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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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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现状并不乐观，传承人的断层、传承中对文化认同感的降低

与内涵精髓遗失等问题，无不阻碍这一舞蹈文化的发展。在复兴民族文化背景下，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

遗产需提高传承意识，既立足本身，挖掘多元价值，以不同形式表现，更要凝聚传承力量和技术，面向未

来进行创新，彰显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时代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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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tus of inheritance of Heilongjiang folk dance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ptimistic. Problems 
such as the fault of inheritors, the red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inheritance and the loss of connotation essence 
all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anc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ival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eilongjiang ethnic folk dance needs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inheritance, not only based on itself, 
to explore multiple values, and to express in different forms, but also to gather inheritance strength and technology, 
and to innovate for the future to highlight the Heilongjiang ethnic folk dance culture. The Age Tension of Legacy. 

【Keywords】Heilongjiang; National folk danc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on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是当地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习俗的表现形式，东北秧歌和东北二人转

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类型，更是当代文化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实传承意义。但如今传统

舞蹈文化遗产河流面临“断流”问题，怎样让其延

绵不绝，满足当代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传承困境。

本文即以此为主题，对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

的传承路径进行探索。 
1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特征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形成有多种影响

因素，包括区域地理位置、经济生活、人文环境、

生活习惯等，其发展历史久远，可追溯至农耕时期。

这一阶段，黑龙江民族民间舞唱跳结合，发挥赞扬

劳动人民品德、祭祀山神等功用。随着社会变迁，

不断成为节庆风俗和日常生活的表演活动，同时，

衍生出东北秧歌、安代舞蹈和东北二人转等舞蹈类

型，大大丰富了黑龙江民族民间舞蹈体系；现代黑

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为继承和发展，融入了现

代元素，增加了部分动作技巧，以更好适应当代观

众审美要求[1]。其中被大众熟知的是东北二人转和

东北秧歌。二人转俗称小秧歌，属于我国走唱类曲

艺曲种，是黑龙江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

一男一女搭配表演，手持扇子和手绢，通过边唱边

舞边走来呈现一段故事。 
以黑龙江鞑子秧歌为例，无论是表演方式亦或

是人物扮相，都真实反映东北农村质朴无华的精神

特征。造型方面，鞑子秧歌以棱角分明为追求，常

用表演队型有四面斗、二龙吐水、麻花劲等，充分

反映了文化遗产中民族儿女所寄托的审美情趣和人

文情怀；从艺术角度来看，黑龙江鞑子秧歌蕴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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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统一”“刚柔并济”的美学思想，具有突出的故

事性和民族地域特征，秧歌中所整合的刚和柔、美

和丑创造出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这一和谐艺

术[2]。 
在黑龙江地区，东北二人转被看作民间民族母

体文化的一种，也属于这一地域民间艺术的奇葩，

因而在 2006 年，二人转被选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表现形式上，黑龙江民族民间舞

文化风格粗放且憨厚，欢快中带着美感，而这也源

于东北人民豪放、直爽的性格特征[3]。但现代经济

快速发展下，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生存环境

严峻，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少人研习民族民间舞文

化，由于表演时缺少规范化训练，对舞者的要求并

不高，黑龙江民族民间舞在传承中难以深刻展现它

的内涵与思想精神，舞台表现流于形式，严重阻碍

了这一文化遗产的传承之路。 
2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的必要性 
黑龙江地理位置特殊，处于中国最北端，属于

多个民族杂居的边境省份，比如有满族、达斡尔族、

朝鲜族等，历史演变和民族进程中形成了东北二人

转和东北大秧歌这两类被众人熟知的民族民间舞文

化遗产。其来源于萨满教文化，通过东北各民族人

群一代代培育，转化为火辣热情、风趣活泼且粗狂

豪爽的地域特色舞蹈，代表着东北人民质朴、热情

和乐观的性格特征，也成为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

传承则成为黑龙江人民精神内核与民族文化生生不

息的重要手段；同时，民族民间舞具备教育和文化

功用。黑龙江地区的秧歌文化有重德忠义、开放包

容的思想，与我国人民的思想追求相契合，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中可以实现精神和价值观的引

领。而且秧歌文化遗产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形式，传

承中所开辟的文化产品具备强大市场号召力和人群

吸引力，这将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4]。 
黑龙江地区形成的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不仅在

生产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中有鲜明特色，更重要的

是它蕴含民族迁徙历史、当地人民生活方式以及个

性精神追求，具有现实传承意义。舞蹈本身属于文

化形态类型之一，在历史长河中，民间民族舞文化

深受多元素浸染，由此创造出标志性和身份化的谱

系，也丰富了内在韵味，对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

传承不仅是舞蹈类型的保留，而是对人文精神、地

方文化和思想追求的弘扬。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文脉要延续，艺术

要繁荣。对于传统文化，我国站在社会整体发展规

律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角度来展开，黑龙江民族民间

舞文化遗产属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组成部分，代

表中华文化的走向和追求。遗留的舞蹈文化充满生

命故事和生存追求，彰显黑龙江群体的想象力与创

造力，它深埋人们心中。对这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

传承深入研究，挖掘多元价值，塑造更系统的象征

意义和文化内涵，彰显时代价值。面对新兴舞蹈思

想和舞蹈文化的冲击，黑龙江部分民族民间舞文化

遗产濒临失传，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事业，为了

赋予地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长久活力，需要积极凝

聚传承力量，探索多样传承路径，既体现文化遗产

的历史积淀，同时也要赋予开创精神，让其可以在

时代发展中拥有抗逆性与自我更新能力。 
3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现状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在当代并不仅

是区域文化发展任务，更是中国特色遗产保护体系

的目标，宏观上有“天时”和“地利”支持。但传

统文化存续状况关乎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效

果，而且社会和人文的建构也影响传承质量。以黑

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的存续现状来看，一些文化遗

产濒临失传，尽管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

的民族舞文化通过认定民录非遗的方式得以保护，

但这种手段单一，难以将其中蕴含的深层价值传播

在民间，影响力有限。可以说，黑龙江民族民间舞

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喜忧参半。 
3.1 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的“喜” 
随着我国文化复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就传统文

化遗产保护形成了“国家+省级+市级+县”的四级

管理体系，更是推出了“保护为主、传承发展”等

理念，各地民间文化组织积极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遗产的观点，文化自觉和自信成为共识，良好的

文化发展氛围使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传承

拥有了基础推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

下，地方有了专门的民族民间舞研究机构，同时也

在节庆时期举行相关表演活动，从而激活了本民族

对舞蹈文化的自觉传承意识。黑龙江地区民众对传

统舞蹈文化有一致的价值判断和热爱，很多聚居村

落一脉相承，就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坚定不移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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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传承。例如黑龙江地区就东北秧歌这一民族民间

舞文化遗产获批建立了传承基地，从而取得了许多

成绩。在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

评选中，《姥姥的田》作为东北秧歌审美风格新范

式，获得了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它

是对传统民族舞蹈的创新，并植根于黑龙江文化，

强调生命的感悟，以东北鲜明地域文化生动演绎出

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不仅充分阐述出民间民族

舞蹈的地域文化属性，更是以现代手法对文化遗产

巧妙加工创造，传承之路下，黑龙江民族民间舞闪

耀着开拓性思维的光华，提升了自身在文化领域的

影响力。 
3.2 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的“忧”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在取得积极成

果的同事，也同样面临一系列困境，比如传承人的

数量递减，一些传承人高龄化，且出现断层。研究

是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的必要活动，更是创新

的基础，然而多元文化涌现的今天，针对黑龙江民

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高层次研究人员较为匮乏，研

究层面广度和深度不足，以致无法很好与当代民众

审美需求融洽衔接，更缺少了创新的资源供给，使

其逐步失去了艺术和人群吸引力。如今，很多传承

舞蹈文化遗产的活动内容单一，舞蹈表现形式简单、

内涵不足，语境和情感空心化，无法深层地展现黑

龙江民族民间舞的精神思想和文化魅力，文化遗产

的价值明显受到限制；同时，由于当下研究黑龙江

民族民间舞蹈的学者力量薄弱，导致这一文化在传

承中创新不足，人群吸引力较低，让部分舞蹈元素

出现没落现象。 
4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策略 
4.1 聚焦传承力量，全面部署民族民间舞文化

遗产传承事业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凝结了地区人民的美

德、智慧，传承文化遗产既是对民族精神文化优秀

内容的应用，也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

需要全面部署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事业，构建

特色化的传承体系。“人心和，大道成”，民族民

间舞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遗留的珍宝，它具有文化

自觉、认同、记忆等功能，因此要加强利用，在当

代凝聚人的力量来传承。各地民族民间舞专家以及

青年学者，要积极承担传承责任，以黑龙江传统舞

蹈为中心相聚，深入研究祖先遗留的精神文化财富，

探究各个舞蹈内在逻辑，并结合当地文化发展状况

共同制定传承计划，将其作为常态文化建设工作推

进[5]。除了由专业舞蹈者开展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

化遗产传承工作，还要与我国教育事业连接，将其

渗透在教学活动中，让更多学子领略黑龙江民族民

间舞蹈魅力，建构多领域、多层面的传承意识。例

如当地高校可以与文化馆以“校馆合作”模式开创

东北秧歌传承基地，资源型和专业型的文化馆作为

引领主体，积极组织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开展黑龙江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工作，将东北秧歌文化发扬光大，

让这一地域的学子树立文化传承思想，主动承担起

民族民间舞蹈传承责任。 
另外，学校领导者要号召相关专业舞蹈教师，

就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系统认识

其特色和教育价值，设置对应专业和活动，在日常

教育中引领学生展开探索，与今日社会文化思潮结

合，寻求多元传承之路。最终，黑龙江民族民间舞

文化遗产全面部署工作需要站在复兴中华民族文化

的高度上展开，凝聚人的力量和教育的支持，并以

政策上的监督促进，提升民族文化自觉性；巩固地

区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的群众基础，积极营造

社会传承氛围，全方位进行科学研究和记录，真正

意义上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弘扬提供智力支持。 
4.2 挖掘多元功能，系统构建民族民间舞文化

遗产传承模式 
认识是传承的基础，只有详细了解黑龙江民族

民间舞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表现形式以及生存现

状，真正走进文化生态内部，才能在时代的长河中

提出有利的保护和传承模式。具体来说，一方面要

确立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承的责任主体，

形成专门性推动组织，支持各种传承活动顺利实施；

另一方面，充分尊重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自然变化，

并从理论视角、文化源流、精神思想、教育实践等

多个层面挖掘这一文化的价值，与现有传承机制结

合，创立文化馆、艺术表演活动、教材课程、研讨

会等基础性的传承模式[6]。同时，在这一基础上探

索数字化的传承手段，与多个地方文化管理部门联

动，让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宣传、管理以

体系化方式存在[6]。总之，传承路径下的民族民间

舞文化遗产，需要就自身的多元价值功能探索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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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逻辑方法论和实践体系。 
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价值形式，它凝

结了一个民族的美德、生活习惯以及智慧品格，传

承文化遗产，目的是将其中优秀的精华内容发扬光

大。而这始终离不开“人”，人是传承遗产文化的

主体，同样也是发生和作用遗产文化的客体，传承

中通过挖掘、展现遗产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情感元

素，尊重人的生活习俗和传统习惯，由此会为遗产

文化的传承注入巨大精神活力，提升传承效果。黑

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在传承中要注重挖掘其中

存在的人文内涵，将其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和文化

期待连接，以唤起民众的传承意识。同时，民族民

间舞文化遗产传承者要深入人民、扎根生活，用双

眼去捕捉黑龙江区域生活中迸发的文化艺术火花，

感受当地人民在舞蹈中的质朴情感，真正地把握东

北秧歌、东北二人转等舞蹈艺术的精髓。从而贡献

自身的才情和传承力量，在一个个舞蹈艺术作品中

突出黑龙江舞蹈的文化内涵、地域特色与鲜明风格，

为当地文化事业做贡献，同时更以创新的传统民族

文化遗产滋养民众的精神思想。 
4.3 面向传承未来，持续创新民族民间舞文化

遗产传承活动 
文化遗产的传承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但不能仅仅基于过去挖掘和学习，还要面向未来文

化进行建构，以最大力量和积极行动保护黑龙江民

族民间舞蹈文化，通过多层价值充盈人民的物质和

精神生活，让这一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熠熠生辉。在

价值上，文化遗产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更是国际

竞争和国家文化实力的深层支撑。黑龙江民族民间

舞文化遗产通过长期历史沉淀，拥有了东北秧歌、

东北二人转等独具特色的舞蹈形式，不管是风俗习

惯，还是表演风格与技巧，都形成了差异性，它所

创造的艺术形象和审美趋势，都是中华民族不断提

升文化自觉意识的表现。如今，面对困境中的民族

民间舞文化遗产，要着眼于新时代的文化环境，赋

予现代表达形式和内涵，激活黑龙江民族舞蹈的生

命力。 
民族民间舞属于文化形式的一种，随着时代发

展，会源源不断涌现新艺术形式，推动文化发展的

市场消费、群众审美同样有新需求。黑龙江民族民

间舞文化遗产在传承中既要保持文化发展规律的真

我与内核，也要面向未来，为其充盈新鲜生机，展

现文化遗产的强大生命力。而面对未来的传承，离

不开持续创新，要从时代脉搏中吸收有利元素，拓

展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传承领域，将其与旅游、

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连接，获取当代最有效的

创新力量[7]。如将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传

承拓展至传播层面，借助数字信息技术打造民族民

间舞蹈遗产文化网络传播平台，设计制作丰富多彩

的线上舞蹈宣传视频，大力推动文化遗产走进企业、

走进校园和社区，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系，使其精神

和表现形式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跟随时代

向前发展。 
结语 
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的传承“喜忧参

半”，被大众所熟知的东北秧歌、东北二人转等民

族民间舞蹈，如今面临诸多传承问题。但民族文化

复兴的时代背景下，黑龙江民族民间舞蹈的核心思

想与个性特色毫无疑问会被保留，我们所面临的是

在传承中怎样转变粗放表现形式，让其更加规范化

和文明化，即价值能够与时代需求想匹配。因此，

要汇聚力量全面部署黑龙江民族民间舞文化遗产传

承工作，挖掘其中蕴藏的多元价值，以面向未来的

理念积极创新，既展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博大精

深，同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确保传统文化能够

在传承中有与时俱进的鲜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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