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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前童本土舞狮队伍获得越来越高
的关注，前童舞狮再度崛起，声名远扬。

2021 年，宁海县体育发展中心、县文旅
集团和前童镇人民政府开始承办长三角

“龙狮争霸”赛，希望借此深挖民间文化传
统，展现地区特色文化，同时以龙狮为媒，

推进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共生、互联互动。
其中今年 5 月的比赛尤为隆重，作

为 2023 浙江·前童第十四届豆腐文化
节系列活动之一，来自长三角三省
一市的 15 支舞龙、舞狮队齐聚前
童，上演“龙狮争霸”。在鼓乐声中，
醒狮时而腾空飞跃，时而俯身蠕
行，将狮子喜、怒、惊、疑、乐等多
种神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蛟龙腾
云驾雾、急速旋转，选手们以龙
身搭成的各式舞龙造型，默契
的配合、灵活的身姿，令人拍案
叫绝。

在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
还有一支力量承担着“幕后”工
作，这就是前童镇中心小学。前
童小学不仅输送了大量的优秀
队员，更为队员的平常训练提供

了场地与安全监管。
2017年，前童小学开设舞龙舞

狮课程的初衷，一是为了增强学生
的健康体魄，二是传承古镇传统文化，三是让孩子们实

现文化自信，四是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儒雅品质。开设
这门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经费困难，设备经费、训练经

费、参加比赛费用等，幸得政府、企业和相关组织的赞助支
持；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获取家长的支持。起初家长们普遍觉

得训练太累、耽误学习等。通过家校沟通，家长们慢慢转变了教
育理念，主动送孩子来上舞龙舞狮课。

如今走进前童小学，随便问一个学生，学校最热门的拓展
课程是什么，答案一定是“舞龙舞狮”。学校不仅开设舞龙舞狮
课程，还编写了《舞龙舞狮》校本教材，更有《传统文化进校园
背景下的舞狮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少年舞狮队助力乡村
振兴的实践研究》等课题研究。在前童小学一楼大厅，还耗资
不菲打造了“舞龙舞狮陈列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名不见经传的校园舞狮队，到
2019 年至 2022 年 4 次包揽“浙江省龙狮锦标赛”一等奖、斩获
2023 年“浙江省首届青少年（儿童）龙狮锦标赛”桂冠，从对家
乡舞狮一无所知的农村孩子，到被新华社、央视等媒体争相报
道的“雄狮少年”，他们矢志不渝，初心不忘。

2020 年，前童镇中心小学被命名为“首批浙江省舞龙（舞
狮）传承教学基地”，成了宁波市获此荣誉的两家单位之一。
2023 年，为庆祝“中国旅游日”2023 年浙江省主会场活动、第
二十一届徐霞客开游节在中国旅游日发祥地浙江宁海开幕，
前童小学组建了一支“百狮队”，100 头“小狮子”在盛会上生
龙活虎地表演，仿佛在向前童行会上那些舞狮的祖辈们致敬：
您看，前童的孩子又把睡狮给“叫醒”啦!

古镇舞狮的复兴与发展也印证了童攀峰老师的努力与自
信。2022 年 8 月，宁海县龙狮运动协会成立，童攀峰任秘书长
兼法人代表，该协会的成立，正是前童舞狮逐渐复兴进而辐射
全县的最好证明。“长三角龙狮争霸赛”又进一步推进了古镇
舞狮的辐射范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舞狮。”童攀峰说，“舞狮
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它象征的是中华民族昂扬奋发的姿态，是
中国人的骄傲，是不服输、不退却、不放弃的舞狮精神。只要我
还舞得动，就一定要把舞狮文化推广下去。”

2015 年，童攀峰离开家乡外出学习舞狮技艺时，没有收
入，也没有谁许诺他成功；2017 年，前童小学组建少年舞狮
队，开设舞狮课程，耗费金钱与物资，却极有可能遭到家长的
反对；2020 年，张镇浩报名参加舞狮队，可能会被身旁选择篮
球、足球的同学诧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舞
狮和家乡的热爱。

因为热爱舞狮，所以勇往直前；因为热爱家乡，所以才义
无反顾。

2023年 7月 7日，从正在举行的2023年浙江省首届青少年（儿
童）龙狮锦标赛现场传来喜讯，前童古镇龙狮团从60支龙狮队伍中
脱颖而出，摘得“儿童组传统南狮”“儿童组舞狮规定套路”两项桂
冠。在此之前，前童古镇龙狮团已连续4届包揽“浙江省龙狮锦标赛”
少年儿童组一等奖。

而就在两个月前，“2023年长三角龙狮争霸赛”在前童古镇刚刚
圆满落幕，这场覆盖三省一市的高水平龙狮竞赛盛宴花落前童，正
是前童古镇龙狮文化又一次蓬勃兴起的最好写照。

浙东小镇，龙狮崛起，这背后，有历史与传承，更有自信与复兴。

始建于南宋绍定六年 （1233 年） 的前童
古镇，地处浙江省宁海县西南，是一个历史
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理环境独特的江南
古 镇 。 古 镇 门 口 悬 挂 的 牌 匾 ， 用 楔 书 写 着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出自国家一级美术
师、西泠印社副社长童晏方之手。

前童古镇素以“五匠之乡”“十里红妆”
著称，前童元宵行会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其
中颇具代表性的前童舞狮历史悠久。早在清
乾 隆 年 间 ， 前 童 就 已 经 组 建 “ 上 街 头 ” 和

“下街头”两个狮子班，每年会在前童元宵行
会上进行表演。前童的祖祖辈辈们在元宵庆
典盛会上所表演的热闹非凡、生命力旺盛的
舞狮，正是古镇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
象征。

不过，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到来和城市现
代化对过往生活方式的冲击，这些传统技艺
与古村落文化一样逐渐被冷落淡忘。到了 20
世纪中叶，前童舞狮逐渐没落，渐渐地从传
统文化的舞台中心退场，元宵行会里难觅其
踪，大街小巷不见其影。那些曾经风光无两
的狮头不知藏在哪些村民的家中，前童少
年们只能从长辈讲述的往事中回味历史。

家住前童古镇桥头杨村南岙的童攀
峰，便是这许许多多孩子中的一个。
儿时，他听说爷爷是前童舞狮班成
员，对于舞狮的懵懂憧憬就刻进了

他的心底。27 岁的一天，在镇上经营电脑店的
他，被电影 《狮王争霸》 吸引，心中那颗舞狮
的种子突然发芽了，他疯狂地爱上了舞狮。他
后来回顾说，“电影剧情像一道闪电劈中了
我，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觉，感觉浑身是劲
儿。”想起爷爷曾经是舞狮班的一员，又看到
现在前童舞狮技艺流失，他坚定了学习舞狮
的想法。

被那道“闪电”劈中的童攀峰，就像毛姆
笔下疯狂爱上画画的思特里克兰德，为了舞
狮，他义无反顾地准备关掉维持生计的电脑
店。虽然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但执意要学习
舞狮的童攀峰，还是从 2015 年起辗转山东、安
徽、广西等地，拜师学艺。2017 年，他在山东参
加舞狮教练员培训，省吃俭用半个月，终于考出
了国家二级教练员证，自此算是半只脚跨进了舞狮
行业的大门。

回到家乡前童后，他成立了“古镇醒狮团”，开
始接一些商演维持生计。但仅仅用舞狮来谋生，绝非他
的目标。前童舞狮的中途没落，常令他叹息不已。在老
照片中，他寻找着前童元宵行会庆典上那活灵活现的狮
子；在老辈人的讲述中，他感受前童舞狮黄金年代的风
采。

何以破局？突然，机会来了。
2017 年夏天，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前童小学校长鲍常

飞与一心要弘扬家乡舞狮文化的童攀峰一拍即合，决定在
学校开办舞狮队，招收学员，依托学校的拓展性课程开展
训练。这简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来有了传承，可以把
前童舞狮传递下去，让一头头“小狮子”接过接力棒；二
来有了资源，学校作为教育事业单位，在调动社会资源上
强过个人，可以凭借这样的合作打开局面，复兴前童舞
狮；三来有了推广，学生连着千家万户，如果孩子学了舞
狮，对家长、对全镇甚至是社会都有辐射作用。

说干就干，在前童镇政府和前童小学的支持下，“前
童小学舞龙舞狮队”成立了，由童攀峰担任教练选拔学
生、组织训练。

自此，队伍总算拉起来了，男孩舞狮，女孩敲鼓。每
逢周末，学校里、祠堂内、山坡上，有了一群舞狮少年的
身影，除去在学校拓展课训练外，童攀峰还每周在古镇宗
祠中带领学员加训。孩子们兴趣盎然，进步神速。舞狮队
也积极参加镇里的一些活动，古镇的龙狮氛围渐渐复苏
了。

在培养“小狮子”的同时，童攀峰自己也没忘记继续
深 造 。 2019 年 ， 他 参 加 “ 浙 江 省 舞 龙 舞 狮 进 校 园 研 讨
会”，同年参加“浙江省裁判员兼教练员培训”，并顺利考
取国家一级教练员和裁判员证。师父在进步，学生也在进
步。小种子慢慢发芽，前童舞狮也渐渐有了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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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26 日，宁波市“新时代
好少年”名单揭晓，29 名有志向、有梦
想、有担当的优秀少年脱颖而出。来自
宁海县前童镇的张镇浩光荣入选，在颁
奖词中，人们赋予他一个响亮的名字
——“雄狮少年”。

张镇浩是 2020 年正式入选“前童小
学舞龙舞狮队”的，而这个选择也成就
了他日后与舞狮结下不解之缘。

刚加入队伍时，张镇浩是队里年纪
最小、身材最瘦弱的学员。但令童攀峰
教练意外的是，他反而是那个最不怕
苦、最不怕疼，最主动、最自律的学
员，次次练习都是提前到场，做足准
备。在大部分时间里，舞狮面对的不是
光鲜的舞台，而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练
习。半蹲、挺直腰板、双手平举⋯⋯

“计时开始”，童攀峰一声令下，小队员
们扎起马步。时钟“滴答”转动，有队
员功力不足，双腿开始微微颤抖。14 岁
的张镇浩动作标准，纹丝不动。跑步、
扎马步、做俯卧撑、学习步法程式，舞
狮考验的不仅是动作技巧，更是体能和
意志。

2020 年的“浙江省龙狮锦标赛”是
张镇浩进入队伍后的第一场大型比赛。
为了备战，全体队员做足了准备，童教
练趁着放学、放假时间给他们“加班”
集训，还自费邀请外地老师来指导。在
童教练看来，南狮的动作精神、细腻、
灵动，配乐是重点，也是学生们学习的
难点。锣鼓钹一响，振奋人心，鼓舞士
气，狮头左顾右盼，摇头摆尾。

队员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最终
在这场比赛中，张镇浩领衔的“狮子
队”伴随着铿锵激昂的鼓乐声，时而胆
战张望，时而欢呼雀跃，舞动得出神入
化、惟妙惟肖。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高
分认可和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荣获

“儿童组南狮自选套路”一等奖、“儿童
组传统南狮”一等奖，张镇浩也获得了

“优秀运动员”称号。
“只有练好基本功，才能拿狮头。”

张镇浩舞的就是狮头，用竹子做的狮头
有十几斤重，完整的一套表演需要五六
分钟，包含十多个难度动作。狮子的八
种神态——喜、怒、哀、乐、动、静、
惊、疑，精准呈现要靠狮头和狮尾的默
契配合，“人狮合一”无疑是每一位舞
狮者的最高追求。一个托举站立的动
作，相当于两个孩子在空中叠罗汉，难
度可想而知。

别看张镇浩台风沉稳，却是队里公
认的“小哭包”，但再苦再累，他也从

未想过要放弃。学舞狮常有跌打损伤，
2021 年参加“浙江省龙狮锦标赛”前
夕，张镇浩不小心摔伤了膝盖。比赛当
天，台下还在偷偷抹眼泪的他，一上台
就擦干眼泪，忍着疼痛，用顽皮诙谐的
表演征服了所有评委。少年一次次跌
倒、一次次爬起、一次次飞跃。同年，
在长三角龙狮争霸赛上他获得“少年狮
王奖”，和同伴们用小小的身躯将前童
失传了大半个世纪的舞狮技艺再次传承
起来。

“做喜欢的事不会觉得苦。”张镇浩
总这样说。三年的时光，他从一个稚气
未脱的男孩蜕变成了一个活泼大方的少
年。“这三年来，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
舞狮小白成长为一个了解舞狮传统、学
会如何舞狮，甚至深深爱上舞狮的‘雄
狮 少 年 ’。 这 一 路 上 ， 欢 笑 与 泪 水 并
行，训练场炙热的阳光，脸上流淌的汗
水，变成了我们每个队员背后自信的云
彩。我们曾经沮丧流泪，也曾经受伤流
血，无数次的跌倒和爬起，有汗和泪钻
进嘴里的苦涩，但是在获奖的那一刻，
我 们 是 满 足 和 幸 福 的 。” 张 镇 浩 总 结
道。他对这门艺术充满崇敬和喜爱，对
自强、奋勇、崇礼、忠义的龙狮精神有
着不懈的追求。

在他的影响下，三年时间，舞
龙舞狮队从零星几人扩增到 30 多
人。每周课余时间，以张镇浩
为代表的一群雄狮少年出现
在古镇，他们先是跑步、扎
马步、做俯卧撑、学习步法
程式，动作练到位后会戴上
狮头，穿上狮衣，呈现最完
美的表演。而每一次训练，
都会吸引一大批慕名而来的
游客驻足观看，并拍摄留影，
让一度没落的古镇舞狮文化焕
发新生。

2022 年，央视英文频道 《寻
找小行家》 专门到前童录制舞狮队
伍，并在微博全球直播。以前童舞狮
队为主角的纪录片 《少年狮王》 在
中国国际电视台官网、脸书等平
台播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发 文 点 赞 前 童 的 “ 雄 狮 少
年”，引发全球网友关注和热
议。

张 镇 浩 希 望 ， 未 来 以 师
父童攀峰为榜样，从“少年狮
王 ” 成 长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 狮
王”，将根植于家乡的“龙狮精
神”发扬光大。

董峰峰 葛鹏超

古镇雄狮再昂首

““雄狮少年雄狮少年””张镇浩张镇浩 （（缪军缪军 供图供图））

舞狮队在前童宗祠内进行日常训练

2023年前童小学的100头“小狮子”助力第二十一届徐霞客
开游节 （缪军 供图）

孩子们在舞狮传承人童攀峰老师的带领下培训、学习

（童攀峰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