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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Origin of Art", Grosse expressed his 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dance", and believed that 

primitive dance was the best embodiment of human aesthetic emotions in the early days. This statement 

shows Grosse's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true meaning of primitive da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value of primitive dance. Nuo danc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primitive 

dance,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support for domestic drama culture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s guarantee for 

ancient culture research. 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ve Nuo dance "Daozhen Nuo dance" 

and "Yongjing Nuo dance" in two different regions of my country, this article looks for commonalities, and 

proposes and solves the current Nuo d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heritage. How to inherit and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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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格罗塞通过《艺术的起源》表达了个人对“舞蹈”的理解，认为原始的舞蹈是人类初期审美情感的最

佳体现。这一说法表明了格罗塞对原始的舞蹈真谛的认知与态度，同时这也是对原始舞蹈价值的认同。

傩舞在原始舞蹈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的戏剧文化研究提供支持，而且为古文化研究提供保障。

本文在我国南、北两个不同地区各具代表性的傩舞“道真傩舞”和“永靖傩舞”的对比分析中，找其

共性，并以非遗的角度提出并解决当今傩舞该如何传承与发展的问题。 

关键词：非遗；傩舞；传承 

1. 概述 

1.1. 地理生态环境 

（1）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又名道真县，地处遵

义，又名道真县，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尹道真学者的名

字便是该县名的根本由来。就地理位置进行分析，道真

县在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发挥着连贯承接作用，位

于贵州以北的道真县不仅同重庆市的部分地区相邻，而

且还与贵阳市的部分地区接壤。道真县总占地面积约

2150 多平方千米，人口总规模约 30 多万人，其中，仡

佬族 48%、苗族 27.5%、汉族 18%、土家族 6%、其他民

族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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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道真县地图  

（2）永靖县地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就地理位置

进行分析，该县位于甘肃省西南方，座落在黄土高原之

上，其不仅同兰州市毗连，还与青海部分地区相邻。就

占地面积进行分析，总面积为 1863 多平方千米。从人

口规模来看，全县总人口超过 20 万人，其中汉族 86%、

回族 11%、东乡族 1.9%、土族 0.6%，其他民族占 0.5%。 

 
图 2 永靖县地图 

1.2. 社会历史文化 

（1）道真县历史悠久，有关该地的地理位置记载

最早可追溯至秦朝，公园前 200 多年，道真县隶属巴郡

处于四川省和重庆市之间发挥着连贯承接作用。汉代著

名学者尹道真与此地颇有渊源，后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时

期，该地正式得名道真。由于巴蜀地区辖地变动频繁且

毫无规律，各种文化如巴蜀文化、川黔文化等在此汇聚

与融合，经过了几千年历史风霜的洗礼，道真地区也由

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真仡佬族文化。道真仡佬族文化

主要包含饮食文化与艺术文化，如“三幺台”、“高台

舞狮”以及道真傩舞。其中，道真傩舞充满古老神秘的

气息，包含了古人对于图腾以及巫术等的理解与敬畏，

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又逐渐染上了宗教色彩，并带有

人民的审美情趣，最终在当地艺人代代相传下得以延续

至今，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体现了道真县

独有的文化底蕴，而且展现出其固有的文化特征。 

（2）永靖地区同样历史悠久，古时候被称做“西

羌”之地，同许多地区一样，一开始这里也是农业文明

的发源地，有记载最早居住在此的是马家窑文化的先

祖。早在公元前 1000 多年至公元 1200 年左右这段历史

时期，永靖地区一直是羌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而

到了公元约 1300 年以后，这里又成为了多民族杂居地

区。曲六乙指出，地域因素是影响永靖傩文化的主要原

因，历经千年发展至今，经受了多种民族文化的冲击与

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由此而衍生出

来的永靖傩舞也保持了原创性、纯粹性、艺术性与特殊

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魅力。从本质上来说，

地区差异也导致了不同地方傩文化之间的区别，与中原

以及西南各地的傩文化相比，永靖傩文化更加复杂，其

不仅包含了人文文化，还融入了众多宗教文化，整体风

格自成一派，表演效果极佳。 

1.3. 艺术特征 

1.3.1. 道真 

（1）日本学者广田律子对道真傩戏评价颇高，表

示“世界傩戏在中国，中国傩戏在贵州，贵州傩戏在道

真”。道真傩舞区别于其他傩舞最大的不同就是其面具

独具特色，道真傩信仰的山王是个大神，开天辟地之神，

三头六臂，所以其面具，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头像，造型

独特，且口眼均可以活动，不少中国图册都将其视为封

面，甚至被誉为中国傩面具的精粹制作。 

（2）从根源上了解道真傩舞，因其具有浓厚的仡

佬族文化特色，道真傩舞的艺术特征可归纳为根本属性

上的宗教性，审美感受上的神秘性，传承方式上的口头

性，传播空间上的民间性，整理解读上的艰难性，表现

手法上的文艺性，目标指向上的祈福性，操作方式上的

仪式性。 

 
图 3 双抱耳椎髻式山王面具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7

6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7%9C%81/6843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7%9C%81/684374


 
图 4 道真傩山王面具（清朝） 

1.3.2. 永靖 

（1）永靖县的傩舞大多与战场元素相关，其明显

特征则是“军傩”，这类傩舞偏爱三国背景，在众多作

品中可见该特色，如《单战》、《山五将》、《独戏》

等。以《出五关》、《华容道释曹》、《斩貂蝉》为例，

这几部作品分别描述了英雄豪杰、仁义之情以及正义之

气，从以上作品均可看出永靖县傩舞的军傩特色。 

（2）从艺术特征方面对永靖傩舞戏进行分析，其

特点可总结为：第一，可体现古典戏剧的特色，即追求

古拙质朴。无论改朝换代多少年，历经多少变化，古拙

质朴依然是永靖傩舞不变的初衷。第二，永靖傩舞戏创

自民间，诸多民间文化均在傩舞戏中有所体现，如鬼神

以及“超自然力”，这些元素的存在源于古羌人的信仰。

第三，永靖傩舞融合了显著的黄河文化特征。受地域影

响，永靖地处黄河一带，群众民风淳朴，幽默乐观。黄

河古文化发展之时，永靖也受其影响，因此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均在作品中有所表现。  第四，永靖傩舞与众

多宗教有一定联系，包含各个时期的文化特色，因此，

其涉及的文化面相当广泛，具有文化多元性。   

 
图 5 永靖傩舞戏 

1.4. 社会功能 

翻阅相关文献，在殷商时代，傩已经在民间出现，

人们把其当做一种习俗，后又将之设定为祭祀活动，西

周时，傩文化已经在中原广泛流传。根据《礼记·月令》

的记载，文中有大段文字描述了祭祀活动的部分场景，

如“天子以左而居，以玄路行，以铁骊驶，载玄,黑衣,

衣着玄玉,食粟与彘,然器闳，令有司大难旁磔,以土牛,

至寒气。”由此可知，驱赶鬼怪和驱逐疫病是该类祭祀

活动的根本目的，多在年、节时进行，专设专人进行掌

控，同时借助某种形式进行固定，逐代传承。[1]然而

傩文化不仅仅在皇宫盛行，乡下也有类似活动,其热闹

程度是别开生面，其中道真和永靖的傩舞戏是一个显著

的文化标志，它是傩祭的衍生物，是一种娱人娱神的祭

祀性活动， 但在现代化的今天，傩舞戏更多的保留的

是加强群体凝聚力和成员认同感以及安抚心灵的功能。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无论是道真傩舞还是

永靖傩舞，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蕴，都是傩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深入发掘和全面保护民间

古文化，而且有助于传播和发扬中华古文明，在全力构

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能充分提升民众素养，

增进社会和谐，推动顺利发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傩舞的保护探析 

寻求正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尤为关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此展开深入探讨，并通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给出了切实意见，不仅包括最初的遗

产确认，而且涉及与之相关的传承发展，有关遗产的各

方面信息均要纳入保护项目中，并强调了教育的重要

性。所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免遭再破坏是实施有效

保护策略的关键。结合国内保护理念可知，重视非物质

文化遗产并积极开展抢救工作是当务之急，必须在完成

抢救的基础上再度利用相关文化，并将其传承下去，使

该文化遗产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应尽力避免保障非物

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过度开发行为，在维护原本特征的

基础上进行发展。这与我国现行的保护观念相对应，让

民间能够更为长久的保存和流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

开展抢救和保护措施，并极力推动发展目标。 

2.1. 当前傩舞的保护成就 

（1）我国已将道真仡佬族傩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并将其视为国家级别保护类目。道真县，被外界誉

为“傩戏王国”，响应国家号召，该县随后成立了艺术

团，名为“仡佬族傩戏艺术团”，不仅在遵义市多彩贵

州选拔赛活动中表演剧目，而且通过中国原生态国际摄

影大赛进行展示。2014 年，国际傩文化艺术研讨会拉

开序幕，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开展全国性傩文化艺术

节，第二年，贵州省将仡佬族傩戏艺术团定位为傩文化

研究基地。两年前，中国傩城成立，在所有傩文化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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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傩城面积排在世界第一，并且该城是受到业界

认可的文化研究中心。 

（2）2005 年夏，在江西举办国际傩文化艺术周活

动，永靖傩戏受邀进行演出，并在此次活动中获得银奖

以及其他优秀奖。次年，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对永靖

县提出“甘肃省傩舞之乡”的赞誉。此外，甘肃省还将

永靖傩舞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永靖县因开展与

傩文化相关的表演活动，又获得了“中国傩文化之乡”

的美誉，并被列为傩文化保护基地。2008 年，在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列表中，新增了永靖傩戏，并

且将其等级划为国家级别。 

2.2. 傩舞的保护建议 

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出

现在人们视线中，其处于已经得到开发但未被完全开发

利用的阶段，纵观当下生活可以发现，该类文化的影响

依然不容小觑，整体的积极作用仍较为显著。在寻求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举措时，必须结合国家既有规

章予以执行，不可采取盲目举措，需要确定与之匹配的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在对该文化进行全面保护的基础

上，对其进行合适程度的开发，使其能被现代人们充分

利用。就傩舞而言，对其进行保护，不仅要对傩舞文化

本身进行保护，还要对其传承人进行保护，为他们提供

良好的传承条件。[2]此外，必须进一步重视宣传作用，

为民众介绍傩舞内容，增加民众认知与理解。 

永靖傩舞和真傩舞都是我国第一批通过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其沉雄古逸的风格获得文化地位的合法性

以及文化艺术价值方面的充分肯定但面对当今社会的

快发展，其保护与传承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介于其

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的有着相同的特点，为此笔者提出

以下建议。 

2.2.1. 深挖傩文化的内在价值 

在生态环境、特定地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傩舞由

当地居民群体共同创造，在此条件下，除了当地部门以

外，还需重视当地民众在保护与传承傩舞中的重要作

用。首先，传承与保护傩舞的前提在于帮助居民群体有

效提升对该文化遗产的准确认识，帮助居民群体培养文

化自觉，对傩舞文化展开进一步探索，加强转变全民对

傩舞保护的认知观念。笔者在进行一系列调查时，对当

地村落民众群体开展了一系列的访谈工作。许多村民仅

仅知道傩舞是过年时的习俗，每个人都会跳傩舞，但至

于傩舞是为何演变而来，他们又是为何要在过年的时候

跳傩舞，村民无法解释。可见，村民不具备良好的教育

背景，因此其也并未培养起保护傩舞文化的意识。基于

此，必须先行探索傩文化，进一步发掘傩文化的文化价

值，如此才能有效保护傩舞，提高村民对傩文化的认知，

有效实现傩文化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村民的文化自

觉，推进傩舞保护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文化遗产与合作》前言表

示：记忆是创造的来源，唯有对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

承，记忆才能得到延续，这也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创造力

的保护，是一种最根本的责任。保护傩舞，等同于保护

文化记忆，保护傩舞原生面貌即保护文化初始状态。傩

舞具有很强的原生态性，这也是其最根本的特色所在。

傩舞的舞蹈形式以古朴的巫术祭祀为主，可见傩舞文化

与其他舞蹈形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只有对傩文化的原真

性原则加以保护才能真正推进和落实傩文化保护工作，

傩舞的完整性原则中不可缺失原始性原则，延续傩舞原

真性原则即为有效保护傩文化多样性。[3]因此，在进

行外出活动时，应当延续傩舞的原生性原则，不对其做

任何调整。结合非遗文化保护可以发现，该保护举措多

以静态为主，或者理解为，非遗文化拥有显著的灵魂内

核。所以在保护非遗文化时尤为特殊。保护物质文化遗

产过程中，可将其放置于博物馆中作静态保护，那么对

非遗展开活态保护又是为何呢？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显著特征多以无形的方式存在，人是传承和保护非

遗文化的重要存在。同时，非遗具有活态的表现形态，

凸显的是生活的存在。傩舞文化流传千古，与民众心理

和思维等密不可分。傩舞的产生是当地民众共同作用的

结果，傩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傩舞的艺术形式是

多样的，包括服装、面具制作工艺、音乐等，直接关联

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当然，傩舞文化还具有实用性，

当地村民群体信仰和接受傩神，这对其为人处事有着潜

在的影响。因此，在保护傩舞文化时应当注重回归生活，

让傩舞在民众群体中得以延续。 

2.2.2. 加快传承人的队伍建设 

非遗与静态文化不同，由于多以活态形式留存在群

众生活之中，所以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时，需要强调活

态传承的重要性与关键性，为传承人提供更多支持与鼓

励，不断拓展传承人队伍规模，达到有效传承非遗文化

的目的，这一点是推进前非遗保护工作的根本所在。[4]

要知道，许多非遗技艺传承人年岁已高，若是未培养起

优秀传承人，那么非遗技艺只能随着这一代的老人的离

开消失在茫茫历史中。非遗传承者既代表了活态传承，

也彰显了传承链的核心。目前，传承人规模不足是导致

非遗传承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冯骤才认为，导致民间

文化传承困难的根本原因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少数民族

整体人口基数较小，不具备充足的传承群体，该现象在

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少见。这就意味着，非遗文化保护的

核心要点在于培养继承人。 

目前，我国的傩舞官方传承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类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为对

传承人及其技艺加以保护，国家每年都会拨款补贴这两

位传承人。不过当下两人年龄较大，必须加快推进对下

一代人的培育工作。在笔者看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时，

还应给予非官方民间傩艺人一定的政策倾斜，纵观傩舞

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可以发现，该类人群占据了绝对分

量。官方认定传承人具有代表性，但不能对一切傩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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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进行差别对待。唯有对官方代表性传承人和民间传

承人展开共同保护，傩舞传承人队伍才能持续扩充，传

承主体才不至于消散在历史中。传承艺人不同，对传承

项目的领会也不同，在谱系上也具有一定差异，最终带

来的是传承形式的不同，由此可知，各类文化传承的主

要特色有所差别，极大程度上传承了文化多样性的各种

特征。因此必须无论知名度高低对傩进行统一看待，最

大化维持傩文化的多样性，加强政治引导，推进傩文化

传承。 

2.2.3. 建立傩文化传习所或展示馆 

在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不仅要具备丰富全

面的专业知识储备能力，而且需要联系专家进行指导，

在丰富理论引导的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可行参考与建

议，确保决策的正确性。 

在笔者看来，傩舞保护工作的有效落实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申遗成功只是第一步。傩舞保护过程中需兼顾

活态传承与静态保护，扩充传承人队伍，通过建立傩舞

研究基地等，用“以傩养傩”来加强傩舞文化的研究与

保护。[5]通过传习所、展示馆等傩舞保护场所，联合

高效开展傩文化研究，最大化扩充人才队伍，令其加入

傩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另外与高校达成有效合作进

一步开发傩舞专业教学课程，号召青年群体加强对传统

傩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教育方式上，采用传统文化、

现代教育共同兼顾的形式，加强保护和传播传统文化，

给予青年群体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的机会，有效打

破傩舞代际断层的局面。 

目前，我国有多个地方开始建设非遗展示馆、专题

博物馆等，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化推广效果。以山西省为

例，除了广灵剪纸博物馆和戏曲博物馆以外，民众可以

观赏非遗文化的渠道还包括水塔老陈醋酿造技艺博物

馆和万荣笑话博物馆，此外，农耕技艺博物馆也为民众

提供鉴赏平台，在智能设备的基础上能够引导民众置身

在非遗传承当中，增强非遗保护观念。同时，上述专题

博物馆的建立等能够有效传承和保护傩舞，指导和延续

傩舞的保护工作。 

3. 结论 

傩舞由古老的宗教活动演变而来，在千年的发展过

程中，形成了宗教、文化、艺术、娱乐相结合的特点，

表现出其艺术的独特性，以及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和娱

乐功能。但在现代化的今天，因人们生活的巨大改变，

以及多元文化的生活环境，使傩舞在发展的过程中，遇

到一定的困难，但在政府和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傩舞在

保护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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