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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舞龙运动在标准化竞赛体系的推动下得以快速发展，对其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通

过文献资料研究发现，具有现代舞龙特征的舞龙标准在汉代就已出现。舞龙运动的现代标准化主要体

现在专业术语标准化、竞赛体系标准化、场地器材标准化、管理体系标准化四个方面，但在标准化的

进程中也存在着标准与多元、竞技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指出，应建立舞龙运动员、教练员技术等级评

价体系，进一步完善传统舞龙的竞赛体系，竞技舞龙的发展应以传统舞龙为基础，而传统舞龙的发展

也需要在竞技舞龙的竞赛体系框架内加以改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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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中华民族思

维的创造物，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１］。

龙文化是中国 “龙”的内在与精华，而舞龙运动

则是中国龙文化的外在表现。作为一项极具民族

特色又蕴含浓厚文化底蕴的传统体育项目，舞龙

在当今国家大力推崇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受

欢迎。舞龙运动经历了 “祭祀求雨活动—民间民

俗信仰—现代竞技舞龙”的发展历程［２］。当今舞

龙运动在标准化竞赛体系的推动下已成为一项具

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运动项目。标准化对于舞龙运

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在标准化

视野下，探索舞龙运动标准化内容，发现标准化

进程中的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１　标准化与舞龙运动标准化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对标准化的定义

是：“针对现实的或潜在的问题，为制定供有关

各方共同重复使用的规定所进行的活动，其目的

是在给定范围内达到最佳有序化程度。”［３］舞龙运

动 “标准”与舞龙运动 “标准化”相互联系但含

义不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４］。因此，我们认为

舞龙运动标准化即为了促进舞龙运动的传播及舞

龙运动竞赛的公平参与，而将传统舞龙的技术动

作结合现代竞技体育的标准竞赛体系，以追求

高、难、美、新为目标的一个改革与创新的过

程。舞龙运动标准化注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

现，其发展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２　舞龙运动的 “标准化”追溯

“龙”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作为一

种象形文字，甲骨文中的龙字应当是了解龙形象

的重要依据。而舞龙运动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王俊奇认为现代所说的舞龙以

“祈神求雨”为目的，而且具有体育活动的功

能［５］。以这样一种以精神寄托为目的的舞龙最早

出现于明代的 “手举舞龙”。本文研究的是对舞

龙运动体现 “标准化”的追溯，因此关于现代舞

龙与史料中所说的舞龙起源之间的争论不多赘

述。董仲舒 《春秋繁露》记载：甲、乙日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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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用青色之龙，用 “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

衣舞之”；丙、丁日舞赤龙，“壮者七人，皆斋三

日，服赤衣舞之”等。不同的时辰、不同的节日

所使用的龙具都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器材的使用

和人员的选定有着严格的标准，这些已经清晰地

表明汉代舞龙已出现标准化雏形。

再将目光放置于明朝，《嘉定县志》（万历三

十三年刻本）记载：正月十五 “夜则燃灯……有

龙灯之戏，联百千灯笼为身，辊球灯为珠，亘街

穿巷导以旌旄，夹以鼓吹，以迎神而祈水泽。”

显示明朝龙灯舞已具备龙头、龙身和龙珠，这一

时期对龙灯的构造要求已经形成标准。再到现代

标准化竞赛体系的确立、龙狮运动协会的成立

等，无不体现出现代舞龙运动的标准化发展进

程，其还将随着舞龙运动自身发展规律持续下

去。可以说，正是因为舞龙运动本身具有与时性

和时代特征，其才能在艰难的历程中不断完善、

改进与传承。

３　舞龙运动标准化的体现

伴随着国际化的推广步伐，舞龙运动正朝着

标准化的方向发展。相比过去纯粹娱神的民俗活

动，现代舞龙运动的发展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性地

继承和对外来文化选择性地吸收，不仅保留了舞

龙的民俗文化内涵，还融入了崇尚张扬个性，追

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竞技体育思想。舞龙

运动的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专业术语标准化、竞赛

体系标准化、场地器材标准化、管理体系标准化

这四个方面。

３．１　专业术语标准化

现代竞技舞龙整个套路是由多个难度动作组

合编排而成的，这中间有８字舞龙动作、游龙动

作、穿腾动作、翻滚动作、组图造型动作等。随

着舞龙运动国际化的发展与龙文化的世界性传

播，标准化成为竞技舞龙适应发展潮流的必由之

路。专业术语的标准化是其初始步骤，其主要体

现在单个动作的名称、器材专业名称、仪式专业

术语等方面。就单个动作而言，有靠背蹬腿舞

龙、绕身舞龙、屈膝躺腿舞龙、挂腰舞龙等动作

专业术语；舞龙器材里面有龙头、龙衣、龙尾、

龙珠等专业术语；点睛仪式里面 “一点天庭，福

星高照，国泰民安；二点眼睛，眼观六路，鹏程

万里”等吉祥语也得以统一固定［６］。这些标准化

的改革都是在为舞龙运动的国际化推广做铺垫。

动作专业术语的标准化给舞龙运动的教学与民间

传授带来了很大方便，对于舞龙运动的传播非常

有利。

３．２　竞赛体系标准化

竞赛体系由技术体系和评价体系构成。就技

术体系而言，２０１１版 《国际舞龙南狮北狮竞赛

规则、裁判法》中，对舞龙动作的规格、难度、

分类等进行了规定，将舞龙动作分为８字舞龙、

游龙、穿腾、翻滚、造型等五大类，每一大类动

作里面又分基本动作和难度动作。以翻滚动作为

例，其基本动作有龙翻身、连续游龙跳龙等，而

难度动作有快速连续斜盘跳龙、快速连续螺旋跳

龙磨转等。这些不同难度的动作相互组合构成了

一个快慢有致、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的完整的竞

赛套路。

在竞赛评判方面，标准化更是体现得淋漓尽

致。《国际舞龙南狮北狮竞赛规则、裁判法》将

现代舞龙运动推向高度标准化的发展道路。竞赛

规则中将现代舞龙分为规定套路、自选套路、传

统项目、技能舞龙、夜光舞龙五大项，技能舞龙

又分为抽签舞龙、竞速舞龙和障碍舞龙三大类。

各个类别的比赛套路都有着严格的比赛规定与裁

判方法，而这些规定和评判规则又体现着不同舞

龙项目的各自特点，如竞速舞龙追求竞技速度、

障碍舞龙追求刺激与难度、传统舞龙则体现地方

民俗文化。这些竞赛规则的细化是现代舞龙标准

化发展的明显体现。在传统舞龙竞赛评分规则

中，满分１０分，共分为１０个打分点，涵盖礼

仪、主题、形态、神态、音乐、特色、编排、效

果、技巧、服装器材十个方面。每个地区的传统

舞龙都极具地方民俗文化特色，细分的评分标准

从十个不同的维度打分，使评分尽可能地合理，

这对于传统舞龙项目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３．３　场地器材标准化

场地器材的标准化是伴随着裁判法的出现而

出现的，有助于现代舞龙竞技过程的公平公正。

在竞赛规则中，竞技舞龙有明确的场地器材限

制，如龙具，参加竞技舞龙的龙具龙身全长不得

少于１８米，龙身直径不得少于０．３３米，龙头重

量不得少于２．５千克等等；再如场地，竞赛场地

为边长２０米的正方形场地，场地边线宽０．０５

米。在竞速舞龙与障碍舞龙比赛中，对参赛运动

员的比赛线路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相反，传统

舞龙对于场地和器材的限制就没那么严格，主要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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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更大限度地展示、传播最原始的舞龙文

化。标准化让民族传统体育找到了与体育经济的

结合点，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产业的协同

发展，而场地器材的标准化也促进了体育器材的

高效利用，节省了项目开展与赛事运营成本，也

便于舞龙运动举办、参与更多的国内外赛事，进

一步推动舞龙运动的发展与传播。此外，场地器

材标准化能够让各参赛队伍在统一的竞赛要求下

训练备赛，将大幅度提高参赛队伍的整体竞技水

平和增加比赛的观赏性。

３．４　管理体系标准化

任何组织机构都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

１９９５年１月，国际龙狮运动总会在香港成立。

同年，中国龙狮运动协会也由国家体委批准成

立，负责领导和指导全国龙狮运动的发展。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龙狮分会也宣告

成立。至今，许多省份纷纷成立了省一级的龙狮

运动协会，甚至在某些市也出现了龙狮协会。于

是形成了国家、省、市三级管理体系，有力促进

了舞龙运动和龙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各级协会都

有自己的协会章程和管理办法，以中国龙狮运动

协会为例，就有 《竞赛裁判员选派与监督管理实

施细则》《国家队选拔办法实施细则》《申请等级

裁判员登记表》等管理办法，形成了有利于领导

全国舞龙运动、促进舞龙运动发展推广的管理体

系。委员的产生和任用也是程序严格、权责明

确，大大提高了协会运行效率和赛事组织能力。

对每一次赛事的裁判员任命尤为严格，裁判长、

副裁判长、裁判员以及仲裁委员会等一系列的岗

位设置，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

促进竞技舞龙运动的推广和群众参与。

４　标准化背景下舞龙运动发展的矛盾

４．１　标准与多元的矛盾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的固有属

性，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对舞龙运动

的标准化来说，协调处理好标准与多元之间的矛

盾是其面临的一大问题。舞龙运动在中国存在已

久，在竞技舞龙出现以前，舞龙是以民俗文化为

母体的，然而受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的影响，这样

一种纯民俗性的体育活动逐步与世界竞技接轨，

国际龙狮协会的成立更是推动了舞龙运动的竞技

化、国际化进程。与之相适应，标准化成为舞龙

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准的制定促进了舞龙运

动与竞技体育的结合，形成了现代竞技舞龙。对

于深受现代竞技体育思想熏陶的舞龙参与者来

说，他们更倾向于参与到现代竞技舞龙中来。这

是现代奥林匹克竞技体育带来的直接影响，归根

到底是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快节奏的生活随之而

来，传统体育文化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巨大冲

击。传统舞龙是极具民族特色、体现民俗风情的

舞龙方式，其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民俗文化，而不

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地

区舞龙的方式也不同，因此形成了舞龙文化的多

元性。将传统舞龙按照标准化竞赛体系去评比，

势必会限制民俗文化的多元特性，也会表现出对

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标准与多元之间是相互依

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如何协调好标准与

多元二者之间的矛盾需要相关从业者和研究者认

真思考。

４．２　竞技与传统的矛盾

竞技与传统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反映在舞

龙运动中就是竞技舞龙与传统舞龙 （或称民俗民

间舞龙）的矛盾。传统舞龙在弘扬传统体育文化

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在２０１６年第九届全国舞

龙舞狮锦标赛、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中

都有设项。但目前的传统舞龙表演，被嫁接了各

种竞技舞龙的难度动作，处处体现着竞技舞龙的

影子。传统舞龙中民俗的东西越来越少，一定程

度上与将标准化竞赛体系应用其中有关。传统舞

龙本身就是一种娱人、娱己、娱神的民俗文化活

动形式，将竞技舞龙的评价体系生搬硬套到传统

舞龙项目中，人们会下意识地将传统舞龙与竞技

舞龙等同看待，这不利于传统舞龙的传承与发展。

竞技舞龙跟传统舞龙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竞

技舞龙体现的是现代竞技高、难、美、新的动作

追求，而传统舞龙寄托的是人们的精神信仰，它

舞动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灵魂。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

求，展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为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传统

舞龙的过度标准化将破坏这一文化根基，失去其

文化底蕴。守其形而弃之魂的发展方式与传统体

育的传承发展理念相违背，最终会影响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的建立。因此，以竞技舞龙带动传统舞

龙的传承与发展的同时，必须明确竞技与传统之

间的界线，使竞技舞龙和传统舞龙并行发展，既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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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舞龙运动国际化发展的需求，也符合传统文

化国际化传播的战略。

５　现代舞龙标准化发展建议

５．１　建立舞龙运动员技术等级体系

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是激励运动员刻苦训

练、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与成绩的一项基本体

育制度。我国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自１９５６年实

施以来，极大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但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由于缺乏相关制度，发展举步维

艰。建立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是适

应社会分层、促进人才与技术流动、完善竞赛体

系及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基本要求［７］。当前，

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建立舞龙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

的基础条件。２０１７年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推

广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中明确指

出：“推行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是人民群众

的愿望，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广

大群众参加健身的热情，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健

身活动。”因此，应当尽快建立舞龙运动员技术

等级体系，在等级标准上可以参考某些类似项目

的等级标准，如武术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并在

其基础上改进创新，让舞龙运动员技术等级体系

朝着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５．２　建立舞龙教练员技术等级体系

教练员是影响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

一［８］，高水平舞龙教练员对舞龙运动竞技水平的

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对于舞龙运动教

练员尚未建立起统一的等级体系，而其他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项目，如武术，早在２００２年就发布

了 《全国武术运动员、教练员管理办法》，对教

练员实行等级管理。鉴于此，应该尽快建立起舞

龙运动教练员等级体系，如可以将舞龙运动教练

员划分为三级教练、二级教练、一级教练、高级

教练、国家级教练五个级别；对不同等级的教练

员任职基本条件、审核认定程序、聘用管理办法

和岗位职责作出具体规定，以突出体现教练员的

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舞龙

运动教练员等级体系，才能为竞技舞龙运动的发

展发掘、培养更多的 “千里马”，推动舞龙运动

水平的提高。

５．３　以竞技舞龙促传统舞龙的现代发展

传统舞龙具有浓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它伴随

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民俗活动的开展及节庆文化

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９］，而竞技舞龙是中国传

统舞龙与现代西方竞技体育高度结合的产物。尽

管传统舞龙与竞技舞龙运动在功能与表现形式上

有诸多不同，但两者在本质和内涵上却有着诸多

联系。由于传统舞龙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刻的文

化内涵和广泛的影响，因而成为竞技舞龙无以脱

离的母体［１０］，所以竞技舞龙的发展必须以传统

舞龙为基础。另一方面，传统舞龙也应该积极寻

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出路。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是传统舞龙的灵魂。先民们通过这样一种共同参

与的活动形式，不仅完成了思维意识上的自我超

越和文化心理上的集体认同，而且在一种愉快之

至的直觉状态中，以这种最直接、最本能冲动的

方式，完成着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心灵

交流及情感体验［９］。将传统舞龙中最精髓的民俗

文化部分与现代竞技舞龙的发展模式结合起来，

将有力推动传统舞龙的现代化发展，从而完成对

传统的继承。

５．４　进一步完善传统舞龙竞赛体系

如前所述，传统舞龙既应当体现竞技特点，

又要区别于竞技舞龙，以构成传统舞龙特色的竞

赛体系。现代竞技舞龙的竞赛体系通过同一套评

价标准将所有的参赛队伍放到一起评价，体现的

是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追求

的是对高、难、美、新的挑战。传统舞龙想要规

避竞技化带来的民俗文化流失的风险，就要在竞

技体系之内，尽可能地降低竞技性，在评判标准

上最大限度地强化民俗文化的传承。可将现有的

十点打分制再细化，增加民俗文化内容的比重；

在名次设置上取消冠亚季军这种绝对化的评价结

果，改为一二三等奖以及其他奖项的设置；适当

在一些赛事上对传统舞龙比赛设置物质奖励，从

而吸引传统舞龙比赛选手的参与。

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养生、娱乐和纪念等为

目的的传统体育文化和以商业、竞技为目的的现

代西方体育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

传统舞龙的改造与创新，要避免一味照搬竞技体

育发展模式，要避免盲目套用西方竞技体育的衡

量和判断标准。同时，借助现代科学理论重新评

价传统舞龙的功能价值，确立其在社会生活中的

地位，使传统舞龙在保留文化内涵的同时，完成

其现代化和国际化过程［９］。

６　结语

舞龙起源于原始农耕社会，作为中华民族传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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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

养，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文化符

号［１］。然而受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侵袭，原本根

植于民俗文化的舞龙运动开始以标准化的模式在

国内外发展传播。为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这种

模式下标准与多元、竞技与传统之间的矛盾。现

代竞技舞龙的发展脱离不开传统舞龙，另一方

面，传统舞龙也应当合理借鉴现代竞技舞龙发展

过程中的有益成分，在其竞赛体系框架内，淡化

竞技属性，突出文化内涵，从而在传统与竞技、

标准与多元之间找到一条合适的传承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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