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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湛江非遗歌舞创新发展策略 

陈柳江 

湛江科技学院 

摘  要：截至 2022 年，湛江已拥有 9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48 个省级非遗项目，市级以上非遗项目 106 个，在众多的各级非遗项目中，非遗

歌舞项目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湛江地区歌舞类非遗项目的梳理与传承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湛江非

遗歌舞传承与创新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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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雷州半岛主要非遗歌舞 

（一）雷州歌 

雷州歌简称雷歌，系雷州方言民歌。她与广州、潮州、客家民

歌一起被称为广东四大方言歌，列为我国 131 个歌种之一。雷州歌

姓“雷”，起源于雷州由雷州本土的谚和谣逐步演进，并受格律诗

词的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的形态。雷州歌是雷州劳动人民创造的文

化艺术，具有雷州的地方特色，是雷州本土文化的象征和历史文化

的瑰宝。雷州歌在雷州地区更是家喻户晓，是雷州人经久不衰的精

神食粮。其在雷州人民和雷州这块红土地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绽开

成南国艺苑的一朵奇葩。雷州歌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主

要流行于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雷州半岛的雷州方言区。而且随着人

口的迁徙，雷州歌也传播到省外国外，尤其饮誉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2008 年 6 月 14 日，广东省雷州

市申报的雷州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选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雷州歌具有格调粗犷、语言朴素、生活味

浓、通俗流畅等艺术特证，主要代表作有《偷鸡婆》《恶家婆》《懒

汉》《利刀难刺镜中人》《大姐送饭去书房》《典狗》《去担水》《稻

我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

经济、文化都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具备创

新意识和创新性成果的转换。截至 2022 年，湛江已拥有 9 个国家

级非遗项目，48 个省级非遗项目，市级以上非遗项目 106 个，传承

人 163 人，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以不同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承载

着强大的雷州本土文化价值，在众多的各级别非遗项目中，非遗歌

舞项目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 

《担粪下田赶种薯》等。这些歌曲广泛流传在雷州半岛地区。 

（二）傩舞 

傩舞（湛江傩舞），是古代湛江地区人民祭雷遣灾、祷神求安

的一种传统舞蹈。傩仪活动是由道士在庙前设坛，向神灵燃烛、焚

香、烧纸宝、供三牲。接着颁令、颁符、敬请五色旗队、八宝、飘

色、锣鼓班、傩舞队等各路兵马到坛前扎寨练兵，然后到各家各户

赶鬼驱邪，保佑平安。之后游神，游神队伍浩浩荡荡到村镇各土地

公管辖境界敬祭。游神之后，队伍回到神庙广场前，再次举行祭神

仪式至结束。湛江傩舞的面具十分突出，其中有木质面具、橹罟质

面具、牛皮质面具及彩冷脸谱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傩面具。其人物形

态特征是以雷首公与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

的五方雷将为主要神灵舞傩，并带有土地公婆、艄公婆等人物形态，

是古代雷州半岛人民敬雷崇雷文化的传承。傩面具象征着神灵，也

是驱疫的符号。傩舞被称为“舞蹈活化石”，湛江傩舞在湛江地区

与湛江当地的民俗相结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其对湛江音乐、

歌舞、戏剧的发生和早期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具有较高的研究价

值。2008 年 6 月 7 日，广东省湛江傩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以上几项国家级非遗歌舞项目之外，湛江雷剧、吴川粤剧南

派艺术、湛江人龙舞、吴川飘色、湛江木偶戏、雷州换鼓、遂溪醒

狮等都是湛江地区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歌舞类非遗项目。众多的

非遗歌舞，在本土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有成绩也有不足。 

二、湛江非遗歌舞传承现状 

（一）歌舞类非遗项目众多，不少项目斩获国家大奖 

湛江非遗歌舞主要集中有九大类：一是傩舞、傩戏、傩乐；二

是独具广府特色的吴川粤剧南派艺术和深受民众喜闻乐见的本土

原创雷剧；三是融禅、武、技、艺于一体的传统地狮、南狮、醒狮；

四是引领粤西的木偶戏曲并包容粤剧、白戏、黎戏、与吴川方言单

人木偶戏；五是合哎歌、山水歌、艇仔歌、木鱼歌、姑娘歌、哭嫁

歌为一体的雷州歌；六是风格各异的安铺悠扬民乐八音、吴川激情

的十番八音、硇洲独特的女子八音和雷州喜庆的锣鼓八音；七是集

人龙、网龙、草龙、火龙、簕古龙、高跷龙、彩布龙等“龙族”；

八是汇争锋竞技的鹰雄舞、驱邪逐疫的蜈蚣舞、道教祭祀的屯兵舞

等；九有承天祭祀、场面恢宏的雷州换鼓、端午竞渡的海上龙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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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近年来，湛江非遗表演艺术日渐为人们所关注。正步上全省、

全国乃至国际大型赛事和展演活动的舞台，赢取了近百个荣誉与奖

项。应邀参加北京奥运的表演，向世界展示精湛的中华狮艺文化，

荣膺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两度摘取中国民间文艺的"山花"奖，两次

入载上海世界吉尼斯纪录，多次出访东南亚、欧美国家和港澳地区

进行文化交流，广受赞誉。 

（二）传承发展后劲不足，缺乏创新 

当前，在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现代化的冲击影响下，

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

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面临失去生存空

间和土壤的危机。同样，反思现时湛江非遗的状况，实不容乐观。

首先，项目抢救与申报的不平衡性，使很多优秀且濒危的各类非遗

项目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认定，其次，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普遍

存在，“入级即了，传承无后人”缺失培训平台的构建和可行的计

划措施。致使许多较优秀的民间艺术表演团队，因自负盈亏、自由

组合、缺少训练、年龄老化，演出市场萎缩，队员只好另谋出路。

能坚持下来的，已所剩无几，且举步为艰，难以负重。 

三、湛江非遗歌舞传承与创新发展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应予以高度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作

者认为，要做好非遗歌舞的保护与传承，定要将非遗放致时代发展

的大环境下，要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就湛江非遗歌舞而

言，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应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创新。 

（一）让非遗歌舞活态呈现，营造非遗成果人民共享的和谐氛围 

以湛江非遗歌舞为例，必须贯彻非遗保护“以人民为中心”的

原则，通过巡演、益演、艺术交流等艺术形式，让非遗歌舞走进寻

常百姓家，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感受非遗歌舞文化带来的艺术魅力与

享受。同时可以筹备“非遗之夜”展演、主题论坛、创意非遗互动、

非遗服饰展示交流等活动，让非遗品牌以民众可欣赏、可品尝、可

穿戴、可体验、可购买、可学习的方式活力呈现。 

（二）开通多元非遗歌舞传播渠道，组建立体化宣传阵营 

举办各种艺术研讨会与交流会，广泛邀请各级各类媒体参与报

道，设立专题专栏、网络互动、现场直播等。在新媒体平台投入流

量助推，通过视频直播、展示、解说、互动等形式，多渠道、多角

度传播大会的要点、亮点、特点。通过新媒体发布关键词、科普非

遗知识、发布活动预告、发布大会宣传片等，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

注湛江非遗品牌。 

（三）关注年轻非遗歌舞品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许多通过非遗研培计划不断成长的年轻品牌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在打造非遗品牌商业价值的同时，也为非遗传承创新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如湛江非遗歌舞特色图片、文创产品、音乐酒吧等，为

当地的年轻人就近就地就业作出积极贡献，他们能够带领当地的非

遗产品发出时代新声，走出乡村，走向共同富裕。 

（四）打造地区非遗歌舞产业链，开发特色旅游休闲新路线 

举办红色之旅、非遗歌舞进景区等特色休闲旅游模式，届时邀

请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乡村旅游村镇等作为需求方，邀请演

出团体、文博机构、科技类智慧类创新企业作为供给方，政府牵线

搭建新供给新需求有效对接平台，促进供需有效对接，促进文旅深

度融合，丰富各类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更多文化和旅游消费

的新场景、新空间：科技赋能旅游景区度假区转型升级，为景区度

假区提高宣传推广艺术感染力。 

四、结语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之魂，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

动力。非遗歌舞源于乡村农耕文化，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

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地方非遗传承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活化非遗传承模式，利用非遗歌舞助力乡村

振新、树立城市特色文化品牌，不仅要做好当地原生态、常态化的

传承保护，更需要通过吸引外来游客到此感受体验，以此带动当地

的特色旅游与文化产业升级，从而助力湛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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