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舞龍規則修訂對舞龍運動的競賽與發展之探討 

 

第一節  舞龍自選套路項目 

 

一、難度動作 

（一）舞龍難度動作的演變 

舞龍運動當中，是由不同的動作所組成一套演繹套路1，其內容是透過龍體的盤

旋、游戲、翻滾、穿騰、纏繞、等…形態以及人體的功架、疊羅漢及體操等…所組

成，經過規則將舞龍動作分類成為五大項：8 字舞龍、游龍、穿騰、翻滾及組圖造型，

並且依照其動作的內容訂定難度動作規範。 

2002 年版本國際規則，將難度動作分類為 A、B、C 三個等級，30 個 A 級難度動

作，是基本的舞龍動作及較為簡單的技巧；30 個 B 級難度動作，是在基本動作當中有

所提升級發展，且具有一定難度；19 個 C 級難度動作，是需要具備較高的身體素質及

技能的高難度舞龍動作2。 

在比賽中難度動作的分值分別為 A 級：0.1 分、B 級：0.3 分及 C 級：0.5 分，套路

的組成難度分值的加總不能低於 7 分，每增加 1 分對應在評分標準中的難度動作分當

中，可以得到 0.05 分，最多可以加 0.3 分，這樣的規範對許多隊伍是有相當難度的。 

如一場比賽中全部動作皆編排為 C 級難度動作，也必須在套路中編排 14 個，才能

達到比賽要求，但套路的組成必須合理，包括運動員的體力、套路的順暢度等…都比

須列入編排的考量之中，且規則當中所規範的 C 級難度動作只有 19 個，要完成實在非

常的不容易，且其做為第一版的國際規則，也直接影響了隊伍的參賽與訓練。 

雖然難度動作的規範顯得粗糙及不夠完整，隨著隊伍數量及質量的提升，也促使

了各個隊伍對於創新動作的研發，最簡單的模式就是在在原來的難度動作上增強或改

                                                   
1套路：是指由不同的舞龍動作編創成為一連串的動作。 

2肖洪波，〈新規則修改對舞龍運動發展的影響〉，《體育世界．學術》，（西安，2010.08）：61-62。 



變，如：將兩人一組的掛腰舞龍改為三人一組，靠背舞龍提升為站腿靠背舞龍等…動

作，但五花八門的舞龍難度動作，也使得比賽的進行變得不順暢3。 

2008 年版本國際規則對於難度動作的規範有了重大的變革，將原來的 A、B、C 三

級的分類改變為基本動作及難度動作兩類，並且在比賽中只要 10 個難度動作，就可以

拿到四分之三的難度分值，超出 1 個難度動作加 0.05 分，最多加 0.5 分，如低於 10 個

難度動作，每少 1 個扣 0.1 分，套路就算沒有任何難度動作也可以拿到 0.5 分；這樣的

安排簡化了對於動作分值的計算，並且對比賽而言，這樣的改變拉近了強隊與弱隊的

之間的差距，讓隊伍更有信心參與比賽4。 

規則當中所規範的動作從原先的 79 個提升到了 83 個，且其分配更加的均衡、合

理，使隊伍在套路的編排上選擇較適合的難度動作，其中各類型的動作數量都有所增

減，提升最多的是 8 字舞龍類型的動作，原因不外乎此部分是舞龍難度動作當中最好

發揮的部分。 

對於隊伍不斷提升套路難度跟上規則的規範及要求，2011 年版本國際規則的難度

動作並無做出變更與修改，也就是說自 2008 年至今難度動作的規範並沒有提升5，現

今的舞龍隊伍已能夠做出許多超出規則當中規範的難度動作，而名稱常常也是每個隊

伍自己取，出現同一動作名稱，在此隊叫張三，在彼隊卻叫李四的狀況發生，直接造

成推展及規範上的問題。 

二、配樂 

從傳統的舞龍活動中，舞龍的配樂可以說是龍的「靈魂」，其可以表現出龍的在

慢速動作的優遊自在或讓快速動作感覺更加的雷掣風馳。 

2002 年國際規則將參與比賽的舞龍人員訂定為 14 人，其中舞龍員 10 人，替換及

鼓樂人員 4 人，使用鼓樂搭配龍的好處在於可以依照臨場的狀況隨時調整，有較大的

彈性空間，也可以使用各國家、地區不同特殊樂器，使舞龍運動在各個不同的地區發

                                                   
3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4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5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展出的屬於自己的風格，這在舞龍的推廣上，是非常正面的。 

鼓樂的搭配大致可以分作兩個大單元，分別是「新馬鑼鼓」以及「京劇鑼鼓」，

兩者皆使用中國傳統大鼓、奉鑼、手鑼、大京鈸、小京鈸做為主要的樂器如圖 3-1，也

可加入嗩吶、竹笛、排鼓等樂器，隨著不同地區而有所變化。 

 

圖 3-1  鼓樂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008、2011 年版國際舞龍運動競賽規則，將參與舞龍比賽人員的規範減少為運動

員 13 人，運動員 11 人，在比賽人員的編制當中沒有了鼓樂人員，這樣的目的一方面

是要增加參賽隊伍、減少人數及減輕辦理比賽單位的負擔，能夠有效的節約人力、物

力等成本支出，讓比賽能夠被更有效率的辦理及進行6，另一方面則是更簡單的的訓

練，訓練一名舞龍運動員假設需要一年的時間，那麼訓練一名鼓樂手則需要其兩倍以

上的時間7，之後還有搭配默契的訓練，這樣一來要訓練出能夠完整演繹一套舞龍套路

的選手，將會耗費掉非常多的時間，也不易推廣。 

接替鼓樂的配樂方案，可以是使用現成的音樂剪輯或是隊伍自行編曲或將原有的

鼓樂錄製，比賽使用揚聲器播放各隊的配樂來進行，不僅減少了成本的支出也提升了

在舞龍運動當中的準確度，但音樂播放的版權問題也跟著存在8。 

                                                   
6肖洪波，〈新規則修改對舞龍運動發展的影響〉，《體育世界．學術》，（西安，2010.08）：61-62。 

7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8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三、比賽時間及道具 

（一）比賽時間： 

舞龍運動競賽的比賽時間在每一個版本的國際規則當中，都有不同的規範，在

2002 年版本的規則中，舞龍比賽套路的時間規定為 8 至 9 分鐘，超出或不足都有相關

的條文進行扣分，這樣的時間規定對照舞龍動作的規定下，會顯得節奏不夠緊湊並且

對於剛進入領域的隊伍，體力不夠及對時間的掌握度不佳，造成失誤或扣分，對推廣

層面有不好的影響。 

2008 年版本的國際規則中，將比賽時間規定 7 至 8 分鐘，縮短了一分鐘的時間，

加上舞龍難度動作的提升，使得剛進入領域的隊伍體力較能夠負荷，也使比賽內容更

加的緊湊及精彩，越激烈的競賽越能夠吸引觀眾的目光，對推廣的面向是正面的，但

很快的就發現這樣的時間規定，是不夠不斷增加難度動作的舞龍運動使用，也沒有改

善對於規定時間的間距；於是 2011 年版本的國際規則將套路時間規範改為 7 至 10 分

鐘，兼具了頂尖隊伍需要的時間長度以及時間規範的彈性9。 

（二）道具： 

舞龍道具原來應是有不同的材質與風格，也在各地發展出不同的風情，但比賽的

進行需要一定的規範，在同樣的出發點進行，如果沒有如此的共識，就如同一公斤和

一公尺比較哪個比較長是一樣的，根本無從進行比較。 

2002 年版國際規則將舞龍道具的外型尺寸、重量及節數做了全面的規範，到了

2008 及 2011 年版本的國際規則做出改變，其中最大的改變在於龍頭重量由 3 公斤減少

為 2.5 公斤，這樣的改變一方面減少執龍頭運動員體力的消耗及增加運動的速度；另一

方面方便了比賽的進行，龍的製作材質通常是布、紙、竹、藤及鋁棍，都屬於較輕的

材質，要達到 3 公斤的重量，賽前必須加掛鉛片或其他物質進行加重，且比賽過程如

果掉了或有意的作弊，都會導致比賽無法公平進行，改為 2.5 公斤較能夠符合道具原來

                                                   
9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的重量設定10。 

四、評分內容 

舞龍自選套路的評分規範，是以 10 分制的方式進行，在 2002 年版本時將此 10 分

的內容畫分為：動作規格 7 分、套路編排 1 分、音樂伴奏 1 分、服飾器材 0.6 分、動作

難度及創新 0.4 分；動作規格分值當中佔了十分之七非常重的比例，扣分依失誤的嚴重

程度可分為 0.05、0.1、0.2 三種，只要套路難度動作做得多且熟練，其他的分值顯得比

較不重要，這樣的舞龍運動內容是不均衡的。 

2008 及 2011 年的國際規則將 10 分的內容分為：動作規格 5 分、藝術表現 3 分、

難度動作 2 分，並且將失誤扣分依照程度改為 0.1、0.2、0.3 分，加強了對於藝術及動

作的評分比重，製作精美的道具及服飾、優美且準確搭配的音樂、運動員與道具之間

的功架型態，都成為隊伍須要注意的地方11，訓練方式也會不同，例如：卓蘭實驗高級

中學舞龍隊，就將律動舞蹈加入訓練之中，增加運動員的肢體律動度及對音樂節奏的

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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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舞龍規定套路項目 

 

一、套路內容 

規定套路是由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所編創的一套具備各項舞龍運動動作類型的套

路，在比賽當中每一支隊伍進行相同的套路內容，檢驗出隊伍對於舞龍動作技巧全面

性的演繹程度，不僅於競賽內容的效果，規定套路也成為練習舞龍運動工具之一，能

夠透過內容讓隊伍擁有全面性的發展。 

第一套的規定套路於中國發展，之後於 2002 年進入國際規則的規範當中，規範 22

個動作的舞龍套路，隨著舞龍技巧及內容不斷的進步，也在 2008 年國際規則修改時，

一併修改了規定套路的內容，成為 31 個動作所組成的套路，其內容增加了難度、功架

步伐及藝術表現的演繹。 

規則當中文明規定，規定舞龍項目比賽的進行，須使用比賽辦理單位所提供之公

用統一舞龍器具進行比賽，這樣的規範出發點是好的，一樣的套路、一樣的道具，能

夠很接近的達到公平原則，但世界製作舞龍器具的廠商主要有中國、馬來西亞、新加

坡，雖然舞龍器材有其標準化的規格，但不同的廠家所出產的道具還牽涉到手感、比

重、材質等…問題，如在比賽當中使用任何一種龍具，都可能會造成不公平的疑慮，

故現在規定套路的比賽，就如同主流運動項目一般，只要符合規範的道具皆可使用。 

發展至今，於 2008 年修訂的規定套路的內容也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雖具有一定

的演繹價值，但長時間沒有更新的結果，造成其內容難度的不足，也略顯枯燥，但另

一方面，再推展及訓練較新的隊伍時，規定套路有效的成為很好的教材，對舞龍運動

發展有著正面的效果。 

第三節  夜光舞龍與傳統舞龍項目 

 

夜光舞龍的相關規範，於 2008 年的國際規則當中才出現，但在此之前夜光舞龍因



觀賞價值高，受到世界各地的喜愛，並且推廣；在國際規則正式規範之前，其國際競

賽也參考了 2002 年的規則規範。 

 

圖 3-2  夜光舞龍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傳統舞龍項目，是舞龍是在不同國家、地區發展而成，具地方特色且多采多姿的

舞龍；傳統舞龍的規範，雖在 2002 年版國際規則當中有所提及，但真正的相關規範在

2008 年版國際規則當才出現，雖然有了評分的方式及內容，但仍有許多不詳盡的部

分。 

 

圖 3-3  傳統舞龍－巨龍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一、難度動作 

（一）夜光舞龍 

夜光舞龍的難度動作和自選舞龍項目是共通的，隨著規則的規範，夜光舞龍從原

來針對「龍」的展現，在加入國際規則的規範後，加入了「人體動作」的展現，但由

於在昏暗的競賽場地，對於人體功架或其他動作並無法看得清楚，形成很多難度動作

在夜光舞龍當中12，變成不實際但卻一定要做的難度動作內容。 

這樣的規範不僅改變了夜光舞龍原來的樣貌，也增加了運動員的在演繹當中的危

險性，雖然運動本身應隨規則的演進而改變與進化，但不適合的規則則會影響運動本

身的發展，夜光舞龍項目目前在競賽中發展的方向，應可以再修正為以龍為主體的競

賽，如：降低難度動作數量的規範、建立夜光舞龍專用的規則，都能夠使得夜光舞龍

推展及比賽更加完整。 

（二）傳統項目 

舞龍因傳播到了不同的地方，而有不同的民俗風情，這樣的結果造就了各式各樣

的舞龍出現在世界上，傳統項目的相關規範雖在 2002 年版的國際規則當中出現，但僅

是在競賽通則的比賽項目中提及，並無詳盡的規範。 

直到 2008 年版國際規則才真正的出現其相關規範及內容，雖然在傳統項目的比賽

沒有難度動作的規範，但其內容並無法完整的讓傳統舞龍多樣化的內容呈現出來13，

如：新加坡的傳統舞龍代表為夜光舞龍，但因比賽的限制，在競賽場上會出現身穿黑

衣的舞龍員，舞著五彩繽紛的龍這樣的突兀畫面，或是由於許多的限制很多具有特色

的傳統舞龍，根本就無法出賽。 

和夜光舞龍相同，如能規畫更加詳盡的專用規則，將會對傳統舞龍在比賽方面有

                                                   
12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13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更好發展及推廣。 

二、配樂及道具 

（一）配樂 

夜光舞龍之配樂方式，和自選舞龍項目有著相同的規範，在 2008 年版的國際規則

當中取消了鼓樂人員的配置，但在比賽以外的演繹，夜光舞龍仍然多使用鼓樂做為配

樂。 

傳統舞龍在規則當中，規範其內容由主辦比賽單位的章程規範，傳統舞龍的比

賽，為維持舞龍運動的原貌，大多是以鼓樂來搭配，較能顯示出傳統舞龍的原始樣貌

及精神14。 

（二）道具 

在道具的規範中，夜光舞龍同樣要使用 9 節龍參加競賽，不同的是舞龍員必須穿

著不具夜光效果的服裝，且舞龍用具除了桿子以外都要是具備夜光效果材質，雖然夜

光的效果越強，對於視覺感官的刺激越強，也越能夠看清楚龍的演繹，但在比賽當

中，許多隊伍並不喜歡挑選具有強烈夜光效果的舞龍道具，原因是能夠減少發生失誤

時被扣分的機會。 

傳統舞龍在道具的規範上，雖然是以主辦單位章程的規範做為依據，但過於巨大

或特殊要求的道具，並無法進入比賽現場，也因此失去了曝光機會，在多采多姿的舞

龍運動當中，實屬可惜。 

四、評分內容 

夜光舞龍所使用的的評分內容，與自選套路項目所使用的規範相同，這樣的評分

規範除了「動作難度」分值，因夜光舞龍本身演繹特質的關係，其於兩項運用於夜光

舞龍當中是相當合理的。 

傳統舞龍的規範包含了 10 個項目：主題、型態、神態、音樂、特色、編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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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技巧及服裝器材，上述十項內容充份的規範了傳統舞龍內容的各項要求，但十項

的規範各佔 1 分，將分類切得很細，雖然詳盡但也使比賽的進行較不順暢15，關鍵可能

在於沒有任何裁判人員對於傳統舞龍有所全面性的了解，所以傳統舞龍進入比賽的範

疇內，對推展並沒有真正的正面效益。 

第四節  技能項目 

 

技能舞龍項目，包含了「抽籤舞龍」、「競速舞龍」、「障礙舞龍」三項，目的

是使舞龍運動能夠有更加豐富的內容及朝向客觀化及數據化的方向發展，從 2003 年中

國龍獅運動協會發展技能項目，推展到舞龍運動賽場上，2008 年正式編入國際舞龍運

動競賽規則中，在每一次的規則修訂中都有所改變，可以發現技能項目正在不斷的進

步與發展。 

一、抽籤舞龍 

抽籤舞龍雖是三項當中，最少出現於比賽場上的，但其考驗隊伍臨場編排及應變

的能力的出發點，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項目。 

在 2003 年、2008 年、2011 年，三個版本的抽籤舞龍項目規則，均有所變革，首

先在時間方面，由原先的賽前 30 分鐘改變為賽前 5 分鐘，不僅縮短了比賽時間也增加

了項目的考驗程度，再者其由原先的「分數高低」改變為「計時長短」的賽制，讓隊

伍在短時間內編排出更加流暢的套路進行比賽16；到了 2011 年版的國際規則中，在場

地設置當中增加了障礙桿，這樣的設置不僅是考驗對伍的編排能力，也對運動員的體

能有所要求。 

抽籤舞龍雖然不斷的的在進步與推展，但因為其競賽內容較為繁瑣，故得不到辦

理競賽的各個單位的青睞，曝光度為三項裡最少的。 

                                                   
15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16肖洪波，〈新規則修改對舞龍運動發展的影響〉，《體育世界．學術》，（西安，2010.08）：61-62。 



二、競速舞龍 

競速舞龍是最常見的技能項目，場地布置單純，競賽內容簡單，很快的讓這個項

目普及化，甚至推廣至小學舞龍隊當中，考驗隊伍對於套路演繹的流暢度以及運動員

的肌力。 

項目所使用包括 8 字舞龍、游龍動作、穿騰動作及翻滾動作，不僅要求速度快，

在 2011 年規則當中更是在場地規劃當中增加了標示線，目的是讓隊伍達到合理的舞龍

動作，而非為了要求速度，將動作敷衍了事的帶過。 

競速舞龍的發展，是目前最接近競技化的舞龍運動競賽項目，其競賽內容不僅有

嚴格的標準化規範，並且成功的成為訓練當中的手段之一，主要針對舞龍運動員的肌

力及對於舞龍路線的熟悉，更能夠經由將動作簡單化，使其進入體育課程之中，透過

小組競爭，讓學生能夠快速的學習舞龍運動的技能。 

三、障礙舞龍 

障礙舞龍在場地的布置當中是三項技能項目中最複雜的，但其內容的精彩度與刺

激度卻是三項當中最強烈的，透過奔跑、急停、急轉、跳躍等充滿爆發力的人體動作

加上單側 8 字舞龍、游龍穿騰越過障礙物以及在獨木橋上進行螺旋跳龍動作，都使觀

眾血脈噴張、情緒沸騰。 

雖然障礙舞龍有很好的競賽及觀賞價值，但為使速度提升，運動員在障礙物或跳

臺間穿梭跳躍，對於運動員的安全是有所顧慮的，但其跟競速舞龍同樣能夠訓練運動

員的肌力和舞龍運動路線外，更加訓練其反應能力。 

在障礙舞龍的推展上，時常遇到沒有障礙物道具的問題，因其特殊的規格並不是

每個地區或隊伍都有的，所以在推廣上有著道具方面的阻礙與難度17。 

第五節  舞龍規則對運動參與及內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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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龍運動的參與 

當傳統運動受現代體育概念的衝擊後，直接的變化就是標準化及統一化的限制，

雖然舞龍原是受華人世界所喜愛的一種民間技藝、戲曲藝術甚至是精神，雖然是傳承

上千年的技藝，但在就其運動本質往現代化的刻意推展下，是轉型成功的。 

舞龍運動國際規則的推展，與舞龍運動的發展是成正比的，規則和運動本身相輔

相成的成長，規則所規範的範圍在於競賽當中，但競賽卻是推展運動最快速有效的方

式之一，多種的競賽項目及內容，也可以從參賽的多寡及長年來的統計，做為檢視舞

龍運動參與人數的依據，以競技為導向的統計雖然只能看出一部份人們對的舞龍運動

參與。 

但真正能夠延續的方式，則是如何提升運動員的素質，讓其在之後能夠成為舞龍

運動的推展者或是專業教練人員，這樣的方式才能夠迅速的從單點的架構擴張到全面

性的推廣，擴充參與舞龍運動的人數，參與數量越多對其發展越正面18。 

舞龍運動能夠曾經受到青睞進入亞洲室內運動會的競賽項目中，代表其內容及發

展有一定程度的蓬勃，但其畢竟最主要的推動仍然留在以競賽為主的導向，過多的競

爭可能導致參與度的降低，而這樣有如菁英化的模式，使得舞龍運動的發展並不穩

固，不像金字塔的結構，有著強而有力的根基，這樣參與不足的情況，很可能是舞龍

運動推展的隱憂之一。 

二、舞龍運動的內容 

舞龍運動的內容是經過了上千年的傳承的民俗體育項目，是融合了華夏文化的民

俗傳統的運動，透過龍的形象傳達包括：圖騰、健身、娛樂等…要素。 

隨著傳播與發展進入工業化時代，西方運動文化深深的影響著華人傳統的民俗體

育活動，將其規範化、標準化、客觀化，這樣的影響也發生在舞龍運動上，先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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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使用不同的規則開始，一步一步的邁向國際組織及規則，最新的版本也明確的規

範了其內容項目分為五大項。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並非一本規則能夠完全規範的，但就能夠進入競賽內容的舞

龍運動來說，其實就是有系統且濃縮的將舞龍運動的精髓放入其中，過程中難免有所

犧牲，如：傳統鼓樂的取消，取而代之的電子配樂也漸漸能夠擔綱「龍」的靈魂這樣

的角色，反而不被鼓樂形式限制，能夠有更多的想像及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