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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相狮舞的传承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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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相狮舞，被誉为“中原第一狮”，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有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它

以独特的民间艺术名扬海内外。出现于各种庆典、巡游、游园、庙会，是一种登上大雅之堂的民间艺

术。它的各种表现手法火爆热烈、变化多端、振奋人心，把中原人热情豪迈的性格带入到这一民间艺

术之中。这种独特的民族艺术，有灵性，有底蕴，无语言，无国界，纯粹是一种精神产品，是地地道道的

民族风格，是当前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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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巩义市小相村小相狮舞以其独特的舞

蹈风格、惊险刺激的高空绝技，被誉为“中原第一

狮”，是河南乃至中国最古老传统的特色文化，被列

入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申报首届国际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我省首个被提名申报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一、小相狮舞的起源。

清代嘉庆年问，霍乱突起。那时民间认为霍乱

是妖鬼作祟，于是巩义市小相村人就用狮舞驱病避

邪。霍乱过后，小相狮舞保留下来。每逢年节庙会便

会热热闹闹地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狮舞。巩义小相

狮舞采用最古老最传统的制作工艺制作而成。表演

起来难度高，气魄足，场面大，能达到凝聚人心、激

发斗志、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的奇特效果。渐渐地。

小相人不再满足于“地摊”狮舞的单刀、双刀、哨子

棍、九节鞭等，而是在此基础上创出了“高台”和“上

老杆”。 j

所谓“高台”就是两张板凳一层。层层上摞，能

摞到12层，每层都有4个人“捉板凳”，最高一层是

3张板凳。先是一个狮子在舞，后成了双狮舞，有“板

凳架”、“踩独绳”等。每个套路都有固定的动作，那

一招一式都令围观者惊叹不已。“上老杆”即竖起

一根三丈来高的独杆。先是四周扯紧六根大粗绳，

“老杆”顶端放一椅子或板凳，狮子沿粗绳爬上杆

顶，舞几个套路。然后顺绳爬下。后来。在“老杆”顶

端搭起十字架，用八根绳子扯牢。这样一来。由原来

上一架狮子变为上五架狮子，其中四角四架。中间

一架，取名“五子登科”。“小相狮舞”因此远近闻

名。

二、小相狮舞的发展

从田问到舞台。从国内到国外。小相狮舞曾盛

极一时。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小相狮舞百花绽放。

巩义一带有各种狮舞表演队伍百余支。时间流逝。

80年代之后，巩义的小相狮舞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一部分民间艺人只是靠兴趣参加演出，在自觉与不

自觉中传承、保护这门艺苑奇葩。小相狮舞，有面临

失传之虞。

当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风吹来，在政

府部门和一批酷爱民族民间艺术的耕耘者共同努

力下，小相狮舞成功申报了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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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又成功申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

200多年风雨的小相狮舞艺术，看到了一缕阳光。

据67岁的崔松安回忆说，1968年，小相狮舞被邀

请到登封演出，竖起“老杆”表演“五子登科”，容纳

四五万人的广场挤得水泄不通。1992年，由中学生

表演的“小狮子”已“青出于蓝”，并在当年郑州市首

届青少年艺术节上荣获一等奖。1999年，澳门回

归，小相狮舞艺人赴澳门参加庆祝活动，在狮舞大

赛中再摘桂冠。

三、小相狮舞的传承及保护

小相狮舞是几代艺人智慧的结晶，有着独特的

民间文化艺术底蕴。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

群众軎闻乐见而长盛不衰并不断赋予新的艺术技

巧、外在表演形式的艺术。它既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也是巩义的品牌文化、艺术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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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名录。小相狮舞能成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行列，是保护工作一个良好而坚

实的开端。当申报工作全面展开后。郑州市、巩义市

文化主管部门。省内专家，申报者就全力以赴投入

了这场特殊的“战斗”：申报者们走遍巩义的大街小

巷、周边地区的沟沟坎坎，寻访老艺人和他们留下

的资料，费尽周折，完善、撰写、查文献资料、搜集基

本素材，编、采、录、刻制光盘⋯．最终经历了多少个

难熬的日日夜夜。终于申报成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本质特点是依附于个

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

“活态”文化，因此除了收集整理保存那些物质性的

载体或通过记录等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外，更重要

的是通过传承、教育等手段使之在人、群体、区域或

社会中得以现实延续和发展。因此“保护”就不仅仅

是一种物质形态“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将“保护”定义为：“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

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这些概念主

要有三层含义：～是整理建档(包括研究)，二是保

存展示．三就是传承弘扬。显然。《公约》所确定的这

些属于“保护”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

“保护’韵范围。而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

态”文化这一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由于“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主

要方式或途径，如何采取措施，有效保障或实现其

传承，是我们保护工作具体实践和立法中都需要解

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传承的实现形式大体有两种：

一是自然性传承，—是社会干预性传承。前者是指

在无社会干预性力量的前提下、完全依赖个体行为

的某种自然性的传承延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

本上是靠这种方式延续至今的，最典型的就是个体

之间的“口传身授”，如民族民间的口传文艺、手工技

艺、民俗技能等等。但这种方式往往因为社会、经济、

文化以及个体的变迁而受到极大的制约。后者是指

在社会某些力量干预下的传承，这包括行政部门、立

法机构、社会团体的各种行为干预和支持。这其中，

通过行政、立法所产生的某种强制性干预力量尤为

重要。这种社会干预性传承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通

过社会干预性力量支持或保障自然传承活动的实

现，包括采取法律、技术、,／5-玛t、财政冬筝措施，建立传承

人保障制度，促进特定遗产的传承；其二，通过教育

途径将传承活动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公众特别是青

少年教育活动、社会知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个重

要圈i节。这≈蠊酗公钓辨行提出的—个积极内容。

据了饵。目前保护工作正在进行。已经采取的

措施包括：建立传承导师。对新艺人进行规范辅导，

言传身教，手把手传艺；鼓励各乡镇(街道)重视狮

舞艺人的培养。给他们宽松的条件；建立组织机构，

确定保护措施和计划。

此外，保护内容和保护五年计划已经出台。定

期举办培训班，把不同历史时期的，J湘狮舞精华认
真地发扬、传承、探索、整理；整理、拍摄各个不l司肘期

的材料和大型活动，对大亭记进行记载、归档；加强

提高特色的传承和培训，保证队伍中各角色的重点

培养，发扬小相狮舞的精髓：以及成立派训基地。开

展理论研讨活动等，成为保护工作的下—步内容。

通过扶持，使松散型队伍有集中、有松散；在劳

务费上给老艺人生活保障，使这种民间艺术达到高

质量继承水平，并且使这门民间艺术瑰宝永远传承

下去。目前，巩义市小相村已发展到拥有狮子88

架，大鼓130面，大京60副，大镲110副。大铙80

副的规模。

对小相狮舞的明天，我们充满欣喜。我们有责

任爱护、保护小相狮舞艺术，只要各级政府重视，小

相人执著。传承人努力，借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的可喜春风．小相狮舞这一民间艺术之花

将会兴旺、发达，在探索、传承中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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