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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你们都过来一下，说

一下刚才的表演，还有

几 个 地 方 得 改 进 一

下。”2月2日，一场

精彩的醒狮表演

在中国非遗馆上

演。现场气氛热

烈，灵动的醒狮

赢 得 观 众 一 波

又一波的喝彩。

演出结束，4名年

轻演员气喘吁吁

地刚走下台，就被

台下一名表情略显

严肃的人叫了过去。

他就是狮舞（广东醒

狮）广东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赵伟斌。

　　尽管徒弟们在舞台上

的表演已十分精彩，但在赵

伟斌看来，还可以做得更

好。他一一指出刚才表演的

不足之处，并悉心指导徒弟

们该如何改进。

　　能在大年初五的中国

非遗馆看到赵伟斌，记者略

感意外。2024年，记者跟随全

国人大常委会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执法检查组一行赴

广东省进行执法检查。执法

检查组曾前往广州市永庆

坊非遗街区，在赵伟斌的醒

狮工作室了解相关情况。赵

伟斌向检查组详细介绍了

这些年来醒狮非遗传承方

面的一些情况，包括在传承

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进行

创新，在造型、舞步和表演

形式等方面融入现代元素。

　　时隔半年多，记者又在

北京看到了“赵家狮”的现

场表演，颇为惊喜。见到记

者，刚才对弟子们一脸严肃

的赵伟斌露出亲切的笑

容，但也给人略显疲惫的感觉。

　　“确实挺累的，春节申遗成功后我

们比以前更忙了。今年是首个‘非遗

版’春节，我们从年前就受邀在全

国各地进行表演，还录制了很多

贺新春节目。不仅如此，今年以

来我们已收到来自阿联酋、意大

利、阿根廷等国家的演出邀约。”

说起春节申遗成功带来的变化，

赵伟斌坦言“累并快乐着”。

　　让赵伟斌难忘的是，今年春

节前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福到联合国”新

春庆祝活动。活动现场，“赵家狮”受邀进

行狮舞表演。

　　此次演出是“赵家狮”首次在联合国的舞

台上亮相，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

一次重要展示。赵伟斌亲自上阵敲鼓，首次挑

起大梁的弟子们毫不怯场。高难度的舞步、生

动的表演以及富有节奏感的鼓乐伴奏，给现场

观众带来了极为震撼的视觉听觉体验。演出结

束后，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对赵伟斌

说：“赵老师，您打鼓真棒！震撼到我了。感谢你

们的表演给联合国带来了浓浓的中国年味！”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醒狮，属于中国

狮舞中的南狮，是融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一

体的文化活动。广东醒狮被认为是驱邪避害

的吉祥瑞物，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必有醒

狮助兴。广东醒狮表演是中国传统民俗活动

之一，以其热闹的氛围和精湛的技艺著称。作

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广东醒狮早已名扬海内外。

　　“醒狮表演的魅力超越语言与国界，只要

听到锣鼓声敲响，就能为观众带来振奋精神、

凝聚人心的作用。”赵伟斌认为，醒狮非遗，不

但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提

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能将

不同社区的人群团结在一起。

　　随着春节成功申遗，对于醒狮非遗的传

承发展，赵伟斌充满信心。“未来，相信狮舞在

国际舞台亮相的机会将大大增加，我们将继

续参与更多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为世界带

来更多的精彩文化体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

在全球传播，让全球更多观众欣赏到中国非

遗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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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晨熙

　　“奔蛇走虺势入坐，骤雨旋风声满堂……”伴随着功

夫明星甄子丹的吟诵，舞台上一众太极武者腾空而起、

单腿落地，单脚支撑完成360度旋转，动作行云流水、气

势恢宏，随着节奏逐渐加快，太极动作犹如书写落笔时

挥毫泼墨，身形辗转腾挪，刚柔并济……

　　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中，这档名为《笔走龙蛇》的武术

节目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展现了草书书法

的神与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一名习武之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郓城宋江武

术学校校长樊庆斌在看完节目后感触颇深。他在接受《法

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武术节目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向人们展示了武术既是功夫，又是艺术，它不仅具有竞技

性，同样具有文化娱乐和健康养生的功能。

　　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届央视春晚将各类非遗元素

巧妙融入舞台呈现、节目编排和视觉包装之中，让非遗

在春晚舞台上“火起来”，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隽永魅力。

　　武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保护、发展和传

承这些武术非遗项目，是樊庆斌不断探索并始终为之奋

斗的目标，他心中有一个夙愿，那就是要用武术来提振中

国青少年的“精气神”。

武术非遗项目繁多

　　《笔走龙蛇》这个节目把樊庆斌的思绪带回到31年

前的1994年。在当年的央视春晚上，由宋江武术学校学

生表演的武术节目《狗娃闹春》将传统武术与舞蹈、戏

剧、音乐加以融合，荣获了当年“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

会节目”歌舞类一等奖，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并慢慢喜

欢上了武术。

　　“提起武术，在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里只是停留在套路

表演阶段，认为武术就是上场、下场、敬礼。但实际上，中

国武术源远流长，其中很多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樊

庆斌介绍，武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有很多，比

如，八极拳、太极拳、八卦掌、咏春拳、少林功夫、武当武术

等。这些武术的传承和推广首先是要让人们能够关注到

并产生兴趣，因此将武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就是很

好的表现形式。

　　以《笔走龙蛇》节目为例，节目播出后，太极拳的力量

与形态之美吸引了大量人群，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关注，这

让樊庆斌颇为欣喜。

　　“太极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瑰宝。它不仅是一项武术运动，其中更蕴含着丰富

的哲理和文化内涵。”樊庆斌说。

　　在202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樊庆斌提出了“充分

发掘太极拳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的

建议。谈及发展和传承太极拳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时，樊

庆斌表示，大力发展太极拳运动，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

要工作和有益实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

要的重要举措，是促进体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的重要内容。

建校推动武术传承

　　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是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土生土长的郓城人，樊庆斌自幼便受

到“尚武崇德、自强不息”思想的影响开始习武，是大洪拳

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

　　每每想到有一些非遗武术项目即将失传或已经失

传，樊庆斌便心痛不已。为了更好地推动武术的传承与发

展，他和师兄弟于1985年创办了宋江武术学校，将传统武

术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形成科学

系统的教学体系。如今，学校已

从当初一座仅能容纳300人的三

层小楼，发展成为拥有现代化教学设施和庞大师资的全

国十大武术名校之一。

　　“教育不是产业，它肩负着民族的责任和未来。”樊庆

斌始终秉承“习武先学文、教书先育人、育人先立德”的理

念，学校也一直坚持“以德建武、以文保武、以武养文、文

武并进”的十六字办学方针，注重让学生在习武学艺中修

身养性，认同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多年来，宋江武校不仅培养出一批武术冠军、动作明

星，每年还吸引来自美国、英国等众多国家的外籍学生。

樊庆斌多次组织学生赴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区表演武

术节目，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瑰宝。把武术推向世界舞台是

他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他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并喜

爱武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非遗。

　　为加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樊庆斌不仅邀请武术名

师来学校亲授，还在全县设立多处武术传习所，对于经济

有困难的非遗传承人，他也会给予经济支持，为非遗的传

承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搭建非遗展示舞台

　　“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作为千年古

县，郓城深受水浒遗风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发展武术文

化，并将武术与影视产业、舞台表演相结合，充分发掘武

术的文化产业价值，宋江武校规划建设了水浒好汉城。

如今，这座以水浒文化为魂的古城，不仅是一百单八将

故事的具象载体，更已成为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

博物馆。

　　游客们在这里既能被糅合了南派武术、戏剧等地方

艺术为一体的英歌舞中雄浑、奔放的舞姿所震撼，也能感

受 到 刚

猛有力的大洪

拳所带来的武韵罡

风，还能在非遗传

承人杨秀玲所创作

的《一百单八将》剪

纸作品中，欣赏到在薄如蝉

翼的纸面上活灵活现的水

浒好汉……

　　樊庆斌介绍，水浒好

汉城建设之初，一大设想

就是要为非遗项目搭建展

示的舞台。目前，已经为曹州面人、水浒纸牌、坠子戏、

花鸟字、山东落子、郓城渔鼓等一批非遗项目提供了展

示和传承的场地以及资金支持，在推进非遗项目保护

传承的同时，也加大了宣传力度，提高了公众对非遗的

关注度。

　　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水浒好汉城在今年春

节期间，设置了打铁花、古老中幡、琴书、快板、抬阁、跑

旱船等20多项非遗项目展演，满足了人们“吃非遗”“玩

非遗”“听非遗”“学非遗”“购非遗”的需求。不仅增添了

浓厚的节日氛围，也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了非遗的独

特魅力。

　　随着非遗热度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儿童青少年开

始关注并喜爱上各类非遗项目，这也让樊庆斌对今后在

儿童青少年群体中推广普及武术充满了信心。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追梦则国家兴旺，追逐百年以

来的中国梦想希望在少年，重任在教育。我们要培养出靠

得住、有本事的人才，培养出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接班

人。”对樊庆斌而言，武术始终是他的魂、他的根，他将尽

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代表职责，保护传承非

遗，弘扬武术精神。

全国人大代表樊庆斌：

用武术提升青少年“精气神”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2025年春节是“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

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首个“非遗版”春节年味儿更

浓，各地深挖春节“非遗”文化内涵，策划举办多种活

动。庙会、醒狮、英歌舞、龙舞、板凳花灯龙等年俗活动

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各类非遗展示给人们带来亲切温

暖的体验。

　　在博物馆里过大年，也成了新年俗。首个“非遗版”春

节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给人们带来哪些新体验？2月2

日，大年初五这一天，《法治日报》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北四

环的中国非遗馆，沉浸式体验“非遗版”春节的独特魅力。

“非遗版”春节的魅力

　　2月2日中午，记者走进位于中国非遗馆一层的“过

年——— 春节主题展”展厅，前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大厅

入口处排起了长龙，人们依次领取手工制作的年画版画。

展厅一侧的“村晚大舞台”前，更是早早地就挤满了观众，

不少小朋友甚至骑在大人的脖子上。让大家翘首以盼的，

是一场精彩的广东醒狮表演。

　　“咚咚锵，咚咚锵……”

　　13点15分，伴随节奏强烈的鼓声，表演准时开始。4名

表演者分成两组，一人舞头，一人舞尾，一红一黄两只醒

狮跃上舞台。眨眼、摇头、摆尾、跳跃……鼓点不断快慢变

化，一连串惟妙惟肖的动作，引来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最精彩的是“采青”环节，只见一只红色的醒狮爬上

叠起的凳子，一连串惊险动作后最终爬到最高处，从嘴里

吐出一副“大吉大利”的金色春联，台下观众的喝彩声瞬

间响彻整个展厅。节目的最后，醒狮还调皮地靠近观众

“卖萌”，眨眼、摇头，一连串逗趣的动作引来阵阵笑声，互

动表演把过年的喜庆气氛烘托至极。

　　“这趟没白来！这跟我们天津的醒狮表演完全不是

一个风格。”台下的郭女士告诉记者，她特意一大早坐高

铁来北京参观此次春节展，能在现场看到广东醒狮表

演，十分惊喜。她去年曾在广东佛山看过一次醒狮表演，

印象深刻。当被问及是天津的醒狮好看还是广东的醒狮

好看时，郭女士笑着说：“都好看！不管南北，都是我们

中国人的宝藏！”

　　人群中，还有几名身着黄色表演服的观众看得津津

有味。记者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前来参加今天非遗展示

活动的天津汉沽飞镲表演者。谈话间，其中一位40岁出头

的中年男性表演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听口音您不是天津人吧？怎么会飞镲表演呢？”

　　“我是南方人，来天津做生意的，在汉沽开了家公司，

偶然间看到飞镲表演，十分喜欢，特别想学，就拜了当地

的师父。”这位表演者告诉记者，他从2019年开始学习飞

镲，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还是会尽量抽时间学习，有

时候甚至练习到大半夜，现在经常跟着队伍去各地表演，

大江南北去过不少地方，每次演出都很受欢迎。“我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看到飞镲、喜欢飞镲，把这个非遗项目更好

地传承下去。”

　　对于非遗来说，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确实是最为重

要的事情。

　　在展厅现场，记者看到很多人尤其是小孩子兴致勃

勃地沉浸式观展，或者玩几把投壶，或者制作一幅版画，

或者拉几下灶台的风箱对灶王爷说几句吉祥话……很

多人在各种非遗项目体验中对我国的传统春节有了更

深的认识。

记忆深处的年味儿

　　不少观众看完了室内的醒狮表演，立马又转场室外。

在广场上，还有一场精彩的非遗展示———“民俗展演闹红

火 博物馆里过大年”主题系列活动即将登场。

　　与温暖的室内相比，非遗馆的室外广场上气温骤降

并伴有大风，但寒冷阻挡不了观众的热情，来自北京、天

津、河北、广东四地的九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

非遗民俗展演十分令人期待。

　　下午3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天津汉沽飞镲的表

演者用翻飞的铜镲碰撞出清脆的声响，刹那间点燃了

现场气氛。紧随其后，北京延庆旱船表演者生动再现了

《白蛇传》中游西湖的经典场景，仿佛将观众带入了江

南水乡的诗意画卷中。昌黎地秧歌作为河北民间极具

代表性的项目之一，演员们诙谐的动作和表情让现场

笑声不断。天津的大道张庄登云武会和梅厂同议高跷

会带来的是精彩的高跷表演。尤其是几位小演员，气场

十足，熟练挥舞棍棒，赢得阵阵喝彩。京西太平鼓是老

北京年节时的特色表演形式，表演者手持太平鼓，伴随

欢快的鼓点翩翩起舞。

　　接着出场的广东普宁英歌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

高潮。气势磅礴的普宁英歌被誉为“中华战舞”。今年登上

央视春晚舞台的表演者们身着战袍舞服，挥舞棍棒，以豪

迈的舞姿传递扬正压邪、吉祥平安的美好寓意。

　　寒风中，一波又一波的精彩演出，不仅展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人们在浓浓的年味中感受

非遗的深厚底蕴与文化内涵。观众大饱眼福，赞叹声此起

彼伏。表演结束后，全体演职人员共同登台，现场千余名

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这热闹的氛围里，许多人寻回了记忆深处的年味，

真切感受到了传统年俗的魅力，人们纷纷拿出相机、手机

不停地拍照摄像留念。来自河北的贺女士十分兴奋，双手

被冻得通红也坚持用手机拍下一个个精彩片段。她告诉

记者，看到活动预告，自己第一时间就在网上预约了门

票。“小时候，逢年过节，我经常在庙会上甚至家门口大街

上看扭秧歌。这一晃，有30多年没在现场看这些演出了，

真的是太精彩了。”贺女士说，会第一时间把这些视频发

给家人，跟他们分享这份久违的传统年味儿。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契机

　　中国非遗馆“过年——— 春节主题展”的活动仅仅是

个缩影。

　　春节犹如一出大戏，每个中国人都是剧中人。首

个“非遗版”春节期间，全国开展的各具特色的民俗

活动数不胜数，构成了中国人“过年”这一独特的人

文景观。从腊八节、小年、除夕、春节到元宵节，各种

习俗主题环环相扣、前后连缀、层层推进，演绎着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与相互尊重、和睦交往

的生活美德。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盛大的传统节日。过

年期间，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春节申遗

成功，让年味儿更浓了。看传承、品文化，各地独特的年俗

项目和非遗体验成为当地旅游市场的亮点，人们沉浸式

感受着非遗魅力。

　　春节是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要载

体。多姿多彩的庆祝民俗，将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

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追求，深挚真切地根

植在中国人的心中。伴随春节申遗成功，春节，不仅仅是

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

的契机。传统春节焕发出了新活力，古老的非遗一点一滴

地融入现代生活，通过展示、体验和创新非遗，普通民众

更深入地了解了春节的文化内涵，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

　　中国的春节，世界的非遗。春节承载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家庭和睦、社会包容等人类共同价

值，是维系个人、家庭和民族的情感纽

带。世界各地华夏儿女在这一节

日，心系祖国，共庆新年，中华

传统文化影响力在全世

界范围也进一步提

升。我们相信，伴

随 春 节 申 遗 成

功，中国将为

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

献更多的

力 量 ，创

造 更 为

宽 广 的

舞台。

首个“非遗版”春节年味儿更浓

  2月2日，观众在

中国非遗馆展厅观看

广东醒狮表演。

本报记者 朱宁宁 摄

  2月2日，广

东汕头，英歌嘉

年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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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狮”受

邀 在“ 福 到 联 合

国”新春庆祝活动

现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