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我和师兄弟就是在祠堂
的门口和院内练习的。”师傅自然
还是父亲黄金昆，“当时的娱乐方
式很少，家家户户吃完饭后，就自
发到祠堂外舞狮、斗狮、练武，基本
上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几个人出来
练。后来练的人就少了。”黄远芳
说，潘湖武狮队虽然有百余年历
史，但这其中几经兴衰，在上世纪
90年代之后就更为没落了。

“练习武狮是一个很漫长的
过程，比如打空拳是必不可少的
程序，可这个程序不仅枯燥无味，
更是辛苦不已，没有年轻人愿意
学了。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大家
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看狮子表
演的人少了，舞狮已经无法让舞
狮人维持生活了。”黄远芳说，过
去十里八乡要有红白喜事，都会
邀请狮阵演出，会获得些小红包，
这比仅仅待在村里务农，收入更
为可观，因此，以前的人学习的热
情会更高。“现在既辛苦又没收
入，大家都要讨生活，没落也是没
办法的事。”黄远芳说，哪怕像他
有一些教练收入也无法维持生
活，20 年前，他就开了一家鞋材
厂，做生意养家糊口。

“白天做生意，晚上就去当教
练。”追随父亲的脚步，黄远芳也
成了武狮教练。“从小就跟着父亲
出去教学，十几岁就成了父亲的

‘助教’。记得有一次，父亲为了
锻炼我，让我单独去西园车厝教，
那时我才十七八岁。”黄远芳说，
20多岁的时候，他还跟着父亲四
处去教学。“那时都是我骑着一辆
嘉陵（摩托车）载他去，回家的时
候天很黑了，父亲会在路上跟我
说一些套路的技巧。”那个时候，
黄远芳和父亲都是利用晚上去
教，“学员白天都要赚钱，只有晚
上才有空，所以教授都是在晚上
进行。”二十四五岁的时候，黄远
芳便可独当一面教授武狮了。

黄远芳先后传授培养了石狮
铺锦、南安金坑席里、晋江鹏峰武
狮队、南安丰州董埔等多支狮阵
队伍，并在青阳、磁灶、陈埭等多
地立馆授徒。从教多年，黄远芳
教出来的徒弟数以千计，不少学
员还在全国传统武术比赛中获得
各种荣誉。

尽管自己在武狮教授之路
上颇有收获，但是潘湖武狮队的
没落成为黄远芳的心病，在他心
里，重建潘湖武狮队才是他最大
的心愿。2017年，在黄远芳的带
头倡议下，潘湖武狮队重建了，
他出任晋江池店潘湖武狮队总
教练。为了将有着百年历史、几
经兴衰的潘湖武狮队更好地传
承下去，黄远芳不仅吸纳本村有
武术表演潜力的年轻人到武狮

队进行系统培训，还向本村武狮
爱好者授艺，鼓励其积极训练并
参加各类赛事及登台表演。不
到一年时间，武狮队队员已逾百
人。这些年，潘湖武狮队出现在
各种政府活动现场，每次出现都
会成为耀眼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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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
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
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
友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
友征集优秀作品。

“成为非遗传承人后，我想得
更多的，是如何把武狮更好地传
承下去。”黄远芳说，于是，他把厂
子交给儿子打理，自己专心于武
狮的教学。

去年，晋江市青少年宫找到
黄远芳，希望他能够为孩子们授
课，他欣然应允。“平时都是一周
一节课，到了暑假就是一周三节
课，每周二四六晚上 7点到 9点上

课。”黄远芳说，在青少年宫教课
对他自己的挑战是比较大的，“来
学习的都是 7到 13岁的孩子，无
论是理解力、力气都不如在狮队
教的青年人。”如何让这些小学员
愿意听、听得懂、跟得上，黄远芳
做了很多功课。

“来，大家休息一下，喝喝水，
一会儿再来一遍。”黄远芳一边叮
嘱着孩子们，一边用手擦拭了一
下额头上的汗水说道。“去年都是
下午 2 点到 4 点上课，今年特别
热，考虑到我年纪也大了，就安排
到晚上，比较凉快。”话虽这样说，
但两个小时的教学还是让黄远芳
满头大汗，衣服也被汗湿了。“流
点汗没什么，只要孩子们喜欢，我
就会多教几个动作，毕竟传承还
是要靠下一代，孩子培养起来了，
我们老一辈的技艺才能延续下
去。”

池店66岁黄远芳：忙碌的“武狮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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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晚晴人物

剪纸作品：《众志成城》
作者：陈紫云（女，1956年生）

才艺秀场

摄影作品：《梧林盛事》
作者：苏素华（女，1951年生）

摄影作品：《八仙阁》
作者：吴坤辉（男，1947年生）

6 日晚上 8 时，暑热仍未消散，晋江

市青少年宫一楼的武术厅里，几个孩子

在老师的带领下，正在学习五祖拳的基

本动作，虽然武术厅里有一台空调扇卖

力地吹着，但孩子们和老师都练得满头

大汗。“双手出，双脚下蹲。”老师一边喊

着口令，一边走到孩子身边，一一纠正孩

子的动作。在孩子们休息的时候，老师

随手拿起一把大刀舞了起来，看上去有

些瘦小的老师却将比他还高的大刀舞得

虎虎生风，引来孩子们的一片惊叹。

如果不说，你一定不相信这个瘦小

精悍、眼神坚毅的老师已有66岁，而他在

晋江武术界更有着“武狮教头”之称，门

下弟子超过千人。他就是我们今日的主

人公黄远芳。

“武狮”在许多传统民俗活动和庆典中都会
出现，有武狮表演的现场总是异常热闹喜庆。在
晋江，“武狮”被称为“刣狮”“狮阵”，晋江的狮阵
追溯起来已有 600多年的历史。2008年，作为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项目的晋江狮阵，入选
泉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扩展名录，被列入政府的文化保护范围。这个古
老技艺的传承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武狮”人的传
承，黄远芳便是其中之一。2020年 8月，黄远芳
成为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狮
阵”代表性传承人。

黄远芳出生在有着“拳头乡”之称的池店镇
潘湖村，这个古老的村子练武之风盛行，早在
1914年，潘湖村就成立了武狮队，至今已有百余
年历史。当时，潘湖第一代武狮人经过苦练，凭
借高超的技艺，为潘湖奠定了武狮村的名声。在
上世纪中叶，第二代武狮人则将潘湖武狮推向了
鼎盛。当年，只要听说泉州南门外三十五都（即
潘湖）的狮阵要表演，观众就会将整个表演场地
围得水泄不通。

黄远芳的父亲黄金昆便是潘湖第二代武狮
人的代表。狮阵表演是旧时官兵操练、少林武术
和民间防卫技术融合一体的表现形式，表演套路
则由排阵、武术套路表演和刣狮三部分组成。表
演时，以狮旗(或谓“龙虎旗”)先出阵，招摇挥动以
引逗由双人舞弄的青狮，青狮腾空、翻滚，动作矫
健又敏捷。其他人扮成武士，手持刀、枪、剑、戟、
盾牌等十八般武器，包围着狮子“大打出手”。表
演时，刀光剑影，吼声阵阵，惊心动魄。“一场舞狮
要吸引眼球，刀枪棍棒链盾等几十种兵器一样也
不能少，武士的走步一步也不能差，狮头狮尾的
配合一点儿也不可含糊。一般人能练精一种已
经不错了，可父亲算是舞狮全才，狮头、狮尾、武
士等十八般武艺都练得很精，经常逗得观众惊喜
连连、叫好声不断。”黄远芳说，父亲因为十八般
武艺都练得很精，后来被邀请至泉州各地授徒，
当时名闻一方。

“我父亲的学生很多，不仅潘湖村里很多人
向他学，大泉州很多地方也有我父亲培养出来的
狮阵。”黄远芳说，在他的印象中，南安、石狮、惠
安等不少村都来邀请父亲去授课。当时，父亲为
了更好地授徒，把武狮的套路都写下来，自己编
辑了一本教练册。“现在我还经常会翻看这本教
练册，里面有很多套路的技巧。”

因为从小耳闻目染，黄远芳自幼便酷爱武
术，他跟随父亲学习五祖拳及各种器械套路。经
过父亲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他掌握了
晋江狮阵的各类器械技法及阵法，成为狮阵的主
力，以及潘湖村第三代舞狮人的代表。

“拳头乡”的武狮传承人

重建潘湖武狮队

传承，从孩子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