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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何为原生态舞蹈？所谓原生态舞蹈,应当是普通民众在当地环

境中跳的舞蹈，其地域环境不能发生改变，其次，只能是当地

的人为延续当地的民俗民风所跳的舞蹈，未经过任何艺术加工的

舞蹈称为原生态舞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原生态

舞蹈面临着失传的可能性，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原生态舞蹈进行

传承和保护，使原生态舞蹈不断的发光发亮[1]。

2　什么是原生态舞蹈

舞蹈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文化之一，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着

重要作用。很多人都认为原生态舞蹈是普通民众在民俗仪式和民

俗文化传承之间产生的，但其实原生态舞蹈也有其特定的内涵和

文化精神，原生态舞蹈是舞蹈最原始的状态，自古以来的艺术

形式，原生态舞蹈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各个舞蹈有不同的风

格韵律特点。原始社会时期，原始的人类是围在火把周围跳舞，在

草原上翩翩起舞，在做农活时一起跳舞，由着自身心绪的时起时

落，通过身体的律动和肢体动作，借此抒发内心情感，表达对乡

土河山的热爱。原生态舞蹈更多是比较随性的，是大自然的产物，

原生态舞蹈是来源于大自然和我们的原始人类。大家都知道的祭

祀舞，将猪、牛、羊等进行供奉，祈求来年丰收和平安，体现舞

蹈的民族特色。人们尽情的舞蹈，表达对世界万物的热爱[2]。

3　舞蹈表演中的原生态

原生态舞蹈艺术的审美功能是审美的愉悦性和审美功利性的

统一。原生态舞蹈是人民群众进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互动，开展

风俗文明建设及娱乐活动、促进身康体健、心情愉悦。原生态舞

蹈中审美情感的渗入，典型化的提炼与创造和运用专业技巧创造

美的形式都表现了原生态舞蹈作品的创造性。

3.1舞蹈表演中原生态所起的作用

在舞蹈中，原生态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能使我们对民族文

化产生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人们在舞台上所看到的

服饰、器乐和所听到的音乐，以及带有民族特色的舞蹈，无一不

是我们的祖辈们为我们后人留下的财富——民族文化。在舞台上

的上演，带给人一种享受与愉悦之感，更让我们产生一种对民族

文化的认同和对原生态文化的自信和自豪。

舞蹈表演中的原生态，还能美化人们的心灵。上下两千

年，原生态舞蹈是自然而然、自发自觉形成的，它是随机发生

的而并非人为规范的，是参与娱乐的而不是静坐观赏的，是传

承繁衍的而不是天马行空的。它以人类肢体来记述天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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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纪念传述美的真谛。舞者通过舞蹈动作、肢体语

言传达的原生态舞蹈，流露出各民族文化对美的追求，与观众产

生共鸣，使观众心灵受到震撼。所以为什么说原生态的能打动人

心，在于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万物的敬仰。艺术体现在我们的生

活中，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绚烂多姿，原生态的艺术值得我们学习

和保留[ 3 ]。

3.2我们所熟悉的原生态舞蹈——以铜鼓舞为例

说到原生态舞蹈，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铜鼓舞。铜鼓舞流

传于中国南方以及西南地区的彝族、苗族、壮族、布依族等少

数民族当中，是今日比较偏僻的村寨，是以鼓手有节奏的击

鼓，舞蹈者的动作和队形会随着鼓点的节奏变化而变化。铜鼓

在古代曾有多种用途，它既是乐器、祭器和礼器，又曾是权力

和财富的象征，清代以后，仍用于祭祀、治病、娱乐等活动，

并用鼓声来传递信息。有一些收藏的或者是人们正在使用的铜鼓，

大多的铜鼓都有精美的纹路和独特的风格，周边还有青蛙、蟾蜍

等饰物。比如蛙饰，均匀的分布在铜鼓的四周，体现了人们对蛙

的重视、体现了对蛙的图腾崇拜[4]。

近代出土的铜鼓和保存在少数民族中的铜鼓可能有所不同，

其纹路和饰物有所区别，各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当时当

地民族的风格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己生产生活，让我们

能更好的了解不同民族的铜鼓舞。每年春节，文山壮族的铜鼓舞

比赛更是壮观的让人回味无穷。各村的铜鼓队，把自己的队伍组

织到山顶，与对面的铜鼓队进行比赛，中间是一条河，比赛规则

是谁的铜鼓声音最响，击鼓的时间最长，那么谁就是获胜者。加

油助威的伙伴们拿着草笠，不停的呐喊助威，漫山遍野都回荡着

大家的欢声笑语。在比赛结束后，大家往往会唱着山歌，排着队，

陆陆续续的回到自己的寨子，结束这愉快的一天。

3.3原生态影响舞蹈的表演特色

原生态对舞蹈的表演特色产生源远流长的影响，从某种角度

来说，给繁衍和发扬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起了一个垫脚石的作用，

促进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与进步。像我们所熟悉的凉山彝

族地区的锅庄舞，有人称为对脚舞，周边地区也称为打跳。锅庄

舞主要依靠的是腿部动作，腿部的动作灵活多变，却很少有手上

的动作，并且手上的动作大多数是配合脚上的动作，如挥动衣袖。

锅庄舞者在跳舞时，他们会跳同样的步伐，做同样的动作。他们

手拉手或者双手搭在别人肩上进行舞蹈，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踏

歌或由踏歌演变的形态遍布所有的彝族地区，并在各个彝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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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流传。锅庄舞是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来，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向我们展现了先辈们的生活和状态，表达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赞美和渴望。此外，凉山彝族舞蹈的种类很多，有

“自娱舞蹈”、“游戏舞蹈”、“节日舞蹈”、“婚事舞蹈”

等，其中“游戏舞蹈”主要是人们在游戏中模仿动物的动作和

生活，用身体嬉戏的方式来娱乐，体现生活的丰富多彩，如

“老鹰抓小鸡”、“公鸡打架舞”、“牛儿跳圈舞”等，都

与人们的娱乐生活有密切的联系[5]。

不同的人对原生态舞蹈有着不同的定义，所呈现的表演特色

就有所不同，可能大多数人的理解是：用最原始的民族元素，

再经过打磨和研究，加入各民族的民族特色，使其成为各自的

原生态文化。正如刚刚所提到的锅庄舞，听着音乐就给人一种

欢快、愉悦的感觉，而在跳这个舞蹈的同时还要具备表演形式

要把锅庄舞的具体风格特征以及民族特点全面展示出来，将舞蹈

和表演融合在一起，才能将舞蹈本身的情感展现出来，才能体

现出舞蹈的特色[6]。

4　怎样传承原生态舞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舞蹈是我国特殊的文化艺术，人们常常通过舞蹈来传达情

感，通过舞者的表演去展现我们国家，原生的古代文化和舞蹈

内涵，作为中国舞蹈文化的研究，还需要注意舞蹈具有的语言

文字和非语言文字的特殊性[7]。

4.1从国家及政府的角度

首先，不能过度开发。商业运作是不允许的，原生态舞蹈

一旦进行了加工，再将其搬到舞台上，只能说是宣传了原生态

舞蹈文化，但是并没有将其最原始的东西保留下来，我们要做

到的是将原生态舞蹈传承下去，而不是一味地进行包装和修饰。

因此，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条文，像保护出土文物一样保护

原生态舞蹈。还应该做到原样保护，即原来是什么样，现在就

应该是什么样的，不能对其进行人为加工、人为修饰或者加入

一些舞蹈元素等，如果进行了加工，那么就不能再称为原生态

舞蹈了。

其次，可在原生态中取材，将原生态发展为衍生态。最终

在舞台上向人们展示出来，作为一种文化宣传，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接受它，但是我们还应该去到当地环境中体验原生态舞蹈带

给我们的欢乐，从而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原生态舞蹈[8]。

最后，政府应该加强重视力度。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有

益的经验，在相应的地方设立民俗村、民俗博物馆等，也可以

指定一些文艺团体对原生态舞蹈进行保护。比如上文所提到的铜

鼓舞的传承和保护，就可以采取相关措施：在各个区、县、乡

成立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条理的对铜

鼓舞进行比较规范的保护。也可以责任落实到人头，实行保护

责任制，指定一个专门的负责人对铜鼓舞进行保护。还可以固

定一个专门的铜鼓舞示范点，由老一辈的人培养新一代的年轻

人，老一辈的人不断传授经验，新一代年轻人学习铜鼓舞的相

关理论知识，做到传承好、发展好铜鼓舞。

4.2从高校及表演者的角度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术，让我们的知识得以延续，发明

了指南针，让我们正确判断方向，还有很多很多发明，从这些

发明中就可以看出，人类的智慧是多么伟大。除了物质文明的

积累，还有一些非物质文明的存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京

剧、舞蹈、魔术、音乐……因为它们的存在，人们的生活才

过的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该做的

是将它传承下去，不让它流失。原生态舞蹈作为传承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之一，值得我们炎黄子孙不断将其发扬光大，从而

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传承。

高校可提供可存续的空间和条件，专门用于存放有关原生态

舞蹈的影音资料，便于更好的保护。还可以开设有关原生态舞

蹈相关的选修课程，加强学生对原生态舞蹈的了解，提升学生

文化理论水平，让更多的人了解原生态舞蹈。

作为表演者，应该从原生态中提取素材，从而融入到我们

的舞蹈中，用肢体语言表现出原生态的美，然后再回到原生状态，

更多的去关注它，努力传承原生态舞蹈，让原生态舞蹈不在我们这

一代出现断层，让它继续流淌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应该努力学习，

了解传统文化，丰富自己的文化理论知识，更应该走进大自然，到

田间采风，发现大自然的美，发现原生态的多种多样[9]。

5　结论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原生态舞蹈在人们心

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原生态舞蹈的表演特色更是多种多

样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去保护

原生态舞蹈，将原生态舞蹈流传下去。这不仅仅是每一位舞者

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和发展。

原生态的保留使得民族民间舞的素材更加丰富，表演形式更

加多样，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原生态舞蹈，使其

走向世界。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绝不能忽视我们的原生态文

化，仍应该继续保持各族文化特色，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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