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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舞蹈艺术的传承与保护调查

研究 
——以广州市从化区水族舞为例 

黄燕纯  陈华斌  陈美姿  郑坚润  李  丹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 

摘要：本论文是广东省“攀登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舞蹈艺术的传承与保护调查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本团队对
从化区水族舞的自然人文背景、历史变迁、舞蹈形态、表演特征、文化意蕴、活态存在以及传承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宏观、动态
的把握，总结继承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差异，并梳理分析出影响传统舞蹈艺术有效传承的原因，进而为保护、传承和发展好从化水族
舞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为延续从化水族舞的艺术生命稍尽绵薄之力。 

 
一、基本情况 
从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舞”始于清朝乾隆年间，“发

源”于温泉镇龙桥村草塘社。原名舞鲤鱼、鲤鱼舞、鱼灯舞，
流行于从化农村祝福型舞蹈之一，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从
化水族舞的色彩丰富，形式多样，以往常被邻村相邀作祈求喜
庆吉利、福运到来的活动，现作为群众性文娱活动，一般在春
节、元宵节以及庆祝集会时组队表演。 

二、存在问题 
采用问卷调查法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关问题，深入调查从化

“水族舞”传承和保护以及国家政策支持下的现状。项目线上
线下共派发教师问卷 20 份、家长和学生问卷 400 份，传承人和
专业人员问卷 10 份。收回有效问卷老师问卷 18 份、家长问卷 
380 份，传承人和专业人员问卷 8 份。综合调研实际情况总结
出以下问题： 

（一）水族舞文化的传承知名度不高 
由于研究不深，推介宣传不够，又没标志性的集中展示点

等，水族舞被挖掘出来之后很快又被束之高阁，知之者甚少。
当前水族舞文化传承和弘扬的社会参与程度相对较低，政府“包
办文化传承”的现象仍然存在。仅靠政府的力量是难以实现水
族舞有效传承的，因为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其职能应是加强
宏观管理，具体保护工作还是需要社会力量。需要社会群体积
极参与水族舞的传承与弘扬。 

(二)水族舞传承链及编制技艺的间断 
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因此其对于传承人有着较强的

依赖性，而随着非遗传承环境的不断恶化，水族舞多数非遗传
承人已经属于高龄人群，水族舞样式缺乏更新且编制技艺复杂
繁琐，现代年轻人相比于传统技艺更加青睐现代文化，只有极
少数年轻人愿意加入到水族舞非遗传承的行列。 

（三）传承模式与学生学习生活的冲突 
文化馆非遗工作室机构工作人员不足，水族舞项目传承人

后继乏人。目前水族舞的传承教学通过文化馆委派的兼职舞蹈
教师在特定传承基地进行教学。随着社会和生活的发展，学生
的任务量和学习量在不断的增加，课余时间在不断的缩小，这
也给水族舞传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很多父母都无法理解学校
设置水族舞的意义，单纯的认为孩子在学校只要学习好就可以，
忽略了舞蹈对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性。 

（四）传统水族舞缺乏丰富多彩的舞蹈展示活动 
水族舞教育是水族舞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族舞教育除

了实践课和理论知识学习之外，还应该有舞蹈交流文化活动。
传承水族舞的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积极参
与，主动帮助其他同学，不断激发普通学生的舞蹈学习积极性，
逐渐培养大家的舞蹈兴趣爱好，有能力的同学可以结合传统水
族舞不断创新，将传统水族舞与现代舞蹈动作相结合。 

（五）水族舞传承特色文化尚未挖掘 
从水族舞生存和发的大环境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面临着技术的挑战、成本的挑战，效益与价值观的挑战，水族
舞正在面临传承人的断层和水族舞特色文化的表达，从水族舞
自身相关特性看，由于其特色文化色彩展示不够透彻，在这种
情况下，对于传统的坚守，对许多传统技艺都在现代化的推动

下，不得不被现代化所淹没。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水族舞已
经成为水族舞传承人和从化文化馆等文化从事者们的重要课
题。 

三．解决措施 
（一）建立健全水族舞相关的保护机制 
为了进一步推进水族舞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

政府需要更加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制、退出机制，
对于还在传承的单位和传承人给予大力支持，对保护不力的项
目和单位予以警告和摘牌。建立水族舞的资料库，对水族舞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品、传承人，进行调查，登记采录、录像、建
档形成资料库。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费列入各级政府的财
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并认真督查落实。让水族舞走进从化
区更多中小学校中去，从而使水族舞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
更多人的生活，焕发出时代的活力，时至今日，从化水族舞在
从化区高级技工学校已成为特色教学。 

（二）加大水族舞宣传力度，增强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首先，为水族舞的演出和展示创造更多的机会，达到保护

和弘扬相结合的目标。水族舞的文化沉默过久，编制道具的技
术接近失传，剩下的专业人士不多，对于这严峻的问题，相关
部门需要加大水族舞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自觉参与保护的意识。 

（三）建立传承人培养机制 
建立健全的传承人培养组织或是机构，构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的相关培养以及认定制度。建设非物质文化人才智库，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加强保护非遗，
调动民间参与文化自我建设、自我修复的积极性,建立起一个丰
富多样的、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环境,从而为实现
水族舞舞蹈形式传承与保护。 

（四）不断创新，满足从化区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 
不断创新，让看似“冷静”的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的需求。

举办群众参与性强、受面广的活动， 提高水族舞知名度。通过
文化下乡，广场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和发扬水族
舞。通过融合现代的艺术元素、时代特点，使水族舞增加新的
文化内涵，呈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五）振兴文化产业 
把握文化演变的规律，促进乡村文化的振兴。”文化是进化

的，它总会从一个相对低级的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从非物质
文化层面来说，民族节庆、传统习俗、传统曲艺等文化资源，
也非常珍贵。这些乡村文化资源同 VR/AR 等先进的数字传播技
术结合起来，借助微博、微信、微视频和客户端等大众传媒，
能够更好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等文化产业，促进乡村
文化的传播，构建文化传统价值认同，推动乡村振兴。 

水族舞通过动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历史意义和价值，需
要广大群众不断创新，从异化文化中汲取营养，从本土文化中
汲取精华进行艺术创新才能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受当今时代种
种因素的冲击，逐渐淡出年轻一代人的视线，而不断提升水族
舞的影响力，从化区草塘村的水族舞才能继续精彩的“舞下去”，
这项百年的民间艺术才能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