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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传统音乐、舞蹈、戏

曲等都是民族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传统

文化最基础的部分。尽管近年来，国家非遗保护的

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依旧面

临着流失和消亡的情况。

中国舞协在非遗保护工作上做了许多努力和

尝试，认识到活态传承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认为教

育传承是目前较为有效的非遗保护的形式。此次

重庆之行，中国舞协除了将舞蹈界的名师引进课

堂，更将民族民间舞蹈老艺人请上课堂，向当地青

年舞者传授技艺。

重庆酉阳是中国土家文化发祥地，也是“中国

土家摆手舞之乡”，酉阳土家摆手舞入选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动作特点、地域风格

和文化内涵都极具研究价值。为此，中国舞协特别

邀请当地土家族摆手舞老艺人作为老师，与艺术

家、专业舞者及学员们共同交流，感受原生态民族

舞蹈的魅力。酉阳县文化馆内，随着阵阵鼓声，土

家族摆手舞老艺人们热情地跳着摆手舞，一群衣着

时尚的姑娘、小伙儿站在一旁仔细地观看，并模仿

学习着他们的舞姿。

与此同时，中国舞协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还来

到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秀山花灯”进行调研。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除了开班授课，还开

设专家讲座、基础理论和训练课程，在探讨舞蹈传

承、保护与创新的同时，较为全面地开展民族民间

舞蹈的非遗保护工作。

“以前，我们发展舞蹈文化事业，总是通过比赛

或者展演的方式进行。在新时期，尤其是文艺工作

座谈会之后，中国舞协有了新的思路与方向，要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罗斌表示，此次志愿活动

有慰问演出、课程培训、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

非遗调研等形式，下一步，中国舞协还要把非遗保

护工作作为重点，开展“人间舞者”等项目，助力传

承传统舞蹈文化。“中国舞协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以多种方式帮助地方提升舞蹈基础的推广与普

及，帮助地方培养一批强有力的文艺志愿者，定期

下到乡镇基层，无偿为基层群众进行舞蹈艺术培

训。我们要将志愿服务的精神深入推广，将文化扎

扎实实‘种’在当地。”罗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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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千名小学生在课间操时间齐跳家乡民族

民间舞的盛况吗？

你见过穿着牛仔裤、超短裙的时尚青年男女心甘

情愿地拜身着土布、头缠包巾的民间老艺人为师学舞

的场景吗？

你见过十几位知名舞蹈家甘为文艺志愿者，连续

半个月扎根基层为普通舞蹈工作者授课的事情吗？

这看似不易的一切，中国舞蹈家协会都一一办

到了。

为进一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办，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中国舞蹈家协会、重庆

市文联、重庆市舞蹈家协会、重庆市文艺志愿者协会

承办的“走基层”志愿服务项目，于 2015 年 5 月 9 日起

在重庆酉阳、秀山、彭水等地同时举办，内容包括慰

问演出、舞蹈培训、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舞蹈

非遗调研等多项活动，成员除了艺术家和青年志愿

者，更有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斌、中国舞协

副秘书长李甲芹，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杨 矿 ，重 庆 市 舞 蹈 家 协 会 主 席 毕 富 纯 、副 主 席 苟 晓

燕、副主席董进波等领导的加入。

在为期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实打实干的文艺

志愿服务团队走到哪里，就把舞蹈的快乐与美好带到

哪里，把艺术的种子与希望送到哪里，更把自己的心与

情和当地民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5月 13日上午，中国文联、中国舞协文艺志愿服

务团一行来到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进行慰

问演出。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打乱了演出计

划，为了保证演出能够继续进行，场地由酉阳桃花

源广场临时调整到当地室内篮球场进行。

众艺术家冒雨迅速“转战”篮球场，刚踏进场

内，就听见哨声、加油声响成一片，原来这里正在进

行酉阳小学生篮球决赛。

这下可把当地的工作人员急坏了，因为“转场”

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眼看着就要到中午了。中国

舞协分党组书记罗斌神色镇定，一边安排艺术家们

去看台就座，一边安慰工作人员：“你们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等，让孩子们安安心心地比赛。”

上午近 11 点，篮 球 赛 结 束 了 ，情 绪 饱 满 的 艺

术家们在等候已久的当地观众的欢呼声中欣欣

然上场。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王小燕率先亮相，不仅

献上了火辣辣的东北秧歌《大姑娘美》，舞毕，还把

寄予祝福的十几块手绢扔向了看台。观众纷纷站

起身来，争先恐后地伸出双手，都想接住这份祝福，

现场沸腾了。送完祝福的王小燕笑盈盈地走下场

去。别看她在台上活力四射，却鲜有人知，她头一

天晚上才结束了在吉林长达半个月的“下基层”演

出，是连夜赶到重庆的。

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山翀此次与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舞蹈家单思涵一同表演了双人

舞《和风》，优雅的舞姿如春风拂面，令人心情舒畅。

“你们看得安逸不安逸，听得巴适不巴适？”籍

贯四川的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陈小涛一登场，就用流

利的家乡话跟观众套近乎，逗得他们直笑，齐声回

答：“安逸、巴适惨喽！”一曲家喻户晓的歌曲《变脸》

唱毕，他那扎实的唱功赢得满堂彩。接着，他又一

口气唱了《麻辣烫》、《当那天来临》两首歌曲，全场

掌声雷鸣。

重庆市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周昌容带来魔术表

演《奇幻手彩》，向观众展示了近景魔术的非凡魅

力。北京城市当代舞蹈团团长滕爱民表演的现代

舞《青·白》，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涂琳莉表演的《山

里的火塘》、《摆手舞》等节目均受到当地观众的热

烈欢迎。重庆市曲艺家协会会员、重庆逗乐坊相声

演员刘延超、张旋带来的相声《欢声笑语》令观众开

怀大笑，将气氛推向高潮。

“走近你，歌唱老百姓；走近你，爱在生活中；走

近你，心里有底气；走近你，快乐就流行。”伴着中国

文艺志愿者主题歌《走近你》那动人的旋律，所有艺

术家与观众一起在场内跳起当地民族民间舞蹈摆

手舞，笑容灿烂在每个人的脸上。就像歌中所唱，

他们走进了彼此的心里。

“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是中国舞协的一

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该工程进行 7 年多来，得到

了各地舞协的大力支持，已惠及全国 29 个省区市

的农村孩子，开办了 175 个农村教师班，免费为农

村小学培养了 5808 名农村舞蹈教师，受到了各地

宣传、教育部门的热烈欢迎。

2013 年，该工程在全国 7 个省区市建立了 17 个

“少数民族舞蹈课堂”，其示范点多建在当地县以

下农村小学和多民族聚居地。通过招募当地舞蹈

志愿者，进行每周一次或两次的舞蹈教学，让少数

民族地区的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

的 素 质 教 育 ，让 他 们 传 承 本 民 族 优 秀 的 舞 蹈 文

化。2014 年，中国舞协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新农村

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少数民族舞蹈课堂’成果

展演”，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孩子们站在北京的

舞台上，尽情展示舞蹈风采。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森林希望小学

就 是 受 益 的 小 学 之 一 。 据 校 方 负 责 人 介 绍 ，自

2008 年，“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就进入该校，

纳入了“大课间”活动（半个小时以上课外活动时

间）。此后的这个时间段，学生们除了做常规广播

体操，还可以跳舞，内容主要包括苗族的竹竿舞、

土家族的摆手舞等当地民族民间舞蹈。

每当上午 10 点的下课铃声响起，小学生们就

知道愉快的“大课间”时间到了。很快，在老师的

带领下，全校千余名小学生一起跳舞，快乐占据了

学校的每一块空地。

“竹竿舞、摆手舞主要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

学跳，该舞蹈对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应变能力有极高

的要求，他们学习舞蹈的积极性很高。这个传统会

一直保持下去。”森林希望小学负责人说。

伴随着“啪啪”的竹竿敲击声，只看见一组小学

生正聚在一起跳着竹竿舞。拿竹竿的多为男同

学，他们蹲在地上，让两根竹竿彼此间的距离规律

地变化着；女同学则两两拉手，盯着脚下的舞步，

像一只只小松鼠在竹竿间灵活地跳跃着。

“ 你 累 不 累 ？”“ 我 不 累 。”“ 让 我 替 你 一 会 儿

吧！”“再等会儿。”孩子们跳得尽兴，谁也不愿意离

开半步。伴着热火朝天的竹竿声，中国舞协文艺

志愿服务团的老师们也加入了孩子们的舞蹈队

伍。“我们会好好跳，以后还要去北京演。”学校的

老师说。

彭水县文化馆排练厅中，60 余位中小学教师正

接受首都师范大学舞蹈教师于大雪授课。通过硬

腕舞（蒙古舞）和弦子舞（藏族舞）两个组合，于大雪

传授了更为先进的舞蹈教学方法。课间休息时，当

地教师纷纷围在于大雪身边，向他讨教舞蹈教学中

的各种问题。

“我参加培训班已经一周了，虽然我并不是专业

的舞蹈教师，但能接受如此高端、专业的训练，实在太

难得了。我会好好学，然后把漂亮的舞蹈教给孩子

们。”来自当地某小学的音乐教师阿丽说，班上的大部

分学员和她一样，是非舞蹈专业的教师。“我们学得很

慢，但北京来的老师们很有耐心，他们真的很棒。”

舞蹈培训是此次志愿活动的重要内容，根据重

庆不同地区的受众群，分别量身定做了课程，近 400

名学员获益。

在彭水县和酉阳县，培训课程主要针对当地中

小学文体教师、文化馆基层干部开展少儿舞蹈编

导、舞蹈基础理论、民族民间舞蹈基础训练等课程，

帮助当地解决舞蹈基础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提升教

学质量。“我希望当地民族民间舞呈现出继承与发

展的两种模式。”作为授课教师，内蒙古民族艺术剧

院的青年编导娜仁花说。因而在课堂上，她不断向

学员灌输“要在尊重和保护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

编创技法，再来发展当地的民族民间舞蹈”的理念。

重庆主城区以属地大专院校、专业剧团的舞蹈

系学生、专业编导、青年教师和演员为主，接受培训

的学员未来将作为重庆市文艺志愿服务的主力军，

定期为重庆辖区的周边乡镇进行艺术普及与培训

教学工作。因而，在这里，志愿团老师们的授课内

容更为专业。如来自北京现代舞团的青年编导巩

中辉在现代舞课堂上启发学员寻找最真实的身体

状态。万玛舞蹈剧团艺术总监万玛尖措则与学员

们分享自己在实践中的编创经验。

5月 14日下午，舞蹈培训课程结业仪式在重庆舞

协举行。仪式上，滕爱民、娜仁花等获得了优秀志愿

者荣誉证书。获奖志愿者纷纷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难

得的人生经历，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这些基

层的舞蹈从业者，切实解决一些实际教学或创作中

遇到的难题。

助力民族民间舞蹈非遗保护工作

舞蹈培训量身定做解难题

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成果丰硕

慰问演出“安逸、巴适惨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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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燕表演东北秧歌《大姑娘美》

森林希望小学的小学生们在跳竹竿舞

巩中辉在课堂上教授学员现代舞

舞蹈培训课程结业仪式

调研“秀山花灯” （本版图片为胡耀华摄）

重庆酉阳慰问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