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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藏族是由白马氏族发展而来的，从当下的发展现状来
看，白马人的主要居住地在甘肃省文县铁楼乡白马峡河流域，也
有部分白马人居住在四川省部分地区，白马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
的民族，白马藏族有着极多的舞蹈文化，比如圆圆舞、十二相舞、
大刀舞、金鸡舞等等。白马藏族舞蹈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
直延续到了今天。而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也指出了依照白马藏族
的传统，白马人会在每年的正月初三至初六、四月十八等跳舞，这
是白马藏族的传统文化与民俗，同时，更是白马藏族人民生活中
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但当下，白马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
样因为种种原因所致，白马藏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正逐渐消失于
历史中，比如“大刀舞”、“金鸡舞”、“波浪舞”这三类舞蹈在如
今的白马藏族传统节日中已经很难见到了，一些年轻一代的白马
人甚至连自身民族的习俗、文化也并不了解，这就对保护和传承
白马人的文化有着极大的不利影响。针对此，以下就白马人舞蹈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出分析。

1　白马人舞蹈文化概况
白马藏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是藏族这一少数民族的特殊

分支，且与藏族一致，该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如今白
马藏族多生活在白马河流域，且仍旧保留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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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ustoms of the Baima Tibetan area, the dance of the Baima people has very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ity,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humanistic thoughts of the Baima people, but also forms a unique folk custom, which has
a relatively high aesthetic value. The Baima Tibetans have produced many dance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many years, and each dance has its own
special meaning, which also leaves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for the Baima people. However, from the research of some scholar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rrent social thought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have effectively improved people's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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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dance culture of the Baima people,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dance
culture of the Baima people and other traditional cultures in m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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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习俗，白马藏族的生活习惯与生活区域决定了白马藏族的特殊
文化。而白马藏族的舞蹈文化就是其众多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通过对白马藏族的舞蹈进行分析与调查可以发现，白马藏族民间
舞蹈的种类极为多样，其文化属性、功能以及所代表的含义极
为丰富，而从实际的表演性质上来看，该类舞蹈主要分为祭祀
性舞蹈、自娱性舞蹈，但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舞蹈都有着其自
身特殊的文化属性[2]。比如祭祀性舞蹈中就有着曹盖舞（面具
舞、池哥昼等另称），多是在白马人逢年祭祀时才会跳的舞
蹈，其舞蹈形式隆重、热闹，而跳舞的人需要头戴面具，随
着歌声、敲鼓声跳舞，舞蹈动作粗犷而威武，更多的意义在于
驱鬼镇邪，与我国古代的一些祭祀舞有着同样的性质，其是当
下我国为数不多的带有着极为浓烈的原始色彩的舞蹈，同时，
该舞蹈也在当下成为了白马人的典型代表舞蹈。除此之外，还
有着猫猫舞，这同样是白马人祭祀性舞蹈的代表之一，但与曹
盖舞有着极大的区别，该舞蹈是通过模仿动物的动作而编制成的
一种舞蹈，舞蹈动作不同于曹盖舞的粗犷、奔放，更多的在于
灵活、轻巧，寓意为祈祷平安。而自娱性舞蹈则有着圆圆舞，
从字面意思就能理解到该舞蹈的欢快与娱乐性，这也是白马人最
喜欢的自娱性舞蹈。若利用白马人的文字来进行翻译，圆圆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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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被译作“珠寨沙”，在跳圆圆舞时多是由年长者或者白
马人中一些非常能跳舞、在舞蹈方面有着颇高造诣的人来进行领
舞，整支舞蹈节奏欢快，且带有着浓烈的民族情感。

2　白马人舞蹈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分析
白马人舞蹈种类多样，且内容风格独特，祭祀舞蹈、自娱

性舞蹈种类多样，且每一种舞蹈都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对每一
种舞蹈的诞生与发展进行追溯可更多的去了解舞蹈中所含有的特
殊意义与历史文化。白马人起舞可将现代人带入到遥远的古代，
可引发人们对于舞蹈起源以及古代白马人文化的无限联想。尤其
是曹盖舞，可让人们更好地去了解到古代白马人是如何来与自
然、侵略者进行斗争的。同时在不断的争斗中，白马人的凝聚
力也在持续增强，逐渐形成了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白马人的舞
蹈体现出了从古代白马人祖先身上所继承下来的自强不息的精
神，体现出了来自于白马人灵魂深处的高洁品质[3]。白马藏族
的舞蹈是其整个民族文化的缩影之一，是古代白马人留于现代白
马人的精神财富。从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角度来
进行分析，做好对白马人舞蹈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更有利
于当下我国的艺术学发展，有利于帮助现代人们更好地了解白马
人文化。而在当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多元化交
融，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使得传统文化结合现代流行
文化以及多元化的价值观而不断的发生变化，不断改进，这就
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但同样也有
着部分传统文化在与流行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
己的特色，失去了原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尤其是一部分少数
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在与现代流行文化的交融中逐渐被代替，
甚至于完全消失。白马人舞蹈对于白马人而言是重要的民族文
化，更是祖辈所留下来的瑰宝，如今白马藏族舞蹈文化以及白
马藏族其他文化对都面临着消失的风险问题，面临着传承与保护
问题，比如白马藏族的“大刀舞”、“金鸡舞”“波浪舞”
等等，这三类舞蹈本身是也是白马藏族的传统舞蹈之一，蕴含着
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但是如今在白马藏族的传统节日中很少看到
了，而会跳这三类舞蹈的白马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老一辈白马人的离世，白马人舞蹈文化也可能会逐渐伴随
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消失。为有效保障白马藏族的文化传承
与保护，发扬白马人舞蹈文化，使得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对白
马人又更深入的认识，国家就更需要加快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做好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

3　白马藏族的传统舞蹈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现状
3.1传统舞蹈文化逐步的保护与传承不到位，逐步走向衰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持续加快，各社会价值

观与流行文化的交融，都使得我国部分传统文化正在逐步消失，
面临着无传承人的这一迹象。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其
在与汉族文化、流行文化和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虽然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创新，却也在逐渐失去自身的特色。白马藏
族舞蹈的传承与保护在当下来看已经陷入了发展的危机，而通过
相关学者以及文化保护领域的专家做出的研究发现，我国白马藏
族的舞蹈文化面临保护与传承危机的原因在于对白马藏族舞蹈的
资料收录不足的这一问题，由于缺失相应的资料，导致了对白马
藏族的舞蹈文化保护存在一定的难点。从白马人的记载来看，白
马藏族中关于?舞的舞步就有着70余种，然而对当下的部分白马
人进行调查可知如今会跳40余种舞步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更不用
说能跳70 余种类的舞步[4]。由此可见，传承与保护白马藏族的
舞蹈文化存在着极大的阻碍。舞也就是曹盖舞，是白马藏族祭祀
舞中的重要内容，是其舞蹈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今在舞
步上就已经有所流失，而在此类舞蹈中所必须要佩戴的面具同样
也有所流失。追溯到古代的白马藏族，在?舞中，舞蹈所需要佩戴
的兽面具就有着好几百种，但是在后续的改良与流传中，却仅仅

只有四十余种被留下来。而后又经历了民族改革时期、文化大革
命时期等，使得面具仅仅只保留了十余种，而会制作此类面具的
白马人就更少了。由于文化保护与传承缺位，加上受到了现代流
行文化的冲击，许多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缺失足够的耐心，
而为了生存以及提升生活质量，雕刻面具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却又
十分少，种种原因所致，使得白马人舞蹈文化逐步走向衰败。

3.2对舞蹈文化的保护缺失全面性与系统性
国家实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有着多项措施，但要想真正做好

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更需要选择适合
的方式，因地制宜的落实各项保护措施。对于白马藏族舞蹈文化
的保护，多是以分散形式来开展的，相关部门并未有效对其进行
协调，且由于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导致了在开展具体的
保护措施时缺失了系统的规划方案，由于白马藏族的居住点分散，
如在甘肃省、四川省均有分布，但不同省份城市白马藏族区却又
是呈现出独立存在的形式，这就为我国做好对白马藏族舞蹈文化
的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不同地域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即
便是想通的舞蹈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由于地方习俗不一致、
方言不同等等都导致了我国在开展对白马藏族舞蹈文化的保护工
作时缺失全面性与系统性。即便通过旅游业来开发白马藏族的旅
游文化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从实际的开发过程来看，白马
藏族舞蹈文化却在旅游业中呈现出从属地位，甚至于逐渐缺失了
自己的特色[5 ]。

3.3传承问题陷入难点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

一，保护，做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让更多的人认识传统文
化。其二，传承，使得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得到继承，能够
持续延续下去，并在后续时间中得到持续发展与创新。对于非
物质文化异常的保护与传承重点在于找到传承人，培养更多的传
承人。但是在白马人舞蹈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承中却面临着这一困
境，这也是整个文化保护与传承中最大的难点。现有的真正掌握
了白马人舞蹈文化的白马人仅仅只有十余人，且多数年龄极大失
去了正常的交流能力。在学者徐兵（2016）研究中就指出了这方
面的国家级传承人为零，省级传承人也仅仅只有三个，而部分思
想较为保守的传承人固守传男不传女的思想，这都会直接影响到
白马人舞蹈文化的传承。

4　做好白马人舞蹈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措施分析
4.1挖掘并整合白马人舞蹈文化资料库
从上文研究中指出了白马人舞蹈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一大难点

在于资料不足，缺失对资料库的有效建立，使得白马人部分舞
蹈的舞步丢失，加上传承人数较少，青年一代人并不愿意学习
这些独特的文化知识，就导致了对其的保护与传承越发困难。
对此，国家需要加强重视，构建白马人舞蹈文化资料库。从
现有的资料库中进行搜索，可发现当下对于白马人舞蹈记载最
为详细的资料就是张益琴、任跃章、如崔峰等所编写的部分书
籍，如《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舞蹈卷）》、《白马人“池
哥昼”的原始崇拜和历史渊源》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仅仅
靠书籍的记录是无法真正保护传统文化的，更无法让今后的世
人了解到白马人舞蹈文化的特色。挖掘并整合白马人的舞蹈文
化资料库需要重视对文化保存的形式[6]。如通过专家与白马人
舞蹈文化的传承人进行交流，这对于舞蹈文化、舞步的特点等
等进行分析与记录工作，可采用文字记录、音频记录、图像记
录等多种形式来记录白马人舞蹈的全部资料与信息，使得记录
的整个资料更为详实，在后期的文化传承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还可通过视频、广告等等形式流向全国人民，通过以互联网作
为载体来面向全国人民进行传播，如此也才可使得全国人民更
好的了解白马人舞蹈文化，使得白马人舞蹈文化不会被人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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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除此之外，资料库的建设中，更需要以传承人的回忆
来作为支撑，这是因为白马藏族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因而要
想很好地记录舞蹈文化就非常困难，此时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深
入与白马人舞蹈文化传承人进行沟通，深入挖掘其记忆，如此才
可真正做好对白马人舞蹈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4.2政府规划为主导，做好保护与传承工作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政府发挥着主要作用，

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必须要深刻意识到尽管每一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其在变现形式是却大
同小异，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政府需要抓住这一特征来展开具
体的文化保护工作，要重视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系统性以及全面
性，政府需要根据每一种文化属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连接性
来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统筹制定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计划，要
明确白马人生活的地域处在甘肃、四川两个地区，且两个区域
的白马人文化有着一定的独立性，此时就需要文化保护工作人员
克服困难，将两个地区看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来实施管理措
施。各部门之间需要加强协作，不同等级之间的政府都需要积
极依照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要求来真正做好保护与传承工
作。旅游业作为有地区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白马人舞蹈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更需要重视合
理利用白马人舞蹈文化资源来展开建设工作[7]。如以白马人的村
落来作为开发旅游业的依托，举办带有白马人特色的文化活动，
尤其是可将白马人的传统节日与民风民俗融入到旅游业中，需要
重视文化与旅游的结合，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做好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避免白马人舞蹈文化在旅游业发展下转变为
从属地位。

4.3 构建传承机制，重点挖掘传承人
构建文化传承机制以及挖掘文化传承人是有效解决白马人舞

蹈文化传承困难的重要途径。在政府领导下，文化保护工作者需
要与白马舞蹈文化出传承人一同探讨解决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的措
施，要有效了解传承人危机，让更多的人了解白马藏族文化，要
彰显白马藏族文化的特色。在传承机制的构建中，一是可以沿用
以往的传承机制，即传承人将舞蹈文化传承于自己的儿女，二则
是在依靠国家的帮助，重点找寻有意愿的青年群体来作为接班
人，向老一代的白马人学习舞蹈，认知舞蹈文化。而针对于白

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知识普及与知识向能力的转化，高

校不仅要有创新精神，更要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创新是一个民

族的灵魂，也是人才的核心素养。一直以来，江苏食品药品职

业技术学院都十分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围绕食

品药品办学特色，聚焦“区域双创生态链、大健康产业链、教

育资源链、人才培养链”四个链条，深入推进“专业 + 双创、

实践 + 双创、产业 + 双创、科技 + 双创”，着力培养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面向未来，学院将继续抓住创新创业机遇，增强

创新创业意识和素养，丰富创新创业体验，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真正培养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双创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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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总数数量较少，白马人舞蹈文化有承载了白马人历史变迁与
积累的历史文化这一特点，可通过利用高校、互联网等途径来有
效打通传承途径[8]。将传承对象面向全国的青少年群体，此时，
各中小学、高校、高职院校等就急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开设专门的舞蹈课程，学习白马人舞蹈与文
化，如此一来，学生也就成为传承人，且学生也拥有了正确的
文化保护、传承意识。

5　结语
总而言之，白马人舞蹈对于白马人而言有着很重要意义，

既是祖先们所遗留下来的重要精神财富，同时又时时刻刻的影响
着白马人的现实生活，其作为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如今更成
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对象。需要政府部门主导，
明确认知当下白马人舞蹈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存在的难点
来展开具体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助推白马人舞蹈文化的发展，
并为树立起国人的文化自信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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