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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的“最强气氛组”，非它莫属

舞者挥槌如电、踏步如雷，72槌

连环击打如惊涛拍岸，蛇步舞姿又

似游龙穿梭，“新晋顶流”英歌舞火

了；鼓乐声中，沟崖高跷的舞者上下

翻飞，“高腿子”和“叠三层”的惊险

表演引人入胜；“形变龙不停，龙走

套路生”的孙家下庄舞龙，脚下生

风，气势如虹……

正月正，闹新春，怎么能少了传

统舞蹈这个“最强气氛组”？人们击

拍和韵，一同在这歌舞欢腾中“闹一

闹”，这节日才够畅快！

    一

舞龙翻转、秧歌欢腾、高跷踏

响，千年不息的鼓点与身姿，在灵动

中勾勒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的

传承有序。非遗传统舞蹈，有如一

条隐形的丝线，串联起历史的温度、

地域的棱角与集体的共鸣。

舞动的“活化石”，用肢体演艺

“文明密码”。

从青海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

彩陶盆”，到敦煌壁画中飞天的飘逸

身姿，传统舞蹈的萌芽可追溯至先民

祭祀、狩猎与劳作的肢体模仿。

在青岛，秧歌中的“跑旱船”，模

仿渔民劳作；即墨田横祭海节上的舞

龙，也与海洋文化息息相关；浦里花

棍表演者24人，代表着24节气……一

步一舞，不仅是生活的延伸，也是社

会风貌和文化的镜像表达。传统舞

蹈把旧时记忆，转化为可观可感的艺

术表达，生动描绘出“活”的历史。

律动的方言，“一方水土一方

舞”。

传统舞蹈之所以能“圈粉”无数，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独特性，服

饰、动作、音乐皆源于当地的特色，形

成别具一格的“身体方言”———

英歌舞刚劲有力，节奏鲜明，

充满力量感，体现了潮汕人尚武的

精神传统；鱼灯表演，舞姿灵动而

优美，蕴含浓郁的江南风情。哪怕

是同种非遗传统舞蹈，也会因地理

文化差异，而生出不同的气质，比

如同为“狮舞”，南狮灵巧默契、夸

张浪漫，北狮腾踏跳跃、威武雄壮。

可以说，传统舞蹈是自然环境、生

产实践、生活方式共同孕育出的

“花”。

集体的仪式，在歌舞中传递

认同。

最初多服务于祭祀、祈雨、驱疫

等仪式的舞蹈，随着社会的发展，逐

渐融入婚丧嫁娶、丰收庆典等生活

场景，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纽带。

传统舞蹈大多是“集体表达”，

需要通力合作。拥有160多年历史

的崂山孙家下庄舞龙，首先要以扎、

裱、绘、粘、装五大工序制作龙，再以

精巧的构思编排舞步，动作难度大、

技巧性强，靠的是村民的心有灵犀。

平度的“扛阁”舞蹈，以“人上叠人”

的方式将两人上下连为一体，默契

配合方能演绎出这“真真假假”玄妙

之美。

     二

秦淮河畔浮灯阵，敦煌月下飞

天绡，岭南醒狮踏鼓跃，漠北秧歌破

寒潮……千般舞姿皆成画，万种喧

嚣各有情，舞不尽人间好时节。

以形表神，尽展东方美学。

传统舞蹈讲究“形神兼备，以意

领形”。通过舞者身体的姿态、步

伐、手势等动作，配合音乐的节奏，

创造出富有美感的舞蹈语言。

折扇翻飞如行云流水，胶州秧

歌男刚女柔，体现“圆融”之美；武术

与舞蹈交融的英歌舞，在刚柔并济

中传递侠义精神；陕北安塞腰鼓震

天动地，击打出黄土高原千年沉积

的苍劲之感……传统舞蹈的美学逻

辑与书法、绘画同源，皆是东方写意

精神的延伸。

以舞寄情，尽诉千年情怀。

舞蹈将难以言说的集体情感，

转化为可感知的肢体符号，是历史

的凝练，是智慧的结晶，也是情感的

表达。透过那些或奔放或温婉或欢

快的舞姿，我们寻味一方地域特色，

体会蓬勃的生命活力，感受传统孝

悌礼义的朴实隽永，看到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希冀与渴望……这些别具

一格的文化体验、扣人心弦的情感

共鸣交织激荡，以绝佳的“现场感”

实现不断“破圈”的传播。

以动显闹，尽显节日氛围。

正月“闹红火”，踩着高跷扭舞

步，希望新年“步步高升”和“攀登高

峰”；元宵舞鱼灯，祈求“富贵有余”“年

年有余”；中秋花鼓舞，旋转跳跃间，传

递“月圆人圆”的美好…… 不仅寓意

美好，舞者们的绚丽服饰、激昂律动的

古典旋律、富有感染力的舞姿，都将节

日氛围推向更热烈的高潮。

传统节日舞蹈往往打破“观者”

与“演者”的界限——— 陕北转九曲，

千人持灯蜿蜒如龙；潮汕英歌舞，百

姓随鼓点呐喊助威；彝族抬菜舞，宴

席宾客与舞者共踏节拍。这样沉浸

参与的民俗，堪称节日的“最强气氛

组”，给人们提供了积极向上的“情

绪价值”。

     三

我们乐见传统舞蹈的走红，但

也要看到，不少走红是源于“野生自

发”的力量，不少传承面临“形式化”

的问题。

比如，当一些舞蹈脱离原生语

境成为旅游景区文化展演，符号化

的模仿、同质化的表演，使得非遗文

化缺少原真性与完整性，少了点“灵

魂”。又如，许多传统舞蹈仍面临

“传人断层”危机，一些技艺依赖口

传心授，一位老艺人的离世便可能

导致特定动作失传……

如何让这样踩着高跷、擎着鱼

灯的“活态史诗”，走入更多人的

眼眸？

既要精进基本功，也要琢磨“创

新功”，让“老树”发“新芽”。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

生机也”。面对观众不断变化的审

美情趣、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传统

舞蹈在精进“老手艺”的同时，要不

断开发“新亮点”。

无论是崂山沟崖高跷的“叠三

层”特技，还是胶州秧歌中的“扭断

腰”，这样的招牌范式不能丢的同

时，也要谋求创新。早在二三十年

前，汕头后溪英歌队就把武术、舞蹈

要素融入动作，成功打造出“飒爽标

签”，让观众直呼“过瘾”。在河南许

昌霍庄村，舞龙手艺人看准灯会夜

间表演的需求，开发了龙身、龙尾、

龙珠都会亮的“夜光舞龙”，精彩的

演出聚起旺盛的人气，每逢节日更

是处于“爆单”状态。

既要注重“手把手”传承，也要

“广撒网”传播，让“小众”变“大众”。

在传承上，一方面，传统舞蹈需

要从“师徒单线传承”转向“社群共

创共享”，比如走进校园、走向社区，

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另一方面，要

善于运用数字技术，比如利用动作

捕捉技术保存老艺人舞姿，建立三

维数据“活态档案”，应用于VR舞蹈

教学系统和体验系统。

在传播上，不妨乘短视频的“东

风”，赶文创产品的“热浪”，借China

Travel的“热潮”……借助互联网，让

各地传统舞蹈打破空间限制，从一隅

走向全国，甚至实现“出海”。

“歌以叙志，舞以宣情。”我们期

待，非遗里的传统舞蹈，不仅能时时

拨动历史的琴弦，更能以生动的姿

态，浸润现实生活，奏出时代旋律。

（转自青岛宣传）

喜看古城闹新春 （通韵）

鼓乐喧天震碧霄，墨城街道客如潮。

琳琅满目小商品，南北特吃频靓招。

赵正本◆

各类年俗活动，总少不了舞龙。徐志新 摄

【中吕•喜春来】即墨古城元宵夜

  秧歌劲扭舒广袖，锣鼓喧腾舞

彩绸，花灯如醉客如流。人聚首，戏

曲唱朱楼。

元宵节赏花灯（通韵）

鼓乐喧天处，猜谜费脑筋。

消磨不眠夜，挤散赏灯人。

竹报千声响，风飘万缕尘。

烟花多易冷，火树总无根。

元宵节有作

千山细雨洗轻尘，芳草微风挽孟春。

寄语心中传故里，凭栏喜悦报家人。

有情昔日还肥壮，如愿今时不苦贫。

一碗汤圆三十个，晶莹光亮又和亲。

马兆勇◆

王红梅◆

张定华◆

鹧鸪天·柳腔登央视

即墨柳腔绽艺林，观灯名段韵深沉。

元宵央视呈佳景，福满家园誉满襟。

音袅袅，意骎骎。非遗瑰宝贵如金。

传承经典声名远，共颂梨园盛世音。

乙巳立春有吟（通韵）

灵蛇曼舞礼东君，山水欣迎青帝临。

柳色自能随雨焕，桃花何日满园新。

苍茫寒野将浮绿，摇曳秃枝正弄春。

遍地阳和妍世界，连天风月醉胸襟。

迎春

旭照气和融白霜，新芽渐露饰春光。

东风有意送风暖，绿水无声看水长。

腊尽雪消天更碧，年初莺啭梦犹香。

桃花源里孕花蕾，一野山河醉眼望。

贺哈尔滨亚冬会开幕

朔城冬夜绽华光，亚奥群英聚一堂。

灼灼圣仪燃绮梦，煌煌银炬映云苍。

赛场逐鹿豪情涌，盛会迎宾喜气洋。

共谱全洲冰雪曲，同书友谊韵悠长。

于周波◆

鲁本胜◆

张公鹤◆

马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