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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对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影响 

——以土家摆手舞为例
1
 

马 振 

（上海建桥学院 商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摆手舞作为演艺产品参与旅游发展后，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生产性传承，出现了原有民间信

仰制度性功能淡出、经济功能凸显、艺术制度功能创新突出、文化整合功能强化等特征。同时，舞蹈本身有简化、

艺术化倾向，传承对象范围扩大，出现了新的传承主体——法人传承，充分体现了旅游生产性传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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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家摆手舞的旅游生产性传承 

“摆手”是土家族规模最大的民俗文化活动，是土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摆手舞是“摆手”活动的一部分。摆手

舞分大摆手和小摆手两种，集舞蹈艺术与体育健身于一体。大摆手为民众祭祀本民族的共同祖先，规模浩大，参与者众多。小

摆手主要祭祀的是本姓祖先，规模相对较小。摆手舞舞姿大方粗犷，有单摆、双摆、回旋摆、边摆边跳等多种动作，摆手舞的

动作特点是顺拐、屈膝、颤动、下沉，风格雄健，动作豪迈。声乐包括摆手歌和起腔歌，器乐主要是鼓和锣。 

摆手舞历史悠久，在“梯玛”念诵的民族史诗《迁徙记》中，这样写道：“摆手的人们呀，咱们的萝卜无论是大的还是细的，

都放到背篓里，摆手用的东西，都放到背篓里。”土家族的这次大迁徙，据学者研究大约发生在五代时期，这证明较为成熟的土

家摆手舞已经存在有上千年了
［1］
。摆手舞中反映了土家族人民祭祀、战争、生产、生活、婚姻、民俗等众多内容，对于研究土

家族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2006年，土家摆手舞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摆手舞一直依托土家族祭祀活动得以传承，祭祀仪式的社会功能发挥需要民众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认可。丹尼斯•朗认为:合

法性“是以共同的规范为先决条件”，它的存在是基于“受它支配的那些人的共同价值观”之上的
［2］

。改革开放以后，土家族传

统的价值观正趋向多元化，人们对祭祀仪式也不再感到神圣。原有的“共同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对土家民众的吸引力，祭祀活

动存在合法性面临挑战。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摆手舞却因为参与旅游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表征:张家界景区土家风情园的唯一表演项目就是“梯

玛”带队表演的摆手舞;恩施自治州的各个旅游景点的表演项目中都有摆手舞;湖北来凤•中国土家摆手舞文化旅游节于 2009 年

举办，2010年重庆酉阳举办中国土家摆手舞欢乐文化节，湖南永顺、龙山、重庆巫山等地举办了多届“舍巴”节;在土家族地区

演艺类旅游产品如张艺谋的《印象武隆》、梅帅元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夷水丽川》等表演中，都有摆手舞的身影。土

家摆手舞正以各种形式参与旅游发展，在旅游经济中实现舞蹈自身的传承，形成了土家族摆手舞的旅游生产性传承。 

二、参与旅游后摆手舞文化功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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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间信仰制度功能淡出。传统的摆手舞活动依托本民族祭祀活动得以传承，活动中包含诸多民间信仰的内容，起到了

证明信仰制度的合理性、维护信仰制度继续存在的作用，民间信仰制度功能很强。随着时代的发展，祭祀活动已经不是土家民

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摆手舞的民间信仰制度功能开始退化。参与旅游发展后，虽然有诸如土家风情园的“梯玛”带领土家儿

女、游客同跳摆手舞的节目，其中，还展演了部分祭祀活动，但舞蹈中的宗教祭祀仪式仅限于旅游展演，已经远离土家民众的

生活。摆手舞的民间信仰制度功能已经淡出现代生活。 

2. 经济功能凸显。土家族居住地的政府积极举办与摆手舞相关的旅游节庆、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投身旅游表演、旅游景

区倾力打造摆手舞表演节目等等现象，都凸显了摆手舞参与旅游后的新的实用功能——经济功能。 

首先，政府举办与摆手舞有关的旅游节庆，主要目标就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土家织锦村是一家生产西兰卡普、民族

服饰的民营企业，在 2009年的来凤•中国土家摆手舞文化旅游节举办期间，组织村里 30多名织锦工人加班加点，生产土家民族

服饰和西兰卡普民族产品，三个月产销量相当于 2008 年全年的水平，其中仅销售土家民族服装就达 2300 多套。在摆手舞文化

旅游节招商酒会上，来凤县与省内外客商签约招商项目 21个，签约金额达 21.58亿元［3］。2010年中国土家摆手舞欢乐文化节

在重庆酉阳召开，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幕式、土家美食节、旅游商品展销、大型经贸洽谈会、摆手舞文艺汇演，中心内容都

与发展当地经济相关
［4］
。2012 年“中国（湘西）土家族舍巴节”在湖南永顺著名旅游景区——芙蓉镇举行，利用民族节日打造

旅游节庆已经成为增加地方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
［5］
。 

其次，摆手舞与旅游产品紧密结合。在湖南张家界土家风情园里，每天要进行两场摆手舞表演。表演开始前，身着民族服

装的土家青年在摆手堂前摆开六面大鼓，先由身着黑衫、头缠黑色头巾、手持铜铃的梯玛主持祭拜祖先的仪式，然后由身披西

兰卡普的青年男子表演战争场面，最后所有参与者围绕广场中央的图腾柱跳起摆手舞。游客也可以随着鼓声加入队伍，参与学

跳摆手舞，在欢乐的气氛中获得新的旅游体验。 

我们都是土家族，我就是本地人，我们这个景区差不多有 200 个员工，我们从小都会跳摆手舞，现在跳的动作是文工团的

过来教的。我们一天要跳两场，所有空下来的员工都要参加。我是张家界旅游学校毕业的，在这里工作有两年了，这里的工资

还可以，一个月差不多 2500元。游客都喜欢看这个表演，他们都要等到看了这个表演才出去（离开），毕竟我们这个景区里面，

就只有这个表演是大型的，所有游客都看得见，还可以直接进来和我们一起跳。老板就指望我们的表演能多吸引点客人进来，

好多赚点钱。（采访对象：小田，20岁，女，土家风情园员工，从事拦门酒仪式表演） 

我们导游今天说这个景点值得看，尤其是最后的表演，是张家界最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比较原生态。我们看了很多介

绍，现在终于可以看看土家族原生态歌舞。整体看下来感觉场面很大，参加的人很多，舞蹈动作雄壮、优美，民族服装也很美。

但总感觉不太看得懂，不晓得前面那个缠黑头巾的男的是干什么的（指领舞的梯玛），他前面在那里说一通话也不懂（祭祀活动），

为什么有不同的动作，他们应该多点介绍，有个人讲讲，或者放个解释的牌子也好，让我们看得懂，不然就只是凑热闹。（采访

对象：邹先生，吉林公司员工，跟团来张家界旅游） 

张家界历史最悠久的旅游演艺产品——《魅力湘西》，也有摆手舞表演节目。魅力湘西的表演，持续时间为一个小时，分上

下半场，分别在室内和室外举行。下半场的表演就设在室外的摆手堂前，所有民俗类节目以摆手堂为背景展演。节目的最后，

是全体观众在摆手堂前的广场上齐跳摆手舞，达到狂欢的顶点。 

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成功的旅游表演项目——《夷水丽川》中，汇集了大量的土家族、苗族的歌舞，以亚洲最大的

溶洞——腾龙洞为背景，在洞中展演民族歌舞文化，节目中也有许多场景表现摆手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土家族聚

居地的其他旅游景点中，摆手舞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符号，频繁地出现在游客的面前，演职人员全部是本地人，为解决本地劳

动力就业、发展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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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艺术制度功能方面创新性突出。摆手舞的核心艺术规则有双手摆手、膝部颤动、顺边同拐等，在参与旅游发展后，虽

然核心动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有了更多创新。因为民间舞蹈一旦走上舞台，观赏性、表演性和艺术性就成为最高

标准。原生态的摆手舞双手摆动与膝部的颤动以及顺边同拐结合在一起，动作显得机械、僵硬和不协调，这与娱神的最初目的

有关，作为娱神的祭祀舞蹈，追求艺术性并不是其原有的诉求。参与旅游后，作为旅游展演的舞蹈，使游客快乐是核心目的，

舞蹈动作必须具有符合大众审美的艺术特征。无论是土家风情园等旅游景点的摆手舞、各地举行摆手节所表演的舞蹈，还是土

家族各地方政府推广的摆手舞的广场舞形式，在艺术性方面都大大加强，动作或柔美、或刚劲，在保留原有艺术特征的基础上，

舞蹈动作更趋协调。 

4. 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得到强化。传统社会中，作为土家族整体文化的文化因子簇，摆手舞与其他许多优秀的土家文化

因子簇一起构成相互联系的结构网，共同完成文化濡化的任务，达到社会整合的目标。参与旅游经济发展后，地方政府为了发

展经济、旅游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政府举办各种与摆手舞相关的旅游节庆来推动经济发展，旅游企业利用多种手段

改编摆手舞来获取利益，客观上使得摆手舞的影响范围扩大、影响深度加强，文化的整合功能得到强化。 

在政府组织的与摆手舞相关的旅游节庆活动中，摆手舞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得到展现，成为民族文化欣欣向荣的象征。

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摆手舞原本流传在百福司镇舍米湖村一带，来凤县政府为了举办摆手节，抽调多名舍

米湖摆手舞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县各个单位展开培训，县文体局还制作了摆手舞光碟发放到学校、行政单位等，最终实现了几千

名市民同跳摆手舞的场景。全县民众对摆手舞的接受程度也因此得到提高。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同样利用摆手舞文化资源，

将摆手节列为自治州的重要节庆，并利用各种机会在全州培训、展演摆手舞，使得摆手舞的影响范围从酉水流域扩张到清江流

域。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2005 年举办了“长阳土家文化周”，重头戏新编土家摆手舞剧《梦幻土家》引起广泛关注
［6］
，演员候选

者多达 2000 多名民间艺人。2010 年重庆酉阳举办了中国土家摆手舞欢乐文化节，更是创下了 10 万人同跳摆手舞的吉尼斯世界

纪录。通过这些活动，摆手舞成为土家族民众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三、摆手舞舞蹈本身的变化 

摆手舞参与旅游发展后，除了在一些“拼盘性”的旅游民间歌舞表演中充当舞蹈元素以外，也有以摆手舞为核心主题、结

合其他土家族民俗打造的舞蹈类旅游产品。舞蹈本身在旅游产品中如下变化。 

1.大摆手严重简化。参与旅游发展以前，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南卷》下册（中国舞蹈出版社 1991 年版）记载，

大摆手一般为八个部分:排甲起驾、闯驾进堂、纪念八部（群舞）、兄妹成亲（男女双人舞）、迁徙定居（群舞）、建设家园（群

舞）、自卫抗敌（群舞）、送驾归堂。时间可以持续 7 天 7 夜。另据《土家族摆手活动资料》（岳麓书社 2000 年版）记载，各地

的大摆手有 7部分、8部分不等，持续时间有 3天和 7天不同。舞蹈动作包括爬山舞、涉水舞、砍杀舞、射箭舞等多达 20多种，

仅建设家园部分就有 12个动作。 

张家界土家风情园景区所展演的大摆手为武陵地区保存较完整大摆手舞蹈，现仅包括纪念八部、迁徙定居、自卫抗敌三部

分。时间持续共 20分钟，舞蹈形式保留了群舞，舞蹈动作简化到了只有 5种。 

2.小摆手趋向艺术化。据记载，土家族各地的小摆手主要以祭祀本姓祖先为主，规模较小，舞蹈形式以群舞为主，一般是

在长者的带领下围鼓起舞。舞蹈动作比大摆手少，且动作主要是表现生产生活的内容。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 3 天，大多在本村

的摆手堂举行。跳摆手舞都伴有摆手歌，无论是开场还是舞蹈过程中，摆手歌伴随舞蹈全过程。如舍米湖的小摆手最早只有 4

个农事动作，古丈县的小摆手有 6个农事动作，永顺县也是 6个动作，主要包括砍火畲、挖土、撒种子、种苞谷、插秧等。 

参与旅游发展后，小摆手保留了上述动作的基本形式，但在展演中都已经作了艺术化的处理。一般的舞台表演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如前文所述的《夷水丽川》、《魅力湘西》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摆手舞，形式上是小摆手，舞蹈都是群舞，除了在舞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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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阶段有山歌引入外，整个表演中摆手歌已经淡出。舞蹈队形不再仅仅是围鼓而舞，而是出现了单圆圈、双圆圈、方阵行等多

种队形。 

总之，摆手舞参与旅游后，有简化、艺术化的趋势。首先，为吸引游客，旅游歌舞表演团队成员多数为年轻人，且女性居

多。而实际上摆手舞代表性传承人多为男性，年龄都在 70岁以上，企业从经营上考虑，不会让他们成为表演团队的正式演员。

其次，这些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培训老师进入旅游表演团队培训摆手舞，因受时间限制，很难传授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且受旅

游表演的限制，许多与表演无关的程序都被省略。再次，传承人不愿将辛苦钻研学习的舞蹈动作无偿传授给他人，尤其知道对

方摆手舞当作一种赚钱的技能时，传承人更不愿意倾其所有进行传授，所以经常出现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不同地方的徒弟，跳

出来的摆手舞不尽相同的现象。同时，数字化影像技术的普及，也使得传承人不愿意随便表演展现自己的舞蹈。最后，专业舞

蹈演员的加入促进了舞蹈艺术化。由于政府的推动、旅游经营商的经济投入，大多数旅游展演的摆手舞都有专业舞蹈演员的参

与，他们在舞蹈的艺术性、协调性等方面对摆手舞进行符合当代游客审美的改造。 

四、摆手舞传承主体的变化 

1. 代表性传承人参与旅游活动。摆手舞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各种机会参与旅游发展。2013年，湘西非物质文化产业园在吉

首市乾州古城挂牌，湖南龙山农车的张明光作为摆手舞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摆手舞展演。据他介绍，由他传授的摆手舞

学习者不下千人：“现在学习摆手舞的中年人居多。每逢有重大节庆演出，需要大规模的摆手舞活动时，我就会带领乡亲们参与，

一场演出下来，每个人有百八十块钱的收入。”同为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湖南永顺双凤村的田仁信，2000年受聘于永顺县文化

局，给当地的毕兹卡艺术团演员教摆手舞，并在 2002年带领艺术团参加在北京中华民族园举行的土家舍巴节，作为领舞者参加

演出。省级摆手舞代表性传承人湖北来凤舍米湖村的彭承金，人称“鼓王”，也在来凤县、恩施州多次培训文化局下属的艺术团

成员，并带领他们参加上海世博会旅游节巡游、澳大利亚旅游节等。 

2. 传承对象范围扩大。在摆手舞传统传承方式中，传承对象主要是本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后，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旅游企业的表演团队都成了传承对象。比如上述的张明光老人就说自己的徒弟不下千人，他曾经培训过湖南龙山县文工团专业

演员。上文的田仁信老人培训毕兹卡艺术团演员也属于此类情况。重庆市酉阳县为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广普及酉阳摆手舞，拉

开了“酉阳广场摆手舞一定要普及全县村村寨寨”的帷幕，培训教师就是酉阳县大河乡的土家摆手舞国家级传承人田景仁。 

3. 新的传承主体的出现。摆手舞原有的传承人都是自然人，参与旅游发展后，旅游专业表演团队成为摆手舞传承团体。

如张家界景区土家风情园的摆手舞表演队伍已经存在近十年，每天表演两场。演员最初虽是由摆手舞传承人培训，但十年来，

其摆手舞的学习方式基本上都是由老演员带新演员，多年来表演摆手舞的演员换了很多批，但相对固定的摆手舞表演方式一直

传承。可以说土家风情园已经成为了摆手舞的传承单位，以法人的形式传承着摆手舞。 

五、结语 

综上所述，摆手舞在参与旅游发展后，舞蹈自身有简化、艺术化趋势，传统文化功能淡出，经济功能、文化整合功能得到

加强。摆手舞传承中的代表性传承人成为旅游演艺产品的创作者或主要表演者;传承时间以旅游节庆为主，传承地点多在旅游景

区，传承的目的包括吸引游客;传承的过程就是旅游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传承对象也不局限于本村居民，扩展为本地区民众，

甚至包括游客。摆手舞传承的主要要素与旅游要素相重合，充分体现了旅游生产性传承的特点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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