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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岭南舞蹈的历史与发展的介绍，阐述了岭南舞蹈的文化底蕴与审美特色，以岭南舞蹈的审美文化为切入点，

对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作出思考。

【Abstract】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Lingnan dance, the paper expounds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ngnan dance, and takes the aesthetic culture of Lingnan da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onsider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ngnan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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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岭南舞蹈的历史与发展

1.1 早期岭南舞蹈概况 

对于中国传统舞蹈而言，岭南舞蹈属于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岭南舞蹈同中国岭南文化一般源远流长。自中国南北

朝时期开始，岭南舞蹈便有属于自己的早期雏形。起初，岭

南舞蹈普遍以“狮子舞”形式存在，流行于佛山及周边地区；

明朝时期，出现了以“舞龙”为代表的一些传统岭南舞蹈形式 [1]，

并慢慢成了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当今岭南舞蹈现状 

以广东狮舞为例，不仅能够观赏到北方狮表演（如狮子

滚球等），而且能够观赏到南方狮表演（如独角醒狮等），

还能观赏到南北文化结合下的舞狮表演（如健武狮等）。随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岭南舞蹈积极融入其他地区的文化

元素，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多样化，给人们带来更多赏

心悦目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要。 

在发展过程中，岭南舞蹈也面临一些困境，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些民间舞台艺术由于失去了立足空间，陆

续成为历史；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岭南舞蹈丧失了

原有的韵味和意义；传承难以为继导致某些民间艺术失传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岭南舞蹈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面临

诸多困境 [2]，因此，对其予以相应研究，并采取合理的保护

和开发措施具有相当积极的现实意义。 

2 岭南舞蹈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色 

2.1 岭南舞蹈的文化内涵 

岭南舞蹈文化底蕴深厚，其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本土的

南越文化。珠江流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广

东省位于亚热带，由于河汊纵横，因而古往今来都和水运有

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岭南舞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南迁的中原文化。自秦汉开始，岭南和中原之间的物质及文

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原华夏文明以各种途径渗入中国珠江，

并发展成了岭南舞蹈文化的构筑主体：舶来的国际文化。在

海上贸易逐渐兴起的背景下，中国广东省“近水楼台”，成

为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各种先进的商业、科技、政治以及

宗教文化由此登陆，为岭南舞蹈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发展活力。 

2.2 岭南舞蹈自身的审美特色 

“水”催舞境。岭南位于亚热带，再加上河汊纵横，水

便成了岭南最为明显的一大地域景观，所以，在岭南舞蹈中，

水的作用和意义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岭南舞蹈中，无论是

气质、神韵，还是力度，又或者是舞姿、舞步均能够看到“水

的身影”；“绿”唤神思。绿色能够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

对生命的热烈追求，因而在岭南舞蹈的创作及表演中，“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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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元素得以充分发掘，散发出浓郁的生命力；“侨”之演

绎。岭南是华人华侨最多的地方，部分岭南舞蹈便取材于此。

在创造过程中，应善于突破以“背井离乡或者衣锦还乡”为

代表的一些条条框框，应从多个角度观察和思考这些人和事，

积极肯定他们对中国发展的伟大贡献，如此才能创作出更具

人情味和积极意义的优秀作品；“新”中兼容。尤其指世界

文化的兼容并包，即坚持创新，这也是岭南舞蹈的一个主要

特征。应创新作品风格，应强调感情流露，应突出整体协调。

岭南舞蹈在发展过程中应具备超越意识，以自身特有的“巧、

趣、美”来获取更多的认同和肯定 [3]。 

2.3 岭南舞蹈与中原舞蹈的审美差异 

岭南舞蹈是中国舞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带有鲜

明的岭南民俗文化特点。岭南舞蹈植根于一种相对特殊的环

境，和中原舞蹈有联系，也有差异。基于差异角度分析，岭

南舞蹈保留了岭南越族的风格特色以及舞姿情韵，因而显得

尤为绚丽多彩。在岭南舞蹈中有北国的彪悍，也有水乡的柔

美，融合了来自多地的多种舞蹈，如鳌鱼舞、人龙舞以及地

滚金龙舞等。中原舞蹈是中原文化土壤孕育出的艺术之花，

是中原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秉承着中原文化独有特质，

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恢弘大气、高度综合性是其显著特点。

由此可见，在审美上，岭南舞蹈与中原舞蹈存在一定的差异。 

3 对岭南舞蹈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3.1 当今社会的舞蹈艺术审美需求 

自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在

此背景下，中国更加重视文化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舞蹈艺术

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今社会对舞蹈艺术提出了

更高的审美需求，要求其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有助于国

民素质的提升，有助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有助于建设发展

的促进等。舞蹈艺术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文化

形式，在人类生存及发展进程中被创造、完善和传承。 

3.2 对岭南舞蹈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3.2.1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 

在传承和发展岭南舞蹈的一系列工作中，建立健全相关

制度体系是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才能为岭南舞蹈的有效传承

以及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岭南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

机构，应高度重视并积极落实相关制度建设工作，组织该领

域专业人才，对诸多岭南舞蹈类型进行全面而细致地统计和

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与之对应的制度体系，从而

为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积极而有效的制度保障 [4]。 

3.2.2 培养舞蹈人才 

舞蹈需要人来演绎和传达，所以，重视并做好舞蹈人才（如

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等）培养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此

过程中，首先，要求舞蹈教师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善于汲

取最新知识，能够让自身跟得上时代发展脚步。其次，教师

应培养自身的有效思维方式以及时且准确地发现不同学生的

优势和劣势，以便制定和落实针对性的教学机制，从而培养

出优秀的舞蹈人才。 

3.2.3 音乐、舞美协同发展 

对于舞蹈艺术而言，音乐和舞美属于重要辅助措施，促

进二者发展能够极大丰富舞蹈演出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拓展舞蹈演出的时间以及空间，从而发挥一种延伸及补充的

作用。如 2007 年的中国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城雨巷》，通

过大屏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江南小城，清脆的雨

滴声和持伞慢行的少女构成一副优美的水墨画，洋溢着浓浓

的东方韵味，给节目增光不少。所以，在岭南舞蹈传承与发

展的过程中，应重视音乐、舞美协同发展，从而提升岭南舞

蹈的艺术意境 [5]。 

3.2.4 加强专业团队的舞蹈创作 

对于专业团队而言，其一线编导普遍接受过较为专业的

编导学习，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无论在创造力方面，还

是在想象力方面，又或者在审美判断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先

进性。另外，歌舞团演员大多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专业舞蹈者，

无论在舞蹈动作上，还是在舞蹈技巧上，又或者是在舞台表

现力方面，均较为优秀。毫无疑问，优秀编导和优秀演员的

强强联手往往能够打造出优秀的舞蹈作品，甚至创作出经典。

所以，在岭南舞蹈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应加强专业团队的舞

蹈创作。 

3.2.5 促进岭南舞蹈大众化 

岭南舞蹈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群众支持，即需要拥有良

好的群众基础。如果能够加大岭南舞蹈普及力度，使其如同

中国广东音乐一般进入小学音乐课堂，那么将会为岭南舞蹈

传承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支持，又或者制作岭南舞蹈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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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以及教学光碟，提高其宣传和普及力度，使其发展成一

种“大众舞蹈”。可以预见，通过全民动员活动的开展，岭

南舞蹈必将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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