礼、惊跃、审视、酣睡、出洞、发威、过山、上楼台等等。表演方式有出洞、上山、

巡山会狮、采青、入洞等。其中“采青”最为常见。“采青”可以说是舞南狮的一个

固定环节。 

根据邵雪明等（2020）关于“采青”的描述： 

相传采青原有反清复明之意，现时一般是取其意头，有生猛，生意兴隆的象征。

“青”用的是生菜的谐音（生财）。把生菜及利是（红包）悬挂起来，狮在“青”前

舞数回，表现犹豫，然后一跃而起，把青菜一口吃掉（谓之采青），再把青菜咬碎

（谓之碎青），还要模仿狮子吃饱的表情和神态（谓之醉青），再把咬碎的青吐向大

家致意（谓之遍地生财）。 

南狮狮头又分为佛山狮和鹤山狮。 佛山装的狮子口型向上弯曲，头大，被认为

是比较传统的舞狮类型，面容凶猛，其装备比鹤山狮更重，意味着在表演这种舞狮时，

需要更大的力气和体力，同时要求步法正确，有扎实稳固的马步。而鹤山装狮子口型

像鸭嘴，多毛，身体比佛山类型短，其动作类似于杂技表演，通常也被称为现代的类

型。而且鹤山狮的马步更低和更稳，因此更易跳跃上杆子，而在动作上也是变化多样，

很是受到在初学者的欢迎，同时也是各类舞狮赛事的通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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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狮表演的乐器 

自古以来舞狮表演都要配合锣鼓钹三种中国的传统乐器，才能达到高潮迭起的

表演效果。舞北狮追求动作的灵活，动作以扑、跌、翻、滚、跳跃、擦痒等为主，较

为接近杂耍。舞动时通常是配合京钹、京锣、京鼓进行表演；而舞南狮则注重表现狮

子的威猛，舞动时配合大锣、大鼓、大钹的节奏，表现出狮子的喜、怒、哀、乐、动、

静、惊、疑等八种形态，同时还要把舞狮的不同心理活动串联起来表演，体现出一种

锣鼓喧天，喜气洋洋气氛，抑或给人气势磅礴的壮观场面。 
在印尼，舞狮表演使用的乐器一般有三种，即锣、鼓和铙钹。表演时舞狮随着

奏乐的节拍舞动身体，或是乐队跟着舞狮的动作演奏节拍(Horde, 2012)。 

舞狮仪式 

舞狮“开光点睛”仪式是新舞狮在第一使用时的一种启用仪式。按传统习俗新

舞狮在启用前都要进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就叫“开光点睛”仪式。这个仪式是很严肃

的，参加仪式的人必须要用柚子叶的水洗手，而且必须邀请一位有威望的人来执行仪

式。仪式是在神庙或在武馆举行，先把舞狮摆好放在神坛前，执行人点上三炷香参拜

神位之后，拿起一把柚子叶给新狮净身（用叶子蘸水扫遍狮子全身），民间认为柚子

叶可以去除邪气，净身后的新舞狮就有了吉祥之气，能够辟邪纳福。然后把朱砂用酒

化开，立于新舞狮前把金花和一条长红扎在狮子的角上，叫做“簪花挂红”，让狮子

有灵气。这时，点睛人手执金笔（金色新毛笔）躬身狮前，用朱砂分别在狮子的眼、

耳、口、鼻、灵光（星镜）点上一笔之后，再从狮头画到狮尾。点朱砂的同时用诗句

配合开光，没点一笔都会用一句诗来配合。全身点完，金笔扬起，锣鼓声响，舞狮腾

起舞动，开光仪式完成。开光仪式完成后，舞狮首先要进行“采青”，寓意狮子已经

有了生命，灵气，可以辟邪纳福。各家各派的开光仪式并不是完全相同，但寓意和所

点的位置是相同。南狮在舞狮表演之前一般都会舞狮举行“点睛”仪式，象征给予狮

子生命。 

泗水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 

泗水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是泗水黄龙体育会旗下的一个舞狮队，组建时间为

1978-1979年间。根据 Cinyong先生，黄龙体育会是由中国血统的人在泗水成立的华人

组织。 最初这个组织的的名字叫“NAGA KUNING”，中文是“中华运动会”，后因中

华运动会的足球队在国际赛事中表现出色，由当时的总统苏加诺赐名“SURYANAGA ”,

自此之后，中文名字就称为“黄龙体育会”。 

黄龙起初并没有舞狮队，舞狮队的组建是因为 1978 年前的很长一段时期，没有

武术赛事，武术表演也缺乏公众吸引力，队员失去了练习的积极性，厌倦了练习功夫，

于是当时的功夫的主管 Chandra Wibawa 先生带领部分队员组建了舞狮队。 舞狮队成

立后，从别的舞狮队邀请舞狮教练指导队员舞狮动作，同时提供舞狮的录像带让队员

模仿舞狮动作， 至于舞狮设备，黄龙集团通过特殊通道从中国进口舞狮设备。 黄龙

的舞狮队的类型属于南狮，有鹤山狮和佛山狮两种，同时在表演风格上有传统舞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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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舞狮。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队员的培训一直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教授舞狮动作，

每周有固定的练习任务，队员通过参加舞狮竞技赛和商演获得收入。由于社会环境的

原因，1982年开始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暂停了一系列的舞狮活动，直到 2001年黄龙体

育会舞狮团队才又重新出现在大众的眼中。 

黄龙舞狮团队有固定的教练和队员，经过训练后专门从事舞狮表演和竞赛，表

演主要在泗水及周边地区为主，其受邀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庙会活动、宗教活动及各

类商业演出邀请,但还没有形成规模。 

团队成员情况 

黄龙成立后，舞狮队的成员为华人血统以及以华人血统占了绝对部分。进入改

革时期后加入舞狮队的成员华人血统的慢慢减少，而现在的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员只

有 20％的是华人血统。中国人之所以喜欢舞狮，从舞狮的起源来看，是因为中国的舞

狮源于中国的传统宗教及佛教的辟邪传说，让舞狮带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得舞狮

传承了原始宗教的仪式功能——驱邪镇妖、求吉纳福。从黄龙舞狮团队中中国血统队

员队员占比越来越小，可以看出舞狮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在淡化，甚至消失。据马新宇

在论文《东盟舞狮文化研究》一文指出舞狮文化已成为东盟国家的一种民间传统活动，

东盟舞狮文化也有了本国的特色，而随着舞狮的发展，舞狮也不再只是“求吉纳福”

的活动，也把它当作一种观赏、娱乐活动。而随着国际龙狮总会，东盟各国龙狮协会

的成立，舞狮更是成为一种竞技赛事。 

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训练方法 

据 Cinyong 和 Jimmy，黄龙舞狮在训练方法上有了很多的改变，早期舞狮训练

有遵从固定的流程，自改革时期开始，舞狮训练方法的逐渐改变，基本不再严格按照

原来的固定流程，而是更人性化，根据队员个人的喜好及具体情况出发，制定适合的

舞狮训练流程。 

黄龙舞狮注重舞狮的腿部力量，在舞狮训练中，马步被认为是舞狮的基本功，

严格要求队员先练马步，马步练好后，才正式进入舞狮基本动作的训练，舞狮的基本

动作主要是训练双腿，单腿，上腿，合脚的动作，然后是舞狮姿势神态的训练，最后

是舞狮音乐。改革时期开始，黄龙舞狮更注重舞狮优美的动作姿态。现在黄龙舞狮的

教练在训练时不再要求必须先练马步的规定，而是让他们先感受舞狮动作的优美，然

后再慢慢引导队员一步步学习舞狮的基本动作、步法（主要是马步）、舞狮音乐，期

间队员也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训练的内容。根据队员的具体情况安排舞狮训练“当舞

狮音乐响起，队员不知怎么舞动时，也会要求先学习舞狮音乐”，可以说在改革后的

黄龙舞狮更加注重培养队员的音乐节奏感； 在训练时是给队员录视频，再让队员观看

他们自己做的动作是否标准，而“不会在训练时直接指出队员的错误动作”。 

马步是练习武术最基本的桩步，马步能增强体能、提高耐力、增强腿部肌肉力

量。改革前黄龙舞狮团队在训练上要求先练马步，目的是加强腿部的力量，这样练出

来的舞狮下盘稳固有力，平衡力好。黄龙舞狮“过去，舞狮表演‘采高青’摘红包时

跳跃高度都在五、六米以上”，这样的高度，单纯的舞狮是无法做到的，都是要用到

道具，如条凳、“叠罗汉”做成的“人山”，由此马步在舞狮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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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期开始，黄龙舞狮训练从身体姿态开始，同时也给队员有更多“自由”

度。这一做法一方面是考虑到增强学员的学习兴趣，吸引新学员的目的。老话说“入

门先站三年桩”，这里的指的就是蹲马步，可见马步的训练并不容易，新学员直接进

行马步训练，容易丧失信心，不能坚持。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国际舞龙舞狮竞赛规则的

影响。竞赛规则中对桩阵的规定“桩最高不得超过 3m”，改革后的黄龙舞狮团队从事

表演和竞赛，竞赛中桩阵高度使舞狮的难度降低，狮身的腿部力量需求就没那么高；

竞赛对舞狮动作姿态优美程度有了较高的要求，这也就使得黄龙舞狮更注重舞狮动作

姿态的优美。薛源认为龙狮竞争规则更新及裁判法的更新，旧的北狮训练方法已经不

适应了“应该从强化运动员的形态意识、培养运动员身体姿态、提高音乐鉴别能力等

方面进行训练。” 虽然黄龙的舞狮风格是南狮，和北狮不是同一风格，但不管是南狮

还是北狮，现在的舞狮都是集武术、杂技、舞蹈、音乐于一体的体育项目，在表演时

就应该配合音乐舞出优美的姿态。 

 

 

黃龙舞狮的动作 

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练习的动作类型是表演狮子神态的动作，包括开心、生气、

醉酒、睡觉、醒来、走动、安静、震惊、怀疑、害怕、寻找、探索、凝视、旋转、滚

动、隐藏、眨眼、悬挂、崩溃、跳跃、站立、躺、坐、蹲、咬、舔等等。舞狮的表演

方式有清洗脚，划伤，洗脸，抓耳朵，伸展，出洞，入洞，出森林，追蜜蜂，追蝴蝶，

看月亮，饮水，清洁嘴巴，整理胡须，清洁牙齿，清洁眼睛，咬虱子等。如舞狮表演

看到水时的场景：当舞狮看到水时，会像发自本能地先惊讶，就好像他看到一个敌人，

然后，舞狮再向水面偷看，并慢慢意识到这只是他自己的影子。这些都是黄龙体育会

舞狮团队员训练时需要学习的传统舞狮技能。在 2011 年后，黄龙体育会舞狮团队的队

员开始参与国际舞狮竞技赛事，因此队员所训练的舞狮动作，除了传统的舞狮动作也

会依据国际龙狮运动联合运动会规定的两类舞狮动作（即基本动作或传统动作以及难

度等级动作）进行训练。 

黃龙体育会舞狮团队舞狮仪式 

黄龙的舞狮仪式包括新狮开光仪式和舞狮开演仪式。 

1. 新狮“开光点睛”仪式 

在黄龙的舞狮凡首次使用，必须进行新狮开光仪式， 黄龙把这种仪式叫醒新舞

狮的仪式。这种仪式一方面是寓意新舞狮今后能够顺利吉祥；另一方面表示新舞狮经

过开光点睛后，有了灵气，能驱邪纳福，同时新舞狮经过点睛开光后象征给予了生命，

舞起来更轻盈。 

开光仪式的方法是用毛笔蘸上朱砂，首先点狮子的舌头；接着再用朱砂先左后

右的顺序点狮子的眼睛、耳朵；然后点狮头额前印堂的星镜，最后是狮尾。点睛仪式

的过程中执行仪式的人口中念念有词，点完后敲锣打鼓，狮子起舞，向众人行礼，仪

式完成。点睛时说的是中文，黄龙的队员表示不知道念的是什么意思，认为一种祷告

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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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舞狮开演仪式方面 

黄龙舞狮在改革前有具体的开演仪式，但现在的开演仪式由邀请方决定，视邀

请方的需要与否而定。因为早期的舞狮多数是参与寺庙活动，因此舞狮的开演仪式是：

先到神位前参拜三次礼；接着拿出橘子（象征吉祥）、芥菜（象征繁荣）和水（象征

生命的源泉），这三样东西也会在舞狮表演中用到；然后是祈祷。队员声称祈祷时用

的是中文，他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只认为这是一种礼节。现在的黄龙体育会舞狮团

队员认为舞狮表演前的仪式不是必须的，但会根据邀请方的要求来决定要不要进行仪

式。 

3. 黃龙体育会舞狮团队的表演流程 

改革前黄龙舞狮表演的流程如下： 

1. 暖场。这舞狮开始前的开幕秀，先是由队员表演彩旗舞，彩旗舞是一种武术表演，

主要是向观众展示队员的功夫底子，接着是体操表演，体操表演是邀请外面的体操

队，主要目的是活跃现场气氛。 

2. 拜神或向主家致敬。早期的舞狮表演主要是在寺庙或庙会活动表演，舞狮一般要先

在神位前参拜三次。如果不是寺庙活动就要向主家鞠躬。 

3. 向观众致敬：三鞠躬 

4. 醒狮点睛：给狮子的眼睛、嘴巴和额头点朱砂，意为给予狮子灵气和生命。 

5. 正式的舞狮表演（采青）。由舞狮队自己创造故事，按照套路内容设计狮子表演时

的动作神态，来演绎完整故事。 

6. 拜谢观众：三鞠躬。 

7. 舞狮取红包。 

改革后的舞狮仪式： 

1. 和主家一起祈祷； 

2. 向观众致敬：三鞠躬 

3. 醒狮点睛（不是必须，除非主方要求） 

4. 正式舞狮表演（采青）； 

5. 拜谢观众：三鞠躬； 

6. 取红包。 

现在的舞狮表演则没有了暖场（舞彩旗和体操）表演。舞狮的醒狮点睛仪式是

根据邀请方的要求来决定，表演开始和结束都会向观众三鞠躬。 

4. 舞狮功能 

黄龙舞狮团队表示：在改革前舞狮表演多数是在寺庙法会中进行；对破旧舞狮

服的处理方式是集中统一烧毁；改革后他们团队的舞狮表演场所有了很多变化，对旧

舞狮的处理方式上也不同于以往了。黄龙舞狮的表演场所已不仅只是在寺庙法会，商

场活动、公司开业、生辰祝寿等的活动中更是稀松平常，甚至在天主教、基督教、伊

斯兰教等的宗教活动中他们也有受邀参与表演。其中，天主教每年举办的筹集孤儿院

的运营资金活动“Bakti Luhur”都邀请他们舞狮团队表演。而现在旧的舞狮服捐给学

校、单位作为学习舞狮文化的一种道具。由此可以看出，这早期的黄龙舞狮确实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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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神教色彩，可以说是作为宗教仪式“驱邪纳福”的工具。而现在更是“活跃

气氛”、“吸引观众”的道具。 

这是适合 Nurahai （2008）对现代舞狮的看法：“舞狮会员，现在不只是华人， 

还有各种民族，甚至有印尼的本地人。而这也表明了，舞狮成功地把不同种族的人民

融合在一起。因为，把所有人溶合在一起可不是简单的事。现在，仍然有许多人相信

舞狮文化背合拥有奥妙的涵意，而这也可以从舞狮表演目的地看出。因为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商店开幕，搬新家，宗教仪式，甚至婚礼上都看得到舞狮的表演。” 

在早期，舞狮本身被看作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而舞狮也被认为一种驱逐邪

恶的仪式工具。 直到 2013 年 6月 11 日，舞狮进入 KONI， 现在舞狮队员被称为舞蹈

动作员。 (Siregar, 2016)。朱增鑫认为舞狮活动能在民间广泛流传，是因为人们从

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有了狮子可以驱鬼辟邪的认知，但在历史的发展，让舞狮运动的

驱鬼辟邪功能渐渐内隐，娱乐功能得到不断发展，甚至成为舞狮的主要功能。 

从改革后黄龙舞狮受邀到各类场所的表演也可以看出，大家不觉得舞狮是神圣

的活动，在大众的眼中舞狮舞狮是一种娱乐，是一种有趣而酷炫的艺术。任何地方、

任何人都可以学习舞狮文化和玩舞狮。同时对舞狮队员来说是一份工作，是收入的来

源，参加各类商演活动，也参加舞狮比赛，把舞狮当作一份工作，满足日常生活支出

的需求。 

结论 

黄龙舞狮自 1978 年成立到现在，已经经历新秩序时期，在改革时代起随着社会

的变革，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舞狮队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包括成员情况、训练方法、

舞狮仪式、舞狮动作、舞狮流程以及舞狮功能六个方面。 

成员情况方面：舞狮团队的成员已经由早期的华人血统为主，到现在的不到 20%

的华人血统。 

训练方法方面：传统舞狮训练的注重马步，强制新队员必须先练马步，才能进

行舞狮动作的练习；现在的给新队员更多的“自由度”，结合队员自身情况引导队员

一步步训练，进而完成整个舞狮训练。 

舞狮仪式方面：传统的舞狮非常注重仪式，在仪式方面有严格的要求，特别对

新舞狮的醒狮和舞狮开演都有特定的仪式；而现在的黄龙舞狮团队对仪式并没有严格

的要求，很多队员认为仪式并不是必须，因此现在黄龙舞狮表演的仪式只有在主方要

求的时候才会进行仪式。 

舞狮动作方面：黄龙舞狮团队延续了传统的舞狮动作，同时参照国际龙狮运动

联合运动会规定的两类舞狮动作进行训练。 

舞狮流程方面：现在的舞狮表演省去了早期暖场（舞彩旗和体操）表演，而舞

狮的醒狮点睛仪式是根据邀请方的要求来决定，舞狮表演的路程更简洁。 

舞狮功能方面：由早期的为寺庙法会“驱邪纳吉”、“驱逐邪恶”为主，到现

在的受邀到各类宗教场所、商场等表演的“活跃气氛”、“吸引人气”。慢慢脱离了

宗教色彩，成为受全民接收的一种民间艺术活动和体育竞技赛。 

除此之外，舞狮也发挥了其社会功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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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传承功能 

舞狮虽然包含了中国文化传统，但进入印尼后也是变成印尼华人的文化传统。

它与中国舞狮最 

大的不同点就是地域方面，保留了中国原有的文化，但也慢慢拥有印尼的文化。 

（2）民族凝聚功能 

舞狮也是一个集体项目。舞狮活动寓意着地区、民族的人群所表现出来的团结、

奋进的凝聚精神。 

（3）表象审美功能 

从舞狮的服饰、面具，还有乐器的表演，可看出舞狮队员由外形到动作，以及

神情等方面结合再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协调美。 

（4）宗教祭祀功能 

印尼舞狮表演不只是为了给人们娱乐，对印尼华人和孔教的教徒而言，它也有

宗教祭 

祀的功能。 

（5）健身娱乐功能 

舞狮的动作可以锻炼舞狮者的身体，加强舞狮者的体力。 

印尼舞狮活动曾在新秩序的统治下面临生存问题，直到瓦希德的统治，舞狮活

动才真正有复兴的机会了。但出现的问题是民间对舞狮活动不比以前那么热心，舞狮

活动不再保存祭祀功能而已，但渐渐旳转成娱乐和运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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