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前，孙海鹏只知道舞狮
是中国的文化符号，对它的认
识比较模糊。因为电影制作，
他开始研究舞狮，愈发体会到
这项技艺的精湛。孙海鹏说：

“醒狮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太熟悉了，没有多少人花
时间深入了解它。”而浙江师
范大学副教授彭伟文已经在
醒狮研究和写作上，断断续续
花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彭伟文还是中
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因为一
次机缘，这位地道的广州人随
导师叶春生前往广州番禺沙
坑村看醒狮，由此进入醒狮的
世界。2021 年 8 月，彭伟文的
《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
考察》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出版。书中揭示了
醒狮中人与时代巨流之间的
密切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
和社会发生巨变。在时代前
沿的珠三角，农民离开了土
地，脱离了宗族。面临陌生而
不定的生活，新移民为习武傍
身，也为相互照应，进入武馆，
组织成新的群体。此时，醒狮
的技艺是武馆的门面。而醒
狮的传人，则是乡土中国转型

过程中产生的新兴阶层组成
部分。组织起工人和武馆的

“西家行”应时而生，后来演变
成工人组织，为工人争取权
益。

在风云激荡的近代历史
上，醒狮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据彭伟文的爬梳，辛亥
革命中带领弟兄攻陷佛山千
总衙门的，是小作坊主李苏；
广州起义时负责转运武器的，
是在鸿胜武馆习武的理发工
人梁桂华；从十余岁开始参加
最早的黄飞鸿电影制作，凭自
己的才智和执着成长为华人
电影史上重要动作指导的刘
家良，是黄飞鸿第四代传人。

尤其在“觉醒年代”，武馆
中人是中共工人运动的重要
力量。早年创立理发工人会
的梁桂华就是其中一位，他变
卖云浮祖屋，安置告别妻女，
成 为 走 在 前 头 的 职 业 革 命
者。广州起义时，梁桂华配合
周文雍组织和改编工人赤卫
队，担任工人赤卫队副总指
挥。当起义因叛徒告密，及时
将信息传递到指挥部的正是
梁桂华。在后来的战斗中，梁
桂华带领敢死队开路，在现广
医一院门前牺牲，时年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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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忘斋文史话余》，此“余”者，
剩余也。用文绉绉的说法，即“绪余”；
通俗些，或称之为“杂碎”，颇生动。恰
似利用“杂碎”烹饪，欲成可口的肴馔，
多少费点个人心思，哪怕上不了筵
宴。我选取了一些“杂碎”撰而成文，
文稿也属于“杂碎”，于是，姑且算作文
史方面的随笔。本书辑录文史随笔五
十篇，分为五部分：帝王篇、文翰篇、吏
政篇、兵家篇、贪渎篇。

自退休后，我赋闲在家，尽管年过
花甲，却正儿八经读一点史书。看来，

人有了一把年纪，再
来读史，往往比年少
时读，心里来得通达
许多，有时甚至有神
清思远的感悟。因
此，一边开卷，一边
摘录，不经意间，几
年工夫竟积累了一
些卡片资料。大约
从2011年秋开始，我
试以文化视角，或捎
带受众触点，梳理所抄
录的读书资料，结果，
断断续续撰写了一些
文史方面的文字。部

分稿件曾先后刊发于《羊城晚报》《新快
报》，辑入本书时，文字有增删。

撰写文史随笔，窃以为需避“戏
说”之嫌。尊重历史，依循史实，作而
有叙。然而，做到言必有据，又难免困
于“文抄公”之虞。

其实，“不佞之抄”亦见个人功力。

从广渺书海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着
意掬一勺以供众人品味共享，那么，“抄
书”也尽可惬意。当书稿即将完成之
际，我脑袋里不觉涌现一些字句，吟成
七绝一首，兹录于下：

耆年读史喜抄书，脉望疑生半似愚；
千古时空闲对话，绪余偶拾墨新濡。
本书引录的文史资料，以纪传体

《史记》至《明史》二十四史，和《新元
史》《清史稿》等正史，以及编年体《春
秋左传》《资治通鉴》和国别体《国语》
《战国策》等为主；而且采用不少笔记
小说，并兼取部分典籍、诗词、书札等
相关文字材料。注重史料翔实，并通
过列举、比较、会通等方法，致力于对
其共性阐发议论，寻求其中的历史现
象、人物、事件的特征。文字则务求简
洁、轻快、易懂。

在撰稿过程中，为了查证引录的
资料，我屡屡求助于中山图书馆副馆
长方文真女士，借阅馆藏的相关书
籍。其间，得到该馆借阅部主任黄小
华、保存本管理员钱苑红等人的无私
帮助。几年来，在她们的大力支持下，
我涉猎史料的范围不断拓宽，随笔文
稿的内容不断充实。试想一下，倘若
手中无书，又何来“读”、何来“抄”呢？
这个忙帮得可谓大了，对此我衷心再
三致谢！

此外，部分稿件曾在《羊城晚报》
“文史小语”版刊发时，篇前撰有简短
的“导读”。现结集成书之际，仍延请
时任专版责编何砚华，为该书稿续写
各篇篇前“导读”。谨此说明。

羊城晚报：醒狮一
直在发展中传承。在电
影里，如何表现醒狮的当
下和历史？您如何看待
一些批评声音？

孙海鹏：电影里的醒
狮比赛桥段经过一定的
艺术处理。早期我们研
究过怎样去表现高桩醒

狮，也看了不少比赛。但如果忠实还原，电影
的观赏性会比较弱。最后我们把比赛做得复
杂一些，加入类似于黄飞鸿电影的打斗场面，
去调动观众的情绪，把最经典的高桩醒狮放到
最后，构成影片的高潮。

网上有一些不理性或者偏激看法，肯定是
我们没有想到的，压根也不认可。那是强加
的，我们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对于专业性的看
法，我们非常重视，一直在搜集。前期也阅读
了不少传承和研究的书，不少专家都提了意
见。但客观上很难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时间
里把所有东西都讲清楚。有些醒狮的传统，我
们在影片里表现得不充分，但也保留了一些元
素，希望能给观众留下印象，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了解更多。

羊城晚报：《雄狮少年》上映后，最大的成
就感和遗憾是什么？

孙海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遗憾，一开始
我们都对影片的票房很有期待，但现在可能还
没能达到。最让我开心的是，越来越多人关注
醒狮，关注传统文化。电影上映后，我发现现实
和网络上关注醒狮的声音多了，拍摄上传和播
放醒狮生活的视频多了，谈论传统文化如何传承
的声音也多了。这是最有成就感的，超过对票房
的担忧，也超过一些“莫须有”罪名带来的压力。

《雄狮少年》：
用电影呈现
广州的文化符号化符号

2021 年 12 月，动画电影《雄
狮少年》上映。一个多月来，根植
于南中国数百年的醒狮被置于聚
光灯下。从央视到抖音，醒狮的热
度上扬。

在广东人的日常生活中，醒狮
无处不在。无论城乡，每逢节庆和
开业，舞龙舞狮是必备仪式。过去
三十年间，醒狮悄然发生着变化。
来自历史深处的阵阵鼓点，回响着
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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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雄狮少年》里的主
角纵身一跃，让“赵家狮”的
第五代传人、广州工人醒狮
协会会长赵伟斌想起自己九
岁那年，他首次登台：上万名
观众，从台下站到江边，所有
人 的 目 光 都 聚 焦 在 他 的 身
上 。 站 在 文 化 公 园 的 中 心
台 ，他 紧 张 兴 奋 地 环 顾 四
周。举起狮头，踏着鼓点，他
成为了主角。

1 月 24 日，赵伟斌和《雄
狮少年》导演孙海鹏等在平安
大戏院与观众分享电影背后
的故事。分享会的观众大多
是来自广州公交集团醒狮协
会的工人。电影照进现实，他
们 正 是 狮 头 和 狮 被 下 的 主
角。留影时刻，有两位醒狮青
年甚至与电影中的角色有几
分神似。“电影如此感人是因
为来自真实。”赵伟斌对孙海
鹏说道。

孙 海 鹏 对 醒 狮“ 路 人 转
粉”，乃至创作《雄狮少年》的
契机也来自一次切身经历。
孙海鹏出生在湖北，自 2010 年
定居广州后，醒狮才进入他的
日常生活。一次在泰国过年
度假期间，孙海鹏在异国他乡

的商场里，偶遇来自国内的醒
狮队上台表演。

鼓点响起，孙海鹏的眼泪
止不住落下。“这是一种特别
复杂的情绪，有骨子里的认同
感、自豪感。”孙海鹏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从那一刻起，我觉
得自己有必要用电影去呈现
这种复杂的情感。”

整部电影从构思创作到最
终呈现，用了两年时间。其
间，制作团队花了近半时间采
风，与舞狮队教练队员交流，
了解醒狮的舞法和培训。这
些素材最后都融入电影中，尤
其突出了醒狮与岭南祠堂、木
棉花等意象。因为“它们都是
广州的文化符号。”

事实上，做《雄狮少年》之
前，孙海鹏的团队已经半年没
发过工资。他说，电影贴合了
他们当时带伤上阵的状态。
团队最后硬着头皮做完片子，
就像主角阿娟在比赛时不断
往前走，走到尽头，看着高处、
远处的“擎天柱”跳出去。如
今，这部无 IP、无大咖的电影，
在豆瓣上被打到 8.3 分，已经
成为孙海鹏从业以来影响最
大的作品。

广州工人醒狮协会位于
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一
角，并不宽敞的正门悬挂着
关山月的亲笔题字。要不是
最近在门前绘上巨大的醒狮
壁画，这里恐怕不那么容易
找得到。2006 年秋天，彭伟
文来到这里，找到赵伟斌的
父亲赵继红。就在这一年，
广东醒狮毫无悬念地入选了
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协会成立于 1985 年，是
时代的产物。1949 年后，作
为社会团体的武馆和西家行
被工会替代，醒狮作为劳动
者的业余活动，以企事业单
位业余狮队的形式存续下
来，并开始了新的传承之路。

过去的醒狮重视师徒相
授，以不同的武术流派为基
础，因而步法纷繁。为完成
官方的接待任务，赵继红从
统一步法开始，规范了醒狮
的流程和动作，“迎宾狮”由
此诞生。协会成立的翌年，
他制定了一套规则，让醒狮
的每个动作都有对应标准。

醒狮的后脑往往写着流
派和团体名称，但醒狮协会
的狮头上既没有流派，也没
有协会名称。“不搞地盘，不
设围墙。”在与彭伟文的对
谈中，赵继红说。他从一开
始就告诉过全部会员，要是

强调自己的流派，就不要加
入协会。彭伟文认为，“迎
宾狮”是醒狮的传承与自我
改造的结果，反映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广州醒狮走过的
轨迹。

赵伟斌告诉记者，父亲
连“赵家狮”都不提，因为“有
派系就有争斗”，“舞狮是一
种民间艺术，最多有南北之
分，不该有以往武术常有的
门派之争”。

到了赵伟斌一代人的手
上，醒狮发生了由里及外的
变化。如今在协会办公室悬
挂数十个狮头大小不一。作
为关键道具，狮头在近年减
少了重量，以适应不同的人
群，更有贴上LED灯或涂上荧
光材料，用于晚上表演。

“别说一百年前，即便是
三十年前的醒狮，也和今天
大为不同。”赵伟斌说，今天
最吸引人的跳高桩也不过三
十年。最早，狮子在地上的
八角碗上踩点舞动，这种方
式与南拳中的梅花桩结合，
令狮子跃上半空。“大家一
看，太好看了！观赏性强，难
度高，更符合现在的审美。”
这个变化拉近了和观众的距
离，新近热播的醒狮短视频
中，上桩最受欢迎，有的时长
不足一分钟，播放量过百万。

骨子里的认同感、自豪感

那些醒狮文化的推手们

醒狮上一次令人记忆深刻地
在影片中出现，还是上世纪90年
代演绎黄飞鸿故事的《狮王争
霸》。主角通过舞狮，改变了自
己，甚至民族的命运。

时年 20 岁的赵伟斌参与了
《狮王争霸》的演出。在此前，他
在大学读了工商管理，毕业后进
机关工作。可老市长黎子流对他
说：“你的父辈文化水平不高，都
能把醒狮传承得这么好，你是大
学生，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这句
话，赵伟斌决意辞职，“弃政从
狮”。多年过去，醒狮在粤港澳
大湾区的传承不息，而赵伟斌也
从当年的电影替身，成长为富有
影响力的醒狮文化推手。

“非遗是一个活态传承的过
程。”在赵伟斌看来，醒狮的传承
要有创造性的改变，如观赏性强
的跳高桩已经被普及和固定下
来。2002年《国际舞龙舞狮竞赛
规则及裁判法》公布实施，形成
了一套详细的评分体系。自此，

醒狮成为一个难度与美感兼具的
竞技项目，在桩上盘旋跳跃成为
舞狮的最主要技巧。

近年来，赵伟斌做了更多尝
试。比如，把醒狮喜庆的元素提炼
出来，做成胸针、首饰、儿童积木等
文创产品；针对醒狮进校园，赵伟
斌推出了醒狮操，以课间操的形
式，走进孩子的日常生活；在海外
介绍醒狮时，他说这是“独角兽”，
让外国人“秒懂”，应声鼓掌。他在
意大利收了60多名弟子，当这些
外国人在唐人街舞起狮，他们自豪
地说：醒狮来自中国，来自广州。

道具和技艺的发展表明，醒
狮是传统的，也是开放的。看完
《雄狮少年》，彭伟文问师妹徐嘉
莉：“你听说过舞狮有擎天柱
吗？”徐嘉莉回复：“我只知道变形
金刚有擎天柱。”面对变化，一些醒
狮传人对此表现出开放的心态：说
不定电影里为剧情而作的设定，也
会被当下或是未来的醒狮人吸纳，
从而成为“新的传统”。

“擎天柱”就是电影中为剧情而作
的艺术设定，现实中并不存在。那是一
根无法越过的高桩，寄喻山外有山。而
无论在电影剧情里，还是现实中，最难
越过的是生活。

“当他摘下了狮头那一刻，又是一
个普通人。”赵伟斌说的，是前辈、同行、
学生，也是他自己。如今，赵伟斌需要
面临不少事务性工作：从校园推广、商
演行程，到宣传策略、文创开发等等。
尤其在岁末年初，每天在结束三四场活
动后，赵伟斌都要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
写材料、写总结到深夜是他的日常。

徐嘉莉长期在广州和周边地区做
非遗记录、推广工作。“除非像赵会长那
样，有固定的机构专门做醒狮传承。否则
醒狮难以成为主业。”徐嘉莉说，当下不少
非遗热衷于走进校园，尤其在“双减”背景
下，醒狮也不例外。但没有前（钱）途，是
不少人对醒狮的印象。这也成为醒狮进
校园，甚至传承的尴尬之处。

醒狮成为网红，和三代传承醒狮的
陈耀雄没有什么关系。当下最让他发
愁的是，他所在的白云区长湴村，很可
能因为经费不足，连新年的醒狮迎春活
动都组织不起来。过去，陈耀雄有多个
师兄弟，随着年龄渐长，同门都去了打
工，只有他坚持组织狮队。因为他的稳
定收入来自收租。

陈耀雄长年在村小学当醒狮教练，
要将不少时间精力花在说服家长上。很
多家长顾虑重重，担心玩醒狮会耽误孩
子学习，也有家长认为，调皮的孩子才会
去玩醒狮。在赵伟斌尝试带着醒狮进校
园的初期，他首选重点中小学，甚至到

大学推广醒狮，试图借
此打破偏见。

陈耀雄时常省思，
年轻人对醒狮坚持不下
去，可能是因为醒狮吸
引力不够。年轻人说学
业忙工作忙，也许都是
借口。在他看来，醒狮
在大部分年轻人身上的
传续只是有无问题，只需要哪怕一个月
里抽出一个小时玩玩就够。但有这点
闲暇，年轻人可能更愿意玩手机。

但陈耀雄也看到，对于学习成绩不
理想的学生，通过参加醒狮比赛，和同
龄人同心合力取得成绩，能给他们带来
一份来自学业之外的成就感和自尊
心。而赵伟斌相信，除了强健体魄，醒
狮更能提振个人的精气神。

孙海鹏所接触到的“雄狮少年”是
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们没有太多想
法，即便去参加比赛获取名次，都不以
此为生，遑论改变命运。“大部分孩子在
狮队待上几年后，还是会在社会谋一份
差事，就像电影中的咸鱼强一样，过年
过节才出来一展身手。”这些年轻人努
力生活，踏实从容地走自己的路，构成
了电影角色的精神面貌。孙海鹏说：

“醒狮不能改变人生，但能改变人。”
“醒狮是他们通往外部世界的门

票。”彭伟文的研究表明，醒狮曾经让沙
坑村的村民走出农村的土地，从而发现
另一种精神乃至人生的可能。正如革
命时代里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前贤们，举
起狮头，踏着鼓点，向人生中看不见的

“擎天柱”奋身一跃。

尊重历史，依循史实，作而有叙

文史随笔
需避“戏说”之嫌

自序

□李树政

访谈

孙海鹏（《雄狮少年》导演）：

加入类似黄飞鸿电影的
打斗场面

羊城晚报：如何看
待醒狮走向竞技化？

赵伟斌：以前狮
子头很重，现在的小
朋友如果要用这种狮
头是很累的。为什么
不能改进它？很多非
遗项目就是在不断地
进步，适应不同年代
的发展，才有了我们
今天看到的样子。当年我们可以看到舞狮在
开业和节日庆典中出现，很多都是在地面上进
行的，热热闹闹，但竞技感不强。后来我们往
高空发展，踩高桩爬高杆，观赏性也更强了。

竞技化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醒狮更注重
科学训练了。我们根据学生的个人特点来分
配学习的重点，比如有人适合狮头，有人适合
狮尾，有人适合打鼓。科学的训练方法，就可
以一日千里。如果还像以前只懂苦练，可能三
四十岁就落下一身伤病。我们出了教材，针对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训练方法。这样有助于
更好地传承醒狮。

羊城晚报：技术的发展为醒狮带来了什么？
赵伟斌：现在的孩子，手机就是他们的师

傅，看到别人舞狮好看，他们就下载下来，学习
人家是怎么舞的。以前可能不知道世界这么
大，还有那么多高人。现在可以通过科技的手
段收集到，加以学习和借鉴，不断地改进提
升。但是，如果基本功没练好，很容易受伤，也
要及时教给他们合适的方法。

赵伟斌（“赵家狮”第五代传人、
广州工人醒狮协会会长）：

手机就是他们的师傅

老市长黎子流对他说：你可以做得更好 醒狮不能改变人生，但能改变人

这部无IP、无大咖的电影，在豆瓣上被打
到8.3分；新近热播的醒狮短视频中，有的时
长不足一分钟，播放量过百万

近代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2

3 醒狮发生了由里及外的变化

广州醒狮在上海表演跳梅花桩广州醒狮在上海表演跳梅花桩

赵伟斌
（左一）和孙
海鹏（中）等
在平安大戏
院与观众分
享电影背后
的故事

广
州
工
人
醒
狮
协
会
办
公
室

广
州
工
人
醒
狮
协
会
办
公
室

陈
晓
楠

摄

赵
伟
斌
带
着
醒
狮
进
校
园

赵
伟
斌
带
着
醒
狮
进
校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