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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潮汕英歌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趋势
黄佳纯　刘　敏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式文化的不断涌入，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英歌舞文化正遭受着巨大的冲击，传承与发展受到了

严峻的挑战。但“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也为潮汕英歌舞文化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通过研究普宁英歌舞文化，对潮汕

英歌舞如何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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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汕英歌舞概述

潮汕英歌舞作为一种汉族舞蹈形式，它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

在潮汕地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英歌舞被认为是扬正压邪、吉

祥平安的象征。作为潮汕地区逢年过节、活动庆典必不可少的节

日元素，潮汕英歌舞深深地扎根于潮汕地区，是潮汕人民在长期

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表现的是潮汕人民的精神风

貌。其中，普宁英歌舞作为潮汕英歌舞的典型代表，也是本文主

要的研究对象。

按照舞蹈节奏，潮汕英歌舞可分为慢板英歌、中板英歌和快

板英歌。而普宁英歌舞则属于快板英歌，其特点为威猛豪放，舞

蹈主要突出的是“武”的威猛。往往英歌舞锣鼓一响，英歌槌一敲，

气势磅礴。2006 年，普宁英歌被评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 年普宁英歌舞亮相北京天安门，为北京奥运会开幕营造了热

烈的气氛。之后，普宁英歌还先后代表广东省到北京、天津参加

全国文艺汇演。普宁作为英歌之乡，全市绝大部分的乡村都有属

于自己的英歌队伍，其中不乏许多知名的优秀队伍，普宁南山英

歌和泥沟英歌都是出色的代表。另外，近年来，英歌舞也出现了

不少“女子英歌队”，该文化的传承逐渐不局限于男性。

二、潮汕英歌舞的传播与发展现状

潮汕英歌舞作为潮汕地区的特色文化，极具地方特色。潮汕

英歌的传承，也是潮汕文化的传承。然而，在对普宁英歌的调查

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潮汕英歌舞也存在一些传承的问题。根据

网络自填式问卷显示，在 238 名被调查对象中，潮汕地区的人员

组成占总人数的 83.61%，对潮汕英歌舞具备一定的认知。但在这

195 名潮汕人中仍有 2.01% 的人并不知道潮汕英歌舞文化，而非

潮汕地区的人员则基本不知道潮汕英歌舞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潮汕英歌舞文化作为区域性的传统文化，

文化传播并不广泛，离开潮汕地区，基本很少有人了解，甚至对

于许多非潮汕地区的人来说，英歌舞为所未闻。另外，即便是潮

汕地区的人，也并不都了解潮汕英歌舞，而那些了解潮汕英歌舞

的人中，也并非都对潮汕英歌舞有兴趣。根据实地调查，只有在

逢年过节，潮汕英歌舞才会比较大规模的出现，而在日常生活中，

几乎很难见到英歌舞的身影，英歌舞尚未有成体系的训练系统和

专门的演员，其传承的方式主要以单一的言传面授为主，在代代

相传中产生误差，导致出现唱跳方式和人员的妆容有差异的英歌

舞，这些都给英歌舞的传承带来影响。

三、潮汕英歌舞的传播与发展困境

（一）人才短缺，传承后劲不足

根据实地考察发现，潮汕英歌舞的传承人大都知识文化水平

不高，学历基本处于初高中水平。同时，英歌舞队伍的青年人中

多是初高中学生，文化素质不高。这就导致了传承人对于英歌舞

的了解大多来自于老一辈人的口口相传和日常的实践，但对于英

歌舞的实际内涵和历史知识了解并不全面，缺乏对英歌舞文化系

统性的学习。因为传承人自身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限制了英歌

舞文化的对外传播，传承者有心对外传播，但却无法很好地引导

大众深入了解英歌舞文化。

（二）年轻人对文化传承热情不足

文化传承出现断层，是传统文化无法得以继承的重要原因。

日常生活中，由于学生的升学压力，以及年轻人对这一文化的传

承态度，英歌文化的传承发展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

在问卷调查中，也有 48.72% 的人认为英歌舞“虽然还是比较

受欢迎，但在传承上已经出现了断层”。虽然大部分的家长对于

英歌舞文化都有着一定的感情，但如果影响到孩子的学业问题，

家长大多都会阻止孩子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去，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走向城市，农村的青年人越来越少，英歌舞的传承也逐渐

后继乏人。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人，普遍想要在外打拼，虽然对

家乡文化有情怀，但是却很难有时间有精力去传承，毕竟真正有

时间参与训练的只有春节前。对于这一文化的传承，也只是简单

的进行表演。在其他方面，也并没有突出的表现。

通过走访的方式，我们也了解到了，现在大多年轻人虽然知

道英歌舞是潮汕地区独特的文化，但却很少真正知道什么是“英

歌舞”，对英歌舞都只是略懂皮毛。

（三）对外影响力不强，传播力度不足

对于潮汕地区以外的人来说，潮汕英歌舞并不出名。潮汕英

歌舞不同于京剧，它虽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离开了潮汕地区，

它就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因为英歌舞一般出现在重大的

喜事或丧事中，具备一定的祭祀色彩，很容易让非潮汕地区的人

将其与迷信联系在一起，不利于其对外传播发展。

2019 年国内上映了首部关于英歌文化的电影《英歌魂》，但

其排片率并不高，除开潮汕人的朋友圈外，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很多非潮汕地区的人并不知道曾有过这样的一部影片。潮汕语言

作为潮汕文化的一个传播方式，因潮汕话的传播困难性，也为潮

汕英歌舞的对外传播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潮汕英歌舞的传播仍然

是固守在潮汕这一地区，尤其是在英歌舞文化较为浓烈的地区，

对外传播声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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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传承不重视，资金匮乏

普宁英歌舞文化作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政

府都在大力保护传统文化，但是总体上而言，政府对于英歌舞文

化的传承仍然不够重视。据了解，英歌舞队伍的资金来源主要是

负责人自掏腰包或者是乡贤资助，仅有一些代表性的传承人有相

关的补贴资助，政府对这一部分的支持力度也不高，缺乏发展英

歌舞的资金。

四、“互联网＋”背景下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本质就是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相结合，传统行业

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创新与发展。在当今信

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互联网 +”。

“互联网＋”与传播文化深度融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轻化，

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最好选择。传统文化传播如果固守

“过旧”的传播方式，不加以改进，那么就很容易与时代发展脱节，

文化传播所能辐射的人群也会有所局限。

而在当今，恰到好处地利用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创新

传播的新形式，不为是传统文化走向更广大舞台的一个好方式。

近几年抖音短视频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抖音。许多非遗文化

也开始借助抖音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非遗文化。在抖音视

频中也偶尔能够见到潮汕英歌舞的身影，不过大多都是重大节日

的英歌舞表演，而且从评论区可以看出，很多人虽然对其表示好奇，

可是视频发布者对此解答也并不够专业全面。

英歌舞不是简单的“英歌槌一敲，锣鼓一响”的文化，它的

妆容演变、流派差异、舞蹈形式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都是让其

生生不息的壤土。传承英歌舞文化，可以立足于文化本身，借助

新媒介的力量，让更多的大众深入了解英歌舞文化。做好宣传的

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到其中，才能为英歌舞文化对外传播

奠定一个良性的基础。互联网的发展对当代年轻人的影响更为直

接。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而抓住当代青

年人“网络化生存”这一特点，大胆利用网络传播传统文化，将

文化的内涵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当代年轻

人。

文化的传承需要人才，而学校恰恰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前

文提到目前英歌舞文化传承青黄不接，一方面是年轻人对于这一

文化的不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习压力。因为应试教育的需要，

学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学习文化知识。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许多学校也越

来越重视素质教育。那么潮汕地区的学校可以考虑引入“英歌舞”

兴趣班，从学校教育开始，让更多的孩子了解英歌舞，加入英歌

舞的文化传承发展中。

社会上的普遍舆论都是要让传统文化进入课堂，而中国 56 各

民族，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而有优异的文化，学校

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的同时，也可以结

合当地特色，将当地文化与课堂教育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学校

在英歌舞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政府也应当加大非遗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力度，除了在资金上有所作为，也应当建立更为完善的

非遗保护机制，让更多的人投入英歌舞文化的研究之中，加强保

护非遗的宣传，让更多的大众了解并加入文化保护之中。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能够帮助消费者辨识某一产品，消

费者对品牌的认知能够让该品牌异于其他竞争品牌。英歌舞虽然

是文化，但也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标识，让更多的人理解英

歌舞独有的魅力。

2019 年，中国首部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影片《英歌魂》上映，

该片上映引发了潮汕地区的热烈讨论。作为一部弘扬英歌舞传统

文化的电影，《英歌魂》也为英歌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一个

参考方式。虽然该片诟病很多，被认为电影内容缺乏英歌舞的精神，

但不可否认，电影和非遗文化的结合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形式，且

由于电影是一种备受当代年轻人追捧的娱乐形式，故将电影与传

统结合，最为显著的效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传统的传播力

度。而挖掘练江精神和潮汕英歌舞精神，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相结合，碰撞出新的火花，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同时，输出文化价值，

则是英歌文化产业的一种价值取向。

从故宫的文创产品，到传统服饰的复兴，我们都可以看到传

统文化正在以一种新的面貌走向我们。那么潮汕英歌舞也可以借

鉴这一形式，制作英歌相关文创产品，将英歌独具特色的妆容和

服饰运用其中，让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借助国潮，推广英歌文化。

深挖历史，博采众长。吸取《水浒传》这一原型故事的精髓，加

入地区人民的劳动成果，为英歌舞的唱跳内容注入更鲜活的血液。

英歌舞的故事本身就是起源于梁山好汉，那么寻找梁山好汉与现

代文明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是促进英歌舞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

五、结语

普宁英歌舞作为非遗文化，它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在传

承英歌舞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扎根于传统文化，结合互联网 + 这

一背景，深入挖掘新时代年轻人的喜好，创新发展英歌舞，为英

歌舞发展衍生产品，才能使其生生不息。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与

学校，都应当加入保护传承的行列。学校培养新型人才，政府加

大政策鼓励，个人积极参与，这样才能为普宁英歌舞的发展创造

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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