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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婺源“傩舞”的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 

黄文娇 

（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0） 

【摘 要】目前江西婺源“傩舞”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正确处理婺源“傩舞”的旅游开发中保护与

开发的关系，促进两者的长足发展。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婺源“傩舞”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保护性旅

游开发的具体措施：包括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加快“傩舞”专业人才培养建设、建立婺源“傩

舞”博物馆等。2010年 5月婺源“傩舞”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婺源“傩舞”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婺源“傩舞”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江西婺源；“傩舞”；保护性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13.011 

1 江西婺源“傩舞”文化内涵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保存“傩舞”种类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傩舞”虽然种类多样，但是因为经历的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

以及不同的地理位置差异，因此展现出了“傩舞”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点。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江西婺源“傩舞”的

文化底蕴。 

1.1驱鬼逐疫 

驱鬼逐疫历史悠久，是一种古老的中国傩文化，据史料记载，傩在汉代是以方相氏带领猛兽吃尽疫鬼而最终结局。作为傩

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江西婺源“傩舞”一直传承这一古傩之义，从汉代至今，历史悠久，《余氏族谱·傩变神记》记载：“汉

吴苪将军封军山王者，昔常从陈平讨贼驻军山。对乡人语曰：‘此地不数十年有刀兵，盖由军锋耸峙，煞气所钟，反尔乡民一

带介在山辄，须祖周公之制，传傩以靖妖氛。’”据《婺源县志》记载:“吴苪死后葬于婺源，他曾在婺源举行过祭山仪式，而

祭山中有傩事活动”。因此婺源“傩舞”和南丰“傩舞”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据清同治的《广昌县志》记：“新春……少年子

弟，沿门扮春戏，或朱裳鬼面以为傩。”由此可见，虽然江西各个地方的“傩舞”时间有差别，但是“驱鬼逐疫”的用意却是

完全相同的。 

1.2祈福求吉 

在古代，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对自然界出现的神奇现象不能解释，因此产生恐惧，于是就祈求神灵庇护，人们希望通过

跳傩“驱鬼逐疫”，向神灵祈祷能实现心中的愿望，希望生活风调雨顺。由于婺源恶劣的地理环境，自婺源有人居住以来就时

刻会受到各种水患和瘟疫灾难的威胁，而他们自己无法去解决，人们寄希望于神灵，于是根据想象中的鬼怪，制作浄狞面具，

跳起凶猛的舞蹈，就可以驱赶邪气，消除灾祸，带来平安。这样，人们相信全年家家都平安无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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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西婺源“傩舞”保护与旅游开发现状分析 

目前，婺源“傩舞”文化已被列为婺源县的重要旅游资源之一，其保护性旅游开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婺源县委、

县政府以及专家学者、当地群众都希望为了婺源“傩舞”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该县专门成立了文化研究会，

通过研究开发，聘请知名编导，将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傩舞”艺术搬上舞台，为游客奉献了一道文化大餐。同时，还加大了

对傩文化工艺品的投人，特别是傩面具的制作品种繁多、特色鲜明，吸引着各种不同种类的游客。 

经过不断的努力，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婺源“傩舞”文化的魅力及底蕴，但是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挖掘开

发婺源“傩舞”文化应各方相互配合，例如，提高研究会的工作条件，增加工作人员，加大经费以及先进办公设备的投人等。

加大对婺源旅游开发地区的管理，避免一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肆意挥霍婺源“傩舞”文化，进而对婺源“傩舞”文化造成新的

伤害，起到反面宣传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古文化失去兴趣，造成婺源“傩舞”文化的传承出现老龄化，

后继无人的危险境地，因此，旅游开发婺源“傩舞”文化，应以保护为主。 

3 江西婺源“傩舞”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策略 

江西“傩舞”在 2006年 5月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人们重新了解了婺源“傩舞”的价值。婺源“傩舞”

以“古”而具魅力，被舞蹈研究工作者称为“中国舞蹈艺术的活化石”。但是由于“傩舞”传承方式的脆弱性、社会与人文环

境的改变，种种原因造成婆源“傩舞”的发展很受限制。因此，保护和传承傩文化，可以进一步的挖掘婺源“傩舞”的文化内

涵及价值，进行市场引导和合理的旅游开发，对实现婺源“傩舞”进行保护性的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3.1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是全人类的精神宝藏，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精神传承。但是，目前民众普遍还不能深刻的认识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还不够高。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

保护意识，就必须通过借助各种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的宣传，使保护观念深人人心，从而提升民众的保护意识。同时当地政府也

要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以有效的保护，继

续传承给子孙后代。 

3.2加快婺源傩文化专业人才培养建设 

人才是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关键，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随着人们认识婺源傩文化的加深，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到其重要性和文化历史意义，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保护和传承婺源傩文化，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的事研究人才、创

作人才和经营管理型人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发扬和保护婺源傩文化，所以，我们应当有组织有计划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此专

业型人才的培养。傩文化历史悠久，大多都是口口相传，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这就造成了在传承过程中部分傩文化的失传，

其中傩乐、傩戏、傩技等艺术就已经有所失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时代的因素，傩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人人对“傩”避而不谈，因此傩文化损失了一大批的演绎人才，虽然傩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多亏无名的英雄奋力的保

卫，傩文化得以保存传承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傩文化又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傩

舞”又重新兴盛发展起来。因此，我们要寻找傩文化的老艺人，鼓励他们，为了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去培养更多的年轻的演绎

传承人才。艺术不分国界，因此，为了让跟多的人了解中国傩文化，我们应该积极参加国内外的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

傩文化，从而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傩文化。 

3.3积极创办婺源傩文化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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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元宵、中

秋等等。在节日中，人们都要举办各式各样的节庆活动来娱乐庆祝，在享受欢快的同时也祈求平安幸福。在如今经济快速发展

的现代社会，旅游已成为普遍趋势，在众多的旅游资源当中，节庆活动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之一，如果开发得当就可以

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我国不少城市也建立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节日，如南宁的国际民歌节、桂林的米粉节、岳阳的龙舟节

等。婺源依托婺源“中国最美乡村”这一优势，利用春节期间的休假，设计开发“婺源傩文化旅游节”届时来到婺源旅游的游

客不仅可以欣赏到乡村如画的美景，而且还可以观赏到古朴的傩舞表演;乡村街道上各种不同的傩面具及其他傩文化工艺品让游

客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还有婺源当地的特色小吃在等待着大家的品尝。 

3.4建设婺源傩文化历史博物馆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收藏保管，还有传承。此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化

将应运而生。博物馆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发明，其通过收藏物品，有序的陈列，严谨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各个时

代的不同文化以及伟大发明，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傩文化应该通过博物馆将其更好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让更多的人了解傩文化。博物馆可以以喜闻乐见的、互动的、让人们可以参与的形式来充分发展傩文化，对傩文化进行传承和

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婺源“傩舞”而言，建立傩文化博物馆是保存、保护、宣传傩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场所。 

3.5积极融入环鄱阳湖生态旅游圈，开发“傩舞”文化组合旅游线路 

国家旅游局组织编制了《鄱阳湖生态旅游区规划》，该规划是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规划核心，根据鄱阳湖区域生态旅游

资源实际分布情况，确定了规划范围为 52 个县(市、区)，总面积达 7.65 万平方公里。江西将形成“南昌一柘林湖一庐山一景

德镇一婺源一三清山一龟峰一龙虎山一南昌”的五彩精华旅游线，这条旅游线充分利用了鄱阳湖的地理优势，并结合鄱阳湖丰

富的旅游资源。这一线路的确定为婺源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婆源应在积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同时要加强傩文

化的宣传，积极融人环鄱阳湖生态旅游圈，走一条生态文化与传统“傩舞”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发展道路，将婺源打造成为全国

乃至国际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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