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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雄狮少年》系列电影以舞狮这一体育非遗文化为载体，通过少年阿娟的成长故事，揭示了传统文化在

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创新传承的可能路径，引发了社会对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广泛关注。本文通

过对电影《雄狮少年》的深入剖析，结合文献资料法、影像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宏微观

结合的方式，探讨其中所呈现的体育非遗文化元素，分析体育非遗文化面临的传承困境，并基于电影所

带来的启示，提出加强体育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策略，旨在为推动体育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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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 Am What I Am” film series uses the lion dance—a traditional sport recognized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s its cultural vehicle. Through the coming-of-age story of the protagonist Ah Juan, 
it reveals the survival challenges fac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and potential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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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novative inheritance, sparking widespread societal attention towards the protection and trans-
mission of sports-relat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ilm “I Am What I Am”, employing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cluding literature review, visual anal-
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Combining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it explores the cultural ele-
ments of sports-related intangible heritage presented in the film, analyzes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dilemmas faced by such cultural forms, and proposes strategic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sports-relat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spired by the film’s revelations.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relat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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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活态传承的文化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特定民族或地域群体独特的历史积淀、文化密码

与身份认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谱系中，体育非遗以其显著的动态实践特征、文化叙事功能与社

会聚合效应，形成了兼具肢体表达与精神传承的活态文化范式，成为维系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然

而，在现代化进程加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下，诸多体育非遗项目正遭遇传承主体断层化、实践

场域萎缩化及文化认同弱化等现实困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

文化新辉煌”的战略要求，着重指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部署规划[1]。在此背景下，推动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已成为新时代构

建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实践路径[2]。《雄狮少年》以动漫电影这一数字化形式立足非遗讲

述本土故事，将非遗醒狮文化融入到少年追梦的故事创新地传播了广东民间舞狮，有机融合醒狮技艺的

力与美、南派舞狮的形与神，通过虚实相生的影视艺术形态实现非遗文化的可视化转译。运用三维建模

技术精准复现醒狮器具的工艺特征，借助动态捕捉系统完整记录传统套路的技术细节，依托影视叙事策

略深度阐释“狮艺传习–武德培育–文化认同”的价值链环。这种“技术赋能 + 文化解码”的传播模式，

不仅拓展了非遗文化的展演维度，更通过沉浸式审美体验触发受众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共鸣，有效提升了

传统体育非遗在当代社会的可见度与接受度，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呈现在观众面前，激发了

大众对体育非遗文化的兴趣和关注，为体育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2. 《雄狮少年》中的体育非遗文化 

2.1. 非遗竞技：叙事驱动中的文化内核 

舞狮作为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影片中突破背景装饰功能，转化为叙事驱动力。导演将舞

狮竞技流程嵌入叙事脉络——基本功训练构成故事起点，高桩表演成为高潮段落，传统套路与创新编排

交替推进剧情。非遗技艺与剧情演进深度交织，既保留传统魅力又维持戏剧张力。 
竞技场景设计突破传统舞狮框架，体育竞技的紧张感与非遗仪式感有机融合。高桩腾跃时肢体舒展

的力学美感，旋转动作中衣袂翻飞的光影韵律；这种视觉奇观的营造不仅提升观影体验，更让观众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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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非遗文化的生命力——传统技艺通过银幕空间获得当代性转译，桩阵布局的几何美学与运动轨迹的

抛物线计算，共同编织出超越物理现实的意象空间。 
作为个体成长的隐喻符号，主人公阿娟的技艺习得过程暗合坎贝尔“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型，从“采

青”到“上高桩”的进阶训练，象征着主体通过非遗实践实现自我超越；作为集体记忆的传承载体，影片

中祠堂训练、村落赛狮等场景，生动再现了特纳所谓的“社会戏剧”，通过仪式化展演强化社群的文化

认同；作为民族精神的具象表达，醒狮文化中“勇、力、智、忠”的核心价值，与当代青年拼搏进取的时

代精神形成跨时空对话。 

2.2. 人物弧光：非遗传承的精神寄托 

阿娟的形象建构跳脱类型片窠臼，摒弃了与生俱来的才能这类设定，将叙事焦点对准市井巷陌挣扎

的寻常少年。成长轨迹与舞狮技艺习得过程形成镜像关系——最初肢体不协调引发讥讽，逐渐掌握韵律

获得尊重，个人觉醒叙事暗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转译机制。咸鱼强与徒弟的互动模式呈现独特叙事

张力，这位鬓角染霜的授业者兼具技艺导师与文化守夜人双重身份。严苛训练中流淌着脉脉温情，恰如

其分还原非遗承继最核心的“口传心授”传统，师徒羁绊为文化遗产注入鲜活生命力，这种情感联结超

越简单的技艺传递，构建起文化基因存续的精神纽带。通过设置“拜师–受挫–觉醒–决战”的经典叙

事序列，将非遗传承的困境与突破融入类型化叙事，生动诠释了人物的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

作为乡土文明的重要载体，醒狮艺术不仅寄托着村民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也彰显了民众守护与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其文化价值更凸显在增强社区凝聚力、赓续民族精神谱系等方面，成为连接

历史记忆与现代文明的关键纽带。 

2.3. 符号重构：非遗文化的现代转化 

影片对舞狮文化符号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重构。传统狮头的造型被赋予更多现代审美元素，表演套路

也融入了街舞等流行文化因子。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让非遗文化在现代语境中重获新生。

导演通过这种创造性转化，展现了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活力。在视觉呈现上，影片创造性地运用了水墨

动画与 3D 技术的结合。舞狮时的腾挪跳跃在银幕上化作流动的水墨，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又赋

予了现代动画的视觉冲击力。这种美学探索为非遗文化的影视化呈现提供了新的可能。剧中人物对白中

“饮茶”“得闲”等方言词汇的嵌入，建构了观众对岭南文化特质的认知图式，为醒狮文化的呈现营造

了浓郁的地域氛围[3]。《雄狮少年》的成功在于它找到了非遗文化与现代叙事的契合点。通过体育竞技

的外壳，影片让舞狮这项古老技艺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种创新不仅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

中国动画电影的文化表达开辟了新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的更多可能，也看

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无限潜力。这部电影告诉我们，非遗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可以活在当下、

跃动青春的活态文化。 

3. 体育非遗文化面临的传承困境 

3.1. 传承人才结构性缺失 

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面临严峻的代际传承危机，其核心困境体现在传承主体结构性断

层与技艺延续机制失效的双重挑战。从传承主体的代际更替维度考察，传统体育技艺的体系化传承与现

代社会的价值认知差异形成根本性冲突。首先，武术功法等身体技艺的系统性习得需经历 5~10 年的周期

性训练，其特有的身体规训体系与当代青年的速效性价值追求存在本质矛盾；其次，技艺传承的经济回

报周期漫长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职业选择取向，导致潜在传承群体的持续性流失。在传承链维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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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传承人群体呈现显著老龄化特征，这种代际失衡已导致口传心授的活态传承机制出现结构性断裂。

更严重的是，部分依托身体实践的精微技艺因缺乏传承载体，正面临技艺解构与记忆消逝的双重危机，

如南派醒狮的桩上功法、武当太极的内劲心法等核心技法，目前完整掌握者已不足百人。这种传承主体

的断层危机与文化记忆的消逝风险，使得传统体育非遗的保护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亟需构建代

际传承的创新机制与活态传承体系[4]。 

3.2. 公众关注缺失与传播机制弱化 

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消费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显著的社会认知

度危机。一方面，文化传播生态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注意力资源分流。随着现代娱乐方式和体育项目的不

断涌现，其沉浸式体验特征重构了大众文化消费模式，形成对传统身体技艺传承场域的消解效应。人们

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吸引到新兴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中，对传统体育非遗项目的了解和关注较少。另一方面，

系统性传播策略的缺失导致非遗项目公众认知度偏低。许多体育非遗项目缺乏有效的宣传推广，导致其

知名度不高，难以吸引大众的目光。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机构对体育非遗文化的重视程度也不够，

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不足，影响了体育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3. 传承方式创新性不足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主要依托师徒制与家族代际传递模式[5]，这种内生性传承体系

在确保技艺本真性与文化基因稳定性方面具有历史合理性，但也存在着局限性。一方面，封闭式传承网

络导致人才供给失衡，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的范围相对狭窄，难以大规模培养传承人才，限制了体育非

遗项目的传播与发展。另一方面，线性传播模式与现代社会多维传播格局形成显著张力，表现为信息传

播效率与受众覆盖率的双重困境，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传承方式在信息传播速度和受众范围上已无

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此外，口传心授的单一模态难以适应数字化技术革命带来的认知范式转变，造

成文化解码与再编码的能力缺位。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体育非遗的传承方式，成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4. 现代生活适应性失衡 

在当代文化变迁语境下，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遭遇本体特征与现代生活场域的异质性冲突，

其活态传承面临严峻的文化适应性挑战，难以融入当代社会。其一，传统展演形态与现代审美范式的断

裂。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数字化、碎片化生活方式，导致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系统与现代受众认知图式产

生解码偏差，难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精神追求。其二，本体功能属性与当代社会需求的失衡。传

统体育项目因仪式程式固化、参与门槛过高等本体特征限制，难以实现现代性转化，导致市场竞争力衰

减。其三，物质载体形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冲突。体育非遗项目需要特定自然或人文空间支撑，这与现

代城市标准化空间规划形成空间生产矛盾，造成传承场域挤压效应，限制了其在现代社会的普及和推广。 

4. 《雄狮少年》对体育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启示 

4.1. 创新传播方式，提高社会关注度 

《雄狮少年》的传播实践将醒狮文化中“狮头扎作”“七星鼓法”等非遗技艺进行可视化转译，实现

了传统文化符码的数字化存储与传播，这种媒介化重构突破了传统口传身授的时空局限，使岭南醒狮的

“身体技术”得以通过影像媒介进行跨地域传播。在传播策略层面，主体叙事采用“成长母题 + 竞技叙

事”的戏剧结构，通过少年阿娟的觉醒历程实现文化认同的移情效应；衍生传播运用抖音、B 站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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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狮头 DIY 挑战赛”等互动传播，形成“观看–模仿–创作”的参与式传播链；线下通过“非遗进

校园”工作坊实现文化实践的具身化体验。这启示我们，在数字化时代，新媒体平台为体育非遗文化的

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制作高质量的影视作品、纪录片、短视频等内容，以更生动、更贴

近当代审美的方式呈现体育非遗的文化内涵。例如，运用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传统体育项目的历史场

景，或通过增强现实(AR)技术让观众体验非遗技艺的精妙之处。这些创新传播方式不仅能突破时空限制，

还能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同时，线下活动的创新同样重要。体育非遗文化节、赛事、展览等活动可以融入现代元素，打造沉

浸式体验空间。比如，将传统武术表演与现代舞台艺术结合，或通过互动装置让观众亲身感受非遗技艺

的魅力。这种“活态传承”的方式，能够让体育非遗文化在当代社会找到新的生长点。此外，还可以探索

“非遗+”的融合发展模式。将体育非遗与旅游、教育、文创等产业结合，开发具有文化特色的体验项目

和教育课程。通过跨界融合，不仅能够扩大体育非遗的受众基础，还能为其传承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体育非遗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保护，而是要在创新中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化。《雄狮少年》的成功证明，

只要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传统文化同样能够打动现代观众。这种传承创新之路，既是对文化根脉的守

护，也是对文化生命力的延续[6]。 

4.2. 融入现代元素，增强文化吸引力 

电影《雄狮少年》在展现醒狮文化时，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元素，将醒狮文化置于现代都市语境中进

行解构与重构。运用蒙太奇手法将传统醒狮技艺与街舞韵律、电子音乐进行异质同构，创造出独特的文

化间性空间使古老的醒狮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文化再生产的方式表明，传统文化需要通过符号重

构来实现现代转化，以确保其本体论安全。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体育项目，创新传承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首先，在传承体育非遗文

化的过程中，应积极探索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审美需求。其次，可以对

体育非遗项目的表演形式和内容进行创新，融入现代舞蹈、音乐、科技等元素，使其更具观赏性和趣味

性。此外，将体育非遗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生态链，依托“非遗+”的产业融合模式，

开发具有文化附加值的衍生品体系，使体育非遗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强其文化吸引力[7]。 

4.3. 加强教育传承，培养后备人才 

电影《雄狮少年》通过主人公阿娟及其伙伴执着追求醒狮技艺的叙事线索，深刻揭示了青少年群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中的主体性价值。电影中阿娟从旁观者到传承者的身份转变，正是教育机制

成效的艺术化呈现，为破解“人亡技失”的传承困境，针对当前体育类非遗项目面临的传承人断层危机，

亟需构建多层次教育传承体系以实现代际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建立基础教育浸润机制。建议将

南狮、蹴鞠、捶丸等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国民教育课程体系，通过体育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非遗社团

与研学实践相补充的模式，运用数字化教学资源与实体传习基地联动的双轨制教学法，系统培育青少年

的文化认同与传承意识。其次，推进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支持高职院校与非遗保护机构共建“现代学徒

制”培养平台，探索建立传承人职称评定体系，提升职业吸引力。最后，完善继续教育支持系统。通过设

立非遗传承专项基金，支持跨地域师徒结对、传承人海外研修、非遗创新工作坊等项目，为体育非遗传

承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传承能力和水平。 

4.4. 完善保护机制，加大政策支持 

电影《雄狮少年》的成功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协同发力的重要性。在体育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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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强化顶层设计，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建立分类保护名录，明确项目范畴、保护标准及责任主体，为

文化遗产筑牢法治屏障。资金保障方面建议采用“基础经费 + 绩效拨款”组合模式，重点支持数字建档、

传承人培养等关键环节，建立资金投入长效机制。同时应构建多元参与机制，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企业、

社会组织和公众形成保护合力，这种政府统筹、社会共建的创新模式，既能规避单一主体局限性，也为

破解“政府–市场”双重失灵提供了实践方案。 

5. 结论 

《雄狮少年》作为体育非遗题材影视作品的创新实践，以艺术化叙事手法建构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动态展演场域。该片为新时代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价值的文化范本。针对当前

体育非遗文化面临的传承困境，借鉴影片创作经验，从创新传播方式，融入现代元素，加强教育传承，

完善保护机制等维度采取措施加强体育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创新性转化与多主体协同，促使体

育非遗文化在当代社会实现创造性发展，既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注入

新的文化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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