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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永新盾牌舞的活态传承与发展 
王碧琼1  罗悦2 

（1吉安师范学校  江西吉安  343000；2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吉安  343000） 

摘要：永新盾牌舞主要流传于永新县龙源口周边村落，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永新盾牌舞风格独特，铿锵有力，从该

舞蹈表演看，具有非常丰富多样的队形变化，其中蕴藏着民俗、体育、艺术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历史价值，真实的反应出了地方人

民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逻辑。对此，本课题主要通过分析永新盾牌舞历史源流与艺术特征，深入探析永新盾牌舞的活态传承

现状与问题，而后结合文旅融合背景，探索出永新盾牌舞的活态传承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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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永新盾牌舞起源于永新县龙源口周边村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

色，在整个舞蹈中包含了民俗、体育，也融合舞蹈与音乐等内容，

属于多方面融合一体的男子群体表演形式，从永新盾牌舞内容表现

看，绝大部分都是展现了两军对垒、互相攻守的场面，在表演过程

中，舞者右手拿短刀，左手拿盾牌进行对舞，也有些 是同持叉、棍

进行对打，在舞蹈表演过程中，常常会进行队形变化，一般有八字

阵、一字长蛇阵等形式。而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永新盾牌舞如何

进行活态传承与发展，是当前需要思考并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永新盾牌舞的历史源流与艺术特征 

（一）永新盾牌舞的历史源流 

查阅大量有关永新盾牌舞的源流，说法较多，其中绝大部分学

者都提到了《纪效新书》，认为该书中的操练活动，可作为永新盾牌

舞的历史源头。根据有关史书记载，明代时期，戚继光为了抗击敌

人，专门设计了一款藤条盾牌，这种盾牌不仅坚固而且也非常轻便，

对抵御敌人具有重要作用。和永新盾牌舞中的盾牌相比，二者极为

相似，所以众多学者认为永新盾牌舞与戚继光兵器藤条盾牌存在紧

密联系[1]。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永新盾牌舞的历史源流可

以从周代“武舞”进行追溯，该舞在表现时，舞者会手执盾斧等兵

器，除了作为国子教育课程，用于强身健体之外，也借此歌颂君王

战功，这一点和永新盾牌舞功能非常相近，所以，这类学者也认为

永新盾牌舞和古代武舞一脉相承。另外，也存在一种说法，在太平

天国运动失败后，一些士兵流落到永新县被所救后定居永新，而士

兵中刚好有武艺高强者，这类士兵为了报答永新县地区人民的救命

之恩，便将自身武艺教授给当地人民，用来防身。 

（二）永新盾牌舞的艺术特征 

永新盾牌舞作为江西省典型的传统民俗舞蹈之一，在永新县地

区盛行、流传。而永新盾牌舞中盾牌，从明朝便用于“供习武防身

用”，所以某种意义上，盾牌舞属于一种武舞，不仅具备军事功能，

也发挥着娱乐功能，其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永新盾牌舞的表演内容一般是两军对垒的战斗场面，一般在表

演前需要进行祭祀仪式，用以祈祷祖先神灵保佑，从舞蹈整体阵式

布局看，非常巧妙严谨，并且舞蹈造型也充满了神秘色彩。纵观舞

蹈表演的动作，虽然幅度较小，但速度非常快，可以将其动作特点

总结：刚柔相济、功架不倒、疾而不乱，整体表现场面非常壮观。

而盾牌舞表现时使用的道具，包含了铁叉、三头叉、短马刀、长马

刀、盾牌几种，其中盾牌主要是竹藤编扎而成，并且正面设计了兽

头雕饰、画像，其中包含了黄、黑、红、白四个颜色[2]。而分析盾牌

舞音乐特色不难发现，主要灵感来自当地山歌、小调、采茶音乐，充

满了民俗，并且当中涉及到了很多打击乐，其中伴奏由鼓、锣、拔、

呐等部分组成。由此可见，永新盾牌舞在逐步发展中，已经逐步摒弃

封建迷信、危险成分，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近代杂技、舞蹈精华，并将

锣鼓等民俗乐器融合到伴奏中，促使其民族艺术特色得以凸显，雄健、

豪迈的永新盾牌舞，在整个表现过程中，会给观众带去一种热血沸腾，

但又心惊胆战的观战感，体现了较好的艺术欣赏价值。 

二、永新盾牌舞的活态传承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永新盾牌舞的传承主体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传承主体便是核心。目前，永

新盾牌舞的传承主体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其一，由政府组织的盾

牌舞表演队，该表演队成员包含了各个单位盾牌舞爱好者，主要任

务就是参加日常训练与表演。从该表演队整体表演情况看，主要突

出队形、表演动作，用以提升舞台效果，表现出非常强的观赏性。

其二，家族传承，由永新县南塘村吴姓家族成员构成[3]。吴三桂作为

国家级传承人，在其带领下，促使吴家盾牌舞表演队一直坚持表演

与传承活动，在此过程中也培养了一代代传承人，除了参加各地比

赛之外，还在日常训练和表演中教授本地村民，也积极参与到节日

庆典活动表演中。从这种家族传承情况看，更加注重突出传统盾牌

舞的表演特点，不仅具有表演性，也表现出充足的实用性。其三，

校园传承，以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为代表的学生代表队，开展了一

系列校园非遗文化传承。在校园传承非遗文化时，主要就是组织学

生学习、训练，着重凸显出盾牌舞的武舞性，所以在教授学生相关

知识时，加入了一些武术动作的技术技巧。 

（二）永新盾牌舞的现代性境遇 

综合来看，虽然永新盾牌舞传承过程中已经拓展为家族传承、

社会传承、教育传承三个层面，但从实际情况看，依然无法改变永

新盾牌舞传承受阻问题，传承人匮乏的困境[4]。随着现代社会飞速发

展，全球化、多元化文化发展观念不断涌现，对现代人文化价值观

念产生巨大冲击，这导致人们日渐忽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

以至于传统文化在现有社会环境中寸步难行。虽然永新盾牌舞被列

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但从其传承发展过程看，仍然

处于微弱状态，究其原因，与传承主体日渐减少存在直接关联，同

时，现有传承人结构也以老年人居多，而由上文分析可知，永新盾

牌舞在表演过程中对动作要求较高，这对大多数老年人而言，不仅

是一种挑战，更是难以良好传承永新盾牌舞本质艺术价值。永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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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舞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着较大的传承困境。 

三、永新盾牌舞的活态传承与发展 

（一）永新盾牌舞融入当代生活的路径 

1、融入课堂成为优质教育资源 

从永新盾牌舞舞蹈层面看，属于动态表演方式，不仅具有较强

的表演性，也凸显出极大的实践性，主要以口传身授为主。因此，

为了促进永新盾牌舞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进一步深化其优秀非物

质文化遗产地位，有必要将其与学校教育教学充分融合，充分利用

教学优势，帮助促进传承，同时也借助这种传承的方式，丰富学校

传统文化教学内容。通过融入课堂成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引领学生

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全面且深度的思考，如何发挥永新盾牌舞优

势，培育出更好的非遗传承人，从而逐步落实永新盾牌舞的活态传

承目标。 

学校教学改革是近年来教育领域核心内容，应当充分考虑到不

同地域文化资源情况，与学校教育教学融合，积极研发出符合实际

的校本课程与教材，从而有效彰显出学校办学思路和特色[6]。例如，

在高校舞蹈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这一核心

课程，在教授学生汉族舞蹈、蒙古族舞蹈、藏族舞蹈、朝鲜族舞蹈、

维吾尔族舞蹈基础上，合理加入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

一些地方代表性舞蹈，用于补充舞蹈专业知识。对于高校而言，担

负着地方经济发展责任，也兼具文化传承重要使命，所以，高校教

师可以依托永新盾牌舞等地方资源为教学研究载体，根据实际需求，

不断研发校本课程，逐步建立起更加科学的教学方法，促使永新盾

牌舞等地区特色非遗文化内容融入到课堂中，或者根据教学需求，

定期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与教师共同探讨出科学适

宜的非遗文化资源融入校本课程和课堂教学的模式与路径，真正意

义拉近学生与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进而自觉学习、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内容。 

2、创编优秀作品塑造艺术品牌 

立足当前社会文化语境背景下，若现创设出具有文化气息的艺

术精品，必须掌握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永新盾牌舞

不难发现，其中包含了人、神、祖先、氏族等复杂关联，蕴含着深

厚的文化内蕴，也凸显出了非常实用的价值，也正因此，使得永新

盾牌舞具备极高的传承价值。永新盾牌舞的传承空间主要以民间为

主，主要集中族群、村寨，这类地区也是永新盾牌舞一直存续的重

要土壤。永新盾牌舞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艺术层面，不仅掌握着自

身文化遗产文化逻辑，也必须遵循社会群体的审美特性，满足大众

对文化遗产的审美期待，这一点可以在永新盾牌舞体现的当代艺术

性体现出来，因为永新盾牌舞可以在舞蹈本体形式特点、文化内涵

等方面实现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共享与融合[7]。当代艺术家在创编永新

盾牌舞过程中，不仅要遵循本体逻辑，切合社会审美取向，同时也

需要合理表达出自身对艺术的思考，究其本质，就是文化认同、精

神愉悦，进而实现舞蹈消费。而舞蹈动作本身流露出来的丰富文化

情感，能够在视觉上为观众带去视觉体验，获得更多愉悦享受，与

此同时，这种舞蹈形式也可以激发观众内心根性意识，进而引发情

感共鸣，永新盾牌舞本身凸显出来的强烈动作性、较强的节奏感，

可以为艺术创作带去更多灵感，引发人深刻启发。 

（二）文旅融合背景下永新盾牌舞的活态传承 

自永新盾牌舞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国家针对永

新盾牌舞的保护级别、保护力度一直呈现出提升趋势，不仅明确了

非遗传承人，成立单位传承主体表演队，而且也在积极组织不定期

传承保护活动与表演，从诸多方面看，取得明显成效。随着现代社

会飞速发展，我国地方旅游业呈现出蓬勃发展趋势，在一段时间内，

我国各地区开启了以非遗文化为代表的文化旅游资源，注重非遗文

化的融入，全面推进“文旅融合”，致力于通过这种文化+旅游的方

式，达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效果。为此，永新县文化部门也给

与了后非遗时代背景下永新盾牌舞发展高度重视，想要通过构建“文

旅融合”背景下的永新县新的文化名片。在实践中，永新县积极组

织盾牌舞表演队定期训练，并在训练过程中注重提升表演形式舞台

化，意在更好的增强视觉效果，提高舞台感染力，而后积极不断的

组织表演队参与各地区各部门组织的文化展演类活动，提高曝光度，

用以提升永新盾牌舞知名度[5]。 

除此之外，永新县也高度重视挖掘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致力于

促进红色旅游和非遗文化之间的有效融合，构建出一种特色旅游。

在地理位置看，永新县毗邻井冈山，是红色革命圣地，拥有得天独

厚的历史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所以，将永新盾牌舞与井冈山

旅游充分融合后，可以在景区开展非遗相关活动，逐步打造文旅融

合下的永新县旅游产业。需要注意的时，在振兴传统非遗文化、发

展地方经济的同时，也要随时保持清晰的头脑，找准正确的路子，

积极与新时代文旅融合背景迎合，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8]，避免出现盲目的注重经济效益，而发生损害优秀传统文化的粗制

滥造行为，而要注重保护好永新盾牌舞本质特色、艺术价值，促使

其健康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永新盾牌舞作为集武术、舞蹈、杂耍、音乐等一体

的民俗表演形式，不仅具有极强的表演性，艺术性，也突显出浓厚

的文化性，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缩影。通过本文立足社会文化语境下

对永新盾牌舞的活态传承与发展探讨，不难发现，在当代社会发展

中，有必要深入思考，找出相应的传承路径，以推动其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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