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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舞蹈“即墨大秧歌”与古城旅游文化的融合研究 
王  朗 

（青岛大学） 

摘要：即墨大秧歌是青岛市即墨地区流行广泛的民间舞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它的发源、文化特点

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围绕着非遗舞蹈“即墨大秧歌”进行展开，通过对即墨大秧歌介绍和即墨大秧歌的特征进行分析，并从即墨

大秧歌的发展与古城旅游文化相融合为契点，研究如何利用即墨大秧歌推动青岛市即墨古城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开发旅游产业, 为

非物质文化传承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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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遗舞蹈“即墨大秧歌” 

（一）即墨大秧歌历史文化概述 

即墨大秧歌有着悠久历史，主要流传于青岛市即墨县一带，分

•布区域广泛，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 风俗篇》

记载：“上元夜蒸面做灯，注油点之，视其烬花以占五谷丰歉，门

结松棚，挂灯火，放花炮，陈杂剧三日夜。”这些记载，反映了明

清时期即墨传统舞蹈活动的情况[4]。 

《山东传统舞蹈志》收录了对即墨秧歌传授人朱京利（男），

张秀娟（女）等人的访谈。据他们的证实，有经验的老艺人孙玉贵

（1910 年）等为“班头”负责组织，表演即墨大秧歌出众者为“教

场者”负责训练演员和节目排练。即墨秧歌就是这样由民间艺人口

传身教，年复一年，代代如此，使这一民间舞蹈得以继承。 

清乾隆年间，即墨县金口镇就有了规模较大的天后宫戏楼。庙

会时，经常十几台即墨大秧歌同时献艺，各出绝活，同台竞技格外

激烈，使得即墨大秧歌有了创新和快速发展。抗战期间，随着延安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古老的即墨大秧歌也换新装，为当时的新秧歌

运动创作了新剧目如《送郎参军》等。新中国成立后，即墨大秧歌

更是有了新的发展方向，登上了城市的艺术舞台。如果说，即墨大

秧歌在古代是给统治阶级献艺为谋生；到抗战时期新剧创作是为革

命宣传；再到建国后，每年正月初一开始，村落里走街串巷的农闲

娱乐演出，拜祖祭祀，欢庆佳节；到最后又登上了城市的艺术舞台，

让你感受到即墨大秧歌无时无处不在的艺术魅力。这是即墨这片土

地上先人造就的伟大民间舞蹈文化，是给我们现代人最好的精神文

化馈赠。 

（二）“即墨大秧歌”主要特点 

“即墨大秧歌”分东西两派。东派的舞蹈动作融汇了武术风，

歌舞并重，场面欢快热烈，舞蹈队形巧妙多变，动作粗犷豪放、刚

健有力。西派的是以唱为主的妩媚多姿、轻灵柔顺的歌舞小段，动

作细腻流畅、诙谐幽默。《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整理中表述即

墨大秧歌的演出程序分为大场和小场两部分。大场，讲究队形变化

和构图的完美统一，场面紧凑、活泼。小场，又叫“扮故事”表演

有情节的小段落的歌舞或小戏[3]。提到角色扮演也是很有特色，如

“膏药客”和“货郎”等角色，每个角色有鲜明的服饰扮相，典型

的道具，并且有与角色相符的程式化秧歌动作。过去演员一般都为

男性，女性角色也是男扮女装，现今男女都可以参加表演。乐队有

打击乐和管弦乐两部分，现场伴奏，吹拉弹唱，载歌载舞，表演起

来热闹非凡。表演场地基本上是大片空地，周边的围观者有足够空

间随时可以跟着演出队伍一起扭即墨大秧歌。 

即墨大秧歌的这些主要特点，随着历史变迁，文化发展，依旧

没有被岁月磨灭清晰可见，且成为了即墨大秧歌的一个个独特的文

化符号。旧时曾吸引围观大众无数，今夕依然璀璨引来更多喜它、

惜它的外来群看客。 

（三）“即墨大秧歌”现今的传承 

许多非遗文化在岁月长河中或多或少的会被“消失”。“即墨

大秧歌”存活的这片土地，对它算是呵护有加了。即墨区文化馆、

即墨区舞蹈家协会联合，常年举办不定期的“即墨大秧歌培训班”，

来自全区各镇街不同层次的文艺骨干参加培训。邀请中国舞家协会

会员、青岛市舞蹈家协会顾问曹刚勇老师现场授课。曹老师现场对

即墨大秧歌动作进行分析解惑，文艺骨干们根据曹老师的细致讲

解、示范演习，每一期培训的文艺骨干都会掌握一定的即墨大秧歌

的文化内涵和核心动作。曹刚勇老师从他进入舞蹈行业起，数年如

一日的进行着即墨大秧歌相关资料的挖掘、整理、撰写工作，虽然

年事已高却一直坚持进行大量的即墨大秧歌的创作与教学工作，是

真正的非遗舞蹈“即墨大秧歌”的组织者、保留者和传承者。即墨

政府及相关部门围绕“即墨大秧歌”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大家

共同的努力下，这一土生土长的非遗舞蹈，终于在 2018 年被列为

青岛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有着这么好群众基础的“即墨

大秧歌”应该有更多更好的的保护和传承途经。 

二．古城旅游文化现状 

即墨古城整体布局为“一城、两街、十景、十三坊”，在几千

年的文化演进过程中, 形成了丰厚的即墨历史文化资源。古城围绕

“文化聚落”区域文化承载地为目标，打造中外文化融合，古今文

化碰撞，跨界文化创新等主题旅游文化项目，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不

断开拓旅游文化活动。现有成果如下： 

1.古城的中外文化融合 

举办 2018 即墨古城国际民谣季、美国蓝草音乐展演、“悦享

盛夏·悦动古城”等主题活动 70 余场 

2.古城古今文化的碰撞 

举办学童开笔礼、成人礼、“中国文化大讲堂”等传统文化活

动近 30 场；举办即墨大鼓、柳腔、即墨大秧歌等暖场活动 300 余

场； 

3.古城跨界文化的创新 

先后邀请潘基文、郎朗、娘本等文化名人到访古城，高科技与

前卫艺术跨界创新表演，极大地提升即墨古城知名度和影响力。古

城成功举办了多个文化活动，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极致的欢享体

验，更提升了古城的气质与活力，着力打造一座有生活温度、商业

热度、文化深度、国际广度的古城，在此基础上古城仍需继续深度

发掘地方非遗文化，打造文化旅游新名片、城市发展新地标。 

三、非遗舞蹈“即墨大秧歌”与旅游文化的融合 

有人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过时了，恰恰相反，非物质文化是精神

上的文化活动，既然是“遗产”那么非物质文化又往往是过去时。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旅游“看”世界，寻

根溯源“探”历史，成为了无数人的向往。即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

门通过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方式，将“即墨古城”所呈现出



理论探讨 

 109 

的过去的时间文化与浓郁的地方特色作为亮点、看点，吸引久在高

速运转的生产生活中的游客，形成地方发展的优势资源。 

非遗舞蹈“即墨大秧歌”作为一种舞蹈文化资源，在满足市场

需求的同时能够推动即墨大秧歌的传播。1.当地旅游局与即墨各秧

歌团体进行合作，在旅游景点设立“活态非遗”文化展示区，游客

可以穿上即墨秧歌表演服装，跟着演员互动，模仿学习即墨大秧歌

中的基本动作和极具特色的基本角色表演，在亲身体验中感受非遗

舞蹈“即墨大秧歌”的魅力。2。设立“即墨大秧歌”展览馆，对

即墨大秧歌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进行展示, 通过多元化、个性化

的图片、文字、宣传片、书籍以及服装、道具、装饰物等的陈列展

示，展现即墨大秧歌的文化内涵。3.还可以把“即墨大秧歌”舞动

中的不同形态做成各种文化周边的伴手礼如“手偶”，增强对游客

的吸引力, 加强游客与即墨大秧歌的进一步互动效应, 使游客对即

墨大秧歌念念不忘。即墨大秧歌作为重要而稀缺的文化宝藏，从风

俗和审美面貌，也都反映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备高

度的文化传承价值以及开发价值。 

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良性的互

动关系[5]。到一定的传承作用。将文化融入旅游中, 打造即墨文化

品牌, 不仅可以提升即墨大秧歌的旅游效益, 而且可以加强人们对

即墨大秧歌的认知度。作现今世界，旅游活动层次开始由简单的走

马观花式的观光向追求文化旅游、体闲旅游过渡，非遗“即墨大秧

歌”独特的文化价值为文化、休闲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基础。刘河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出能够增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文化

内涵，提高旅游开发层次，满足旅游者的文化求知需求，带给游客

独特的精神享受[6]。同时旅游开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的有效方式能够更好的展示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唤起了当地居

民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主保护传承本土非遗“即墨大秧歌”的

意识。挖掘其非遗价值，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新和传播，实现

保护和开发的良性互动，最终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

的双赢。 

在树立文化自信及建立精神家园的需求之下，我们需要思考的

是如何让承载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的老城、历史街区以及传统村落

“活”起来，通过旅游开发，把即墨大秧歌原有固定在一个小的文

化圈子扩大,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到非遗的推广活动中,坚定文

化自信,加强非物质文化与旅游文化的融合，不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变

成“文化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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