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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獅喜迎春醒獅喜迎春
農曆新年作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在香

港，人們不僅有逛花市、拜神等習俗，更是少不了舞
獅。列入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舞獅不止具備觀
賞性，更寓意為新的一年博得一個好彩頭。

溫健安是國際溫健安龍獅體育總會教練，春
節前夕，他帶領龍師團的徒弟勤加訓練，希望
在農曆新年伊始帶來精彩演出。出身客家圍
村的溫健安接觸醒獅文化已有30載，教導不
少徒弟在國際賽事中取得成績，更收穫國
際弟子，弘揚中華文化。舞獅威風颯爽精
彩，訓練絕不輕鬆，溫健安直言徒弟因
熱愛而堅持，他亦會嚴格要求，希望徒
弟得到高水準的學習和訓練。

大公報記者 魏溶（文） 何嘉駿（圖）

舞貔貅除晦氣迎好運

▲客家貔貅，是客家族群的文化瑰寶，已列為非物質文化
遺產。

▲出身客家圍村的溫健安，自五、六歲
開始接觸舞獅，至今已超過30年。

▲徒弟們近日勤加訓練，為農曆新年演
出做好準備。

跑跳需空間 場地不易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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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16歲的陳樂桓，已跟隨溫健安學習
舞獅有11年時間，學習舞麒麟和貔貅亦
有二、三年時間。陳樂桓表示，雖然訓
練辛苦，但在醒獅比賽中取得獎項時，
會令自己感到付出都是值得的。當被問
及師傅是否嚴格時，陳樂桓直言，無論
是做運動或者其他事情，老師都一定會
嚴格，認為師傅嚴格會令自己學到更
多，在比賽取得好名次後，也會更加理
解師傅為什麼會要求自己注重細節。

嚴師出高徒
陳樂桓

王嘉佑小三時學校開設了舞獅課程，自
此接觸這項運動，他在小四時，舞獅師
傅因工作原因調任，喜歡中國文化的王
嘉佑就自行找溫健安師傅學習。王嘉佑
表示，自己希望未來能從事
與醒獅相關的職業。

盼成為職業
王嘉佑

就讀中一的羅思彤跟隨師傅學習已有三
年，羅思彤直言，自己因為對中華文化
感興趣，自己也很喜歡，所以決定學習
舞獅。雖然日常訓練較為辛苦，但羅思
彤認為這是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可以
堅持下去。當被問及為什麼會喜歡上醒
獅文化，羅思彤表示，自己曾在電視中
看到醒獅表演，從而心生好感。

愛中華文化
羅思彤

15歲的李炫毅正就讀中二，他早前從內
地來港上學，學習舞獅僅三個月。李炫
毅家住灣仔區，每次來學習要轉乘多
次，車程超過一小時，但李炫毅認為
「好玩多過辛苦」 。而在學習與興趣的
平衡上，李炫毅認為，來港學習壓力並
沒有內地那麼大，自己目前也在學校取
得不錯成績，相信興趣不會影響學業。

不怕路途遠
李炫毅

◀溫健安
師傅成立的

龍獅體育總會，
教出了大批徒弟，在

各地及國際比賽奪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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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着鑼鼓鏘鏘，溫健安的龍獅團在粉嶺
孔嶺村對出空地上開始了春節前的訓練，他們
正在準備春節期間的演出項目。溫健安介紹，
春節期間往往是龍獅團非常忙碌的時期，由農曆
臘月十九至正月廿三均有演出。

敲鑼響鼓樂氣勢越激昂
訓練分為多個部分，最開始便是音樂訓練，

14名隊員雙手持鑔（小鈸），配合鼓聲奏樂；到
特定節點，更是全部人舉高雙手，嘴裏喊道：
「哈！」 氣勢激昂。隊員當中更有溫健安的年僅
九歲和11歲的侄子，兩人手拿鑔，神情專注。

而訓練的重頭戲自然是激昂熱鬧的舞獅表
演。兩隻黃色醒獅時而擺首，時而跳躍，更銜起
地上的對聯，口中 「唰」 的吐出 「龍馬精神」 和
「吉祥如意」 紅簾，配合新春，顯得十分喜慶。
溫健安站在一旁，認真觀察徒弟的動作細節，遇
到不滿意的地方他便會及時指正。

溫健安是地道的客家 「圍村仔」 ，圍村團拜
往往會有舞獅、舞麒麟等項目，溫健安自五、六
歲開始接觸舞獅，直到升中，溫健安意識到自己
如想精進技藝，需要拜師學習正統舞獅。隨後，
溫健安拜到南鷹爪白鶴派陳觀華門下，勤學苦練
數年，未到20歲的他不僅開始教授徒弟舞獅技
藝，更成立了自己的龍獅體育總會。

自溫健安開始接觸舞獅至今，已過去逾30
載。溫健安帶着徒弟們默默耕耘，不僅在香港、
內地及海外地區奪得多項比賽的冠軍，更代表香
港在國際比賽取得佳績。溫健安也在美國、巴
西、馬來西亞等地開設分館，收穫一批海外學

生；溫健安分享道，今年將會有一班美國的
徒弟來港，向他討教舞獅技藝。

溫健安直言，維繫龍獅團不容易，
自己此前從事裝修工作，未曾想過

將龍獅團作為正職，後因機緣巧
合，自己獲邀擔任多間學校

的醒獅教練，才逐漸把
舞獅轉作正職，一路

發展至今。現
在隊內有

近 50 名 隊
員，不僅有已經
工作的成年人，也有
中小學生。由於香港生活節
奏快，大家會分作幾個不同的時間
段進行訓練。

訓練不輕鬆興趣化動力
舞獅訓練不輕鬆，即使是訓練超十年

的舞獅隊員，在完成一段完整的訓練後，
也要喘着氣，面色通紅。溫健安表示，訓
練確實辛苦，能夠堅持來參加訓練的徒
弟，往往都是真正熱愛這項文化的人；他
憶述曾有學生小學期間學習舞獅後，因升
中學後學業繁忙而一度暫停，在中三時為
了堅持自己的興趣再度找到溫健安繼續學
習。 「學生是真的很喜歡這項運動，所以
才會回頭繼續學。」

在日常訓練中，溫健安直言自己會比較嚴
格，因為希望學生 「學就要學叻嘅」 ，進行高水
準的學習。溫健安亦稱，自己會首先要求學生守
時、有規矩，醒獅運動講求團隊配合，希望學生
可以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團隊，能夠學會彼此互相
配合和謙讓，具備責任感和團隊意識。

溫健安又指出，徒弟一開始可能都會比較貪
玩，有機會出去比賽時，輸了也很正常，但希望
徒弟在輸了之後會反思自己的不足和對手的優
勢，在意識到自身不足後，徒弟往往就會勤加練
習，精進技藝。

掃一掃 有片睇

▲新春期間，
溫健安師傅帶領
的龍獅隊會在不同
地點有精彩表

演。

每逢大型活動及節
慶，人們都能看見醒獅的

身影，但經營龍獅團的溫健安表示，坊間
龍獅團的發展並不順利，甚至很多獅隊在
疫情期間因難以維繫最終解散。

溫健安無奈表示，對於龍獅團而言，
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場地問題。由於訓練
涉及跑跳等動作，需要較大空間才能完
成；即使找到訓練場地，也試過被投訴噪
音、鞋底磨花地板等，難以續租場地。

溫健安感慨，因為出身圍
村，很幸運能在村口外的空地進

行訓練；而一些龍獅隊難以覓得合適場地
時，甚至要在街邊完成訓練，頗感心酸。此
外，溫健安表示，龍獅運動已經入選亞洲室
內運動會比賽項目，但卻未有像其他體育項
目一樣得到相應資源。龍獅隊代表香港外出
比賽的消息，也甚少有人了解，直言 「這項
運動很難生存」 。

溫健安希望，政府能夠為龍獅團體提
供一些適合場地用以訓練；亦希望能得到
更多推廣，讓更多人了解龍獅運動。此
外，溫健安亦表示，希望能獲得經濟支
持，以幫助龍獅團體維繫生存。

相對港人熟知的龍獅表
演，客家貔貅則較為冷門。客

家貔貅，是客家族群的文化瑰寶，牠與麒
麟、龍、獅同為瑞獸。傳聞中，貔貅有口
無肛門，舞貔貅在早期受到賭場等娛樂場
所青睞，被視為財來運轉，有入無出。

考驗體力耐力辛苦過舞獅
溫健安介紹，在香港，新春賀歲最常

見的是舞龍獅，而新界的客家圍村，都會
以舞麒麟、表演 「麒麟採青」 進行新春賀
歲，寓意去除晦氣，帶來好運。 「貔貅比

較特殊」 ，溫健安介紹，貔貅外形兇猛，且在
典故中有着 「貔貅助陣，大殺三方」 之說，被
認為 「煞氣」 大，不會用於新年賀歲， 「因為
有 『煞氣大，傷家宅』 的說法」 。

「現在學習舞貔貅的人不多。」 溫健安表
示，儘管舞獅和舞貔貅已經入選香港非物質文
化遺產清單，但在傳承上依然面臨窘境。隨着

時代發展，願意學習舞瑞獸的年輕人已愈來愈
少，且舞貔貅相對舞獅更加辛苦，即使願意
學，年輕人也往往會選擇獅和麒麟，而非貔
貅。

溫健安介紹，舞獅可以借助肩膀的力量支
撐獅頭，而貔貅則只能依靠雙手力量托舉，且
舞貔貅過程中涉及大跳、八字花等多種步法，
對舞者的體力和耐力都是考驗。記者在現場觀
察，此前在舞獅表演中只是微微喘氣的隊員，
在舞貔貅後，往往會流汗、面色漲紅，想必十
分消耗體力。

現在坊間懂得舞貔貅的龍獅團，多為溫健
安的同門，溫健安表示，希望能推廣客家貔
貅，令更多的人認識這項文化。溫健安續稱，
希望政府可以多加推廣、多記載，留存更多的
文字及影像資料，可以令到下一代了解這些珍
貴的傳統文化。

有待支援

冷門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