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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口

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

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

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先辈通过日常生活的运用而留存到现代的文

化财富。现代的非遗，如何保留遗迹的自然状态和真

实性而减少人造的成分，如何体现民间性而减少官方

性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方向。此时群众舞蹈作为一

门兼容并蓄、紧跟时代步伐的艺术，对于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表达、传承与发展，都具有其积极的作用

与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除了需要国家与

政府部门的重视、关注与扶持之外，更需要的是广大

民众的一种主动参与的意识。如何在拥有巨大基数

的人民群众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首

先，要让民众知道与了解保护非遗的意义与价值。这

时，一种能够具有较强表现力，又通俗易懂，便于在群

众中开展的宣传活动就成了不二的选择，而群众舞蹈

便是这样一个载体。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方面有着如下的优势。

一、 群众舞蹈受众的广泛性

舞蹈一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活动，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专业技术性太强、场地限制

等原因，能够参与到专业舞蹈活动中或会主动买票去

欣赏专业舞蹈、舞剧的人还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情

况下，人民群众热爱的并且参与度较高的还是类似于

自娱自乐的广场舞或是以社区为单位组织的一些群

众性的舞蹈活动。正是由于受众广泛、参与性强等特

点，群众舞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表达方面起到

其便利、易操作等积极的作用。用群众舞蹈来表现非

遗，既方便可行，其形式又引人入胜，且不受专业舞蹈

群众舞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苏州市姑苏区文化馆 李 宗

保护与传承

乐 海 拾 贝

61



THE WORLD OF MUSICTHE WORLD OF MUSICTHE WORLD OF MUSIC

2018.10 音乐天地

THE WORLD OF MUSICTHE WORLD OF MUSICTHE WORLD OF MUSIC

技巧的限制，参与表演的人员范围也很大，从小孩到

老人都适合。其接地气的特色也正契合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特点。

二、群众舞蹈的非专业性

专业性的舞蹈对于肢体动作、音乐背景、舞蹈演

员个人技巧的表达、情感的把握都是要求极高的。完

成这样专业的舞蹈，无论是人员的配置还是舞蹈本身

的形成都需要极大的成本和时间，况且这样的舞蹈也

并不是每一个受众都能看懂或感兴趣的。那么如果

看不懂，其作为保护和宣传非遗文化的目的自然就不

能体现了。相反，群众舞蹈的非专业性在此时却恰恰

成了优势。老百姓的群众舞蹈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和

自娱自乐，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组织和操作起来

也没有太大的成本。所以群众舞蹈作为一种易操作、

非专业、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载体在保护和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群众舞蹈的土俗风格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着浓厚的文以化人的礼乐

作用，大部分是先辈在劳动、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对情

感与态度的表达，是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和

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因此，它的形成与表达方式往

往不是现代意义的“高”和“雅”，相反，很多都是“土”

和“俗”的，像川江号子、秧歌、花鼓灯等。也正是由于

这个特点，看似“土俗”的群众舞蹈则在保护与传承非

遗文化方面有了其独特的优势。以获得过第十二届

江苏省群众文艺的政府最高奖———“五星工程奖”金

奖的舞蹈作品《忆糖粥》为例，《忆糖粥》表现的是苏州

的非遗项目———骆驼担和姑苏叫卖。无论是这骆驼

担子还是这叫卖声，都是每一个老苏州人小时候熟悉

的记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土俗的担挑糖粥已

被更高大上的甜品所替代。此时，作为苏州非遗项目，

如何通过通俗易懂又喜闻乐见的形式将这一传统文

化保护并传承下去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

责任，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群众舞蹈作品《忆糖

粥》应运而生。该作品以舞蹈为载体，充分展示了一

位旧社会苏州卖糖粥老人的酸辣苦甜，以小人物简单

的幸福来叙述人生的味道。舞蹈的“土”———“本土”

体现在了舞蹈中展现的道具骆驼担上，一个扁担两边

挂着煤炉、锅子、洗碗筒等物件便是苏州卖粥人营生

的家当，台上演员扮着老人，穿街走巷用一把勺一支

担带观众重回当年的苏州；“俗”———“民俗”则表现在

音乐方面，该舞蹈以评弹、苏剧、昆曲等有着强烈地方

色彩的音乐元素为主，配上那忽远忽近的姑苏叫卖

声，将“苏州味道”喊进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舞蹈《忆

糖粥》没有太多高深的舞蹈技法，没有过于花哨的服

饰设计，只是通过一个实实在在的本土化、民俗化的

群众舞蹈，用短短几分钟带领观众经历了穿越、轮回、

传承。舞与曲的完美结合，达成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把握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将非遗文化传承及

保护的目的。由此可见，扎根群众、来源生活，弘扬群

众文化艺术的“土俗”性，群众舞蹈在保护与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着其特殊的贡献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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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群众舞蹈的共情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中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我们

关注，一是非物质，正因为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形式，

所以如何让受众看得见、看得懂，还能引起情感上的

共鸣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一个

要点。二是文化，文化既要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

自带的文化特色还需要在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使每一

个参与者，每一个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打动

人心。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在选择非遗保护与传承的

方式上可以有所侧重，正如本文一直探讨的一样，艺

术的表现形式就完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而在丰富的

艺术表现形式中，舞蹈是不可忽视的一支，而群众舞

蹈的大众化、时代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在凸显民族文化

特性，彰显地域特色，贴近群众生活，容易使广大群众

产生深深的情感共鸣等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以获得第二届苏州市群众文化繁星奖金奖的作品《木

刻春秋》为例，此舞蹈作品展现了苏州国家级非遗桃

花坞木版年画的艺术魅力和传承现状。桃花坞木版

年画是吴地人民最熟悉的年俗文化物品之一，为了更

好地让观者产生情感共鸣，舞蹈中每个动作的设计、

道具的使用都不仅仅是为了体现舞蹈本身的技巧、舞

者的能力，而是将侧重点放在了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这一共鸣点上，舞蹈放弃了传统的就木版年画形象

特色为主的舞美设计表现，而是将笔墨放在了故事剧

情线的渲染上，舞蹈表现了木刻老艺人的弟子纷纷离

去，只有木版年画中的人物如精灵般伴随老人左右。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渴望重新拾起对老手艺的记忆，

年轻人再度拜师学艺，担负起传承这门艺术的责任。

这一剧情化的舞蹈表现形式再配以跌宕起伏的音乐

演绎来层层推进，使得每一个观者的心灵受到深深的

震撼，唤起了广大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的关注。也正因为这个舞蹈采用的是群众舞蹈的形

式，使我们能够将关注点更多的侧重在情感共鸣方

面，而非专业技巧方面。使得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群众

舞蹈、群众艺术、群众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传承方面的高度契合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每一个文化工

作者的责任，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笔者在实际

工作中越来越体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舞蹈作品

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好的群众舞蹈也正是实现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进一步

达成这一工作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不断

地完善理论与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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