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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球舞又叫彩球舞、碰球舞，源于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体育游戏“蹴鞠”。今
年 47 岁的郭锋有着丰富的福建民间舞教
学经验，他11岁时就继承了父亲郭金锁的
衣钵，学习踢球舞表演，逐渐成长为踢球舞
的资深表演者，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泉州踢球舞代表性传承人。

回首过去36年，郭锋在教学、创作、表
演、研究上身体力行地推动踢球舞及其他
闽南民族民间舞朝着更高的舞台发展和传
承。日前，记者前往探访，了解他与踢球舞
的故事。

采访当天，我们见到了瘦瘦
高高的郭锋，他踏着轻快的节
奏，双手舞弄着长柄彩球，翩然
起舞……

“我的父亲是泉州踢球舞的
第一代传承人，年少时在父亲的
精心调教下，也成为一名踢球舞
传承人。”郭锋停下脚步，提起父
亲，满满的自豪感。

他的父亲郭金锁是著名的泉
州拍胸舞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很多人知晓的是，郭金锁还特别
擅长踢球舞，他是靠踢球舞走上
全国舞台的。原来，1956年，年
仅18岁的郭金锁曾参加全国民间舞蹈汇演，
表演的《彩球舞》获得全国十大优秀舞蹈之
一，还获得优秀演员奖，随后进入中南海，在
怀仁堂为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献演。

郭锋从小就跟在父亲身边陪他参加演
出，记事以来，父亲是个万能的舞者。但他
印象最深刻的当数踢球舞，每每父亲举起
长柄彩球，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的金箍
棒一样，郭锋觉得特别酷。

11岁时郭锋进入父亲从教的福建省艺
术学校就读舞蹈专业，开始跟着父亲真正
系统地学习踢球舞。他印象深刻的是，第
一堂课时，父亲先为学生们表演了一段踢
球舞，彩球在他身上一直滚，滚得很快，很
是灵活，学生们看得都痴迷了，引得阵阵掌
声。紧接着，他分解出一个个动作，耐心地
教学生，每个动作都很细致……

长柄彩球很重，对于当时还是个小孩
的郭锋来说，要挥舞起来是挺吃力的一件
事。郭锋在训练过程中，转球、绕球、抖球、
抛球等基本动作，每天都要重复数百次，双
手都长出了大大小小的茧子，有时身上也
会擦破皮。

而专业的踢球舞，除了要学习基本技
巧，还需要扎实的舞蹈基本功，郭锋每天早
上都要起来练基本功，比如，翻跟斗、压腿
等可以提升身体的舒展性，更好地展现踢
球舞的魅力。

2013年后，随着国家层面对非遗文化的
愈发重视，郭锋意识到，他有责任把踢球舞推
出去，走向更高的舞台。

他分外珍惜对外演出交流的机会，在福
建省艺术节、中国民间艺术节、中国文博会等
重要活动上都能见到他表演的踢球舞，收获
好评称赞。“进入校园教学后，更想马不停蹄
地为踢球舞的赓续出一份力。”郭锋说道。从
事闽南民间舞蹈教学 22年里，他不仅在校内
向学生传授踢球舞，还长期活跃在福建师范
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等省内高校、高职
高专院校、中学、中职校担任外聘教师，授艺
近万名学生。

他也时常深入民间课堂，在福、厦、泉的
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中担任主讲教师，传承
研究踢球舞。不仅如此，他还向全国推广踢
球舞非遗文化，深入华南师范大学等全国各
地高校开设踢球舞公开课，一边传授理论教
学，一边结合实际表演。

在传承与教学中，郭锋不断创新与编写
多篇教材，获得业内认可。其教授的福建民
间舞教程 2010年被福建省教育厅评为福建
省高职高专精品专业课程，2014年所授的课
程——福建民间舞推出的“发挥福建民间舞
课程作用，培养民族舞蹈传承与创新人才”荣
获福建省教育厅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
奖。此外，主持完成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
科研项目《闽南非遗舞蹈“彩球舞”的传承研
究》等。

“父亲年龄大了，也希望踢球舞在尊重传
统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们这一代不是一味
地传承，我们要传承它的精华，这个是我们的
使命。”如今，在他和父亲的保护传承下，有关
踢球舞的理论书籍、影音教材都较为齐全，他
丝毫不担心踢球舞的传承会出现断层问题。

“现在我和父亲也把这项非遗传给了 22岁的
侄子，他是个热爱舞蹈的后辈，学得很用心，
会带着这份责任接着传承下去。”郭锋说。

“泉州踢球舞完整保留了中国 2000多年
古老‘蹴鞠’传统技艺的精华，伴随中原文化
南迁的脚步从宫廷、官宦之家，流入民间，落
足泉州，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对研究中国传统
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郭锋
说道。作为一名舞蹈教师、非遗传承人，下一
步他想为踢球舞创作出更多的舞蹈剧目，将
他们都搬上舞台。舞台的绽放力很大，在当
下传承传播的效果是最大的。

觉得特别酷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

用10年时间
才学到踢球舞精髓

潜心传承
助推走向更高舞台

踢球舞又叫彩球舞、碰球舞，源
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体育游
戏“蹴鞠”。自汉代始，“蹴鞠”逐渐为
达官显贵和平民百姓所喜爱。这种
游戏后来逐渐向两个方向衍变：一个
是现代足球运动的雏形；另一个是舞
蹈形式“踏（蹋）球舞”，在唐代就很盛
行，唐人有《内人踢球赋》载述。

“蹴鞠”舞蹈形式在两宋时期随
大批避乱的中原人南迁传入泉州
后，结合梨园戏科步，并吸收南少林
武术动作，形成有一定科范程式的
泉州踢球舞，经地方戏曲吸收、改
造，泉州踢球舞的动作更加美化、舞
蹈化，成为梨园戏《李亚仙》“亚仙踢
球”的科范程式。同时，泉州踢球舞
加入泉州高甲戏丑婆表演动作，诙
谐戏谑，妙趣横生，使得这种舞蹈成
为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流传、影响
了闽南各地。

2005 年 10 月 31 日，泉州踢球舞
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福建省
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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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班上的学生相比，郭锋多了儿子这重
身份，父亲自然会对他的要求更高些。“民间
学抖、抛、绕、转基本动作，一两个月学会了，
就可上街表演，但父亲格外严格，单单舞蹈
基本功就要求练两年时间，我也是用了10
年时间，才把父亲的踢球舞真正学到手。”
郭锋说道。因为他和父亲一样，在踢球舞
上走的是舞蹈专业路线，对气息运用、空
翻、技巧升华等都需要全方位学习。

“踢球舞要先学转球，要转得快，学会
两手交换转，大概就需要一个月。”郭锋进
一步介绍道。而抖球，需要球一直处于不
停抖动的状态，抛球则要跟所有舞蹈配合
起来，十分讲究演员之间的默契。“抖球、
转球、抛球、绕球是踢球舞的风格形式，学
会基本技巧后，就可以学技巧球了，有空
翻、转身绕球等，增加技巧球更有趣更丰
富，但只能增加一些，否则很容易被误认
为是杂耍。”郭锋娓娓道来。

踢球舞中，缺了彩婆的角色，是不完
整的。彩婆的元素更丰富，有木偶的巧、
掌中偶的灵、剪纸偶的活、高甲戏的韵、
梨园戏的俏，包含了诸多闽南特色文化
舞蹈风格。因此，彩婆的动态元素教学
更为繁杂，持长柄彩球的舞者需要一对
十多位彩婆，每位彩婆的动作都需要独
一无二的，要扮演转化十多个角色，这样
才能使人赏心悦目。

当掌握了这些技巧后，为了更深入
研究踢球舞，郭锋时常会深入走访乡间

请教老艺人。“踢球舞在闽
南舞蹈中，基本是从戏剧
里提炼出来的，是民间老
艺人一代代传下来的。”
他曾尝试将戏剧里的踢
球舞应用到舞台上，收
获颇多。而采风后他
感触最深的是，父亲很
伟大，把这些内容都教
给了他，甚至在此基础

上提升了高度。“以前踢
球舞是以脚踢为主，随着
时代演变，上世纪 50 年
代，父亲从戏剧里提炼出
改成舞蹈，头、脚、手、肩膀
都要上，使得踢球舞更美
观，更具观赏性。”

大学毕业后，郭锋调入
福建省艺术学校舞蹈科担任父
亲的助教，一起教习福建民间
舞课程，在父亲教学踢球舞的
基础上，碰撞出更为鲜活的舞
蹈形式。“我自行改编了其中
的一些动作。”父亲一开始大
怒，后来发现儿子改得还不
错，便也默许了。“到现在我
可以让它飞跃起来踢，更丰
富了。”郭锋介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