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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锵，咚咚锵……”伴着强烈的锣鼓

节奏，踏着变化多样的步伐，舞槌上下翻飞，

汇聚成激越的变奏与力量。令旗舞动，脸涂

油彩的英歌舞者和鼓而舞；英歌所到之处，村

民闻声而至，踏步声、锣鼓声、喝彩声交织，铿

锵有力，气势如虹。

今年春节，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引发关注，相关视频在多个网络平台走红，本

地群众和四方游客掌声雷动，甚至有人不远

千里前来，只为现场感受英歌精彩。

历史悠久

融舞蹈、武术、戏曲于一体

元宵节过后，广东潮汕地区的英歌舞队

纷纷收队，等到民俗节庆和盛大聚会时再次

出发。

在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文里英歌

队，非遗传承人杨应锋正仔细清点服装、道

具、乐器和其他物品。最近，他打算恢复每周

五、周六晚上的集体排练。在庵埠镇，有几百

名英歌队员，每每夜间排练，即使演员不带

妆，粗犷多变的步伐、灵动的槌花飞舞，也能

引发围观群众的喝彩与掌声。

“英歌舞是融舞蹈、武术、戏曲于一体的

民间广场舞蹈，取材于《水浒传》中的故事。”

杨应锋介绍，英歌在潮汕民间一直被视为吉

祥平安的象征，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作为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歌在潮汕地区

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及社会影响力，每逢春

节、元宵等节庆，各地纷纷组织英歌表演，已

成为潮汕地区的特有民俗。2006 年，英歌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韩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剑文表

示，英歌得到如此多的青睐，与其蕴含的英雄

气概分不开。作为独具特色的群体舞，英歌

舞动作粗犷豪放，表演气势十足。杨应锋认

为，潮汕英歌与北方“大鼓子秧歌”一脉相承，

潮汕居民的祖辈生活在遥远的北方大地，他

们把源于北方的扭秧歌带到潮汕大地，并将

舞蹈、武术、小说故事、戏曲演技融入其中，进

而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街舞”。也有学者认

为，这是古代傩文化的延续，逐渐演变为具有

地方特色的舞蹈门类。大部分研究者则倾向

于认为，英歌并无单一起源，这些由来都可能

是其在漫长历史中变化发展的一部分。

不管发源于哪里，不管有多少传说，今天

的英歌都是数百年来祖辈们留下的文化瑰

宝，并在当下持续展现鲜活的生命力。

传承发展

创新表演形式及内容

“女子英歌好飒！”“巾帼不让须眉！”当潮

汕英歌走红之际，作为后起之秀的女子英歌队

也迅速走红。今年春节期间，在汕头市潮阳区

文光街道，一场当地首创的男女对打英歌舞点

燃了贺岁气氛。参演的潮阳西门女子英歌队，

成为新年率先亮相的英歌“女团”。

男子英歌取材自《水浒传》，女子英歌则

取材自穆桂英挂帅或者花木兰从军的故事。

不同于男队员们的浓墨重彩和威武阳刚，这

支由 54 人组成的女子英歌队，妆容清新，统

一刀马旦装束，舞步轻快活泼，喊声清脆整

齐，身段英姿飒爽，将女子英歌柔中带刚的艺

术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

西门女子英歌队成立于 1952 年，然而由

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停滞，女

子英歌打法濒临失传，直到 2011 年才在社区

的帮助下重新组建。27 岁的吴燕花是西门

女子英歌队负责人之一。小时候她在家乡看

过英歌演出，非常喜欢。听说西门社区招收

女英歌队员的消息后，她赶紧报名，成为第一

批队员。“获得更多关注，争取更大舞台，才能

更好地传承发展这项非遗。”这是吴燕花的

心愿。

汕头市潮阳区文化馆馆长翁木顺表示，

目前英歌表演主要依附于民俗活动，依靠乡

土文化代代传承的凝聚力。从更长的时间维

度来说，英歌需要以传统为轴，以时代为本，

演绎更多当代故事。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李宏新认

为，英歌舞线上线下引发关注，与近些年国家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密不可分。从女子英歌的探索，到英歌

服饰、脸谱、队形的创新，从大型表演与赛事

中的频频亮相，到网络平台上的走红出圈，如

今，这项绵延数百年的古老非遗绽放出新的

生命力。

走进当下

进校园、开慕课、做文创

广东卫视湾区春晚上，歌曲《一身正气》

以潮汕方言、摇滚乐与英歌舞的跨界混搭，引

发大量关注；春节前，一段潮汕青年街头跳英

歌舞庆新年的视频走红网络，据不完全统计，

原视频点击量近两亿……

英歌舞的走红源自长期的积累。“‘关注

下一代，培养下一代’是英歌舞得以长盛不衰

的根本。”杨应锋说，他专注于年轻队伍的培

养，集中精力做好传帮带。不过他也意识到，

英歌表演所需人员多，但过去英歌的技艺传

承方式以师徒、祖辈传承为主，技艺传授耗时

耗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传承传播效果。

为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近年来，汕头

潮州等地组织英歌进校园、进社区，推动英歌

表演技艺的传承发展。现在，加入英歌队伍

的年轻人逐年增加，表演水平也逐步提高。

近期，汕头市文化馆还成立英歌慕课项目，运

用互联网拓宽教学面，20 集慕课既教授英歌

舞的各项动作要领，也展现出英歌的发展历

程、特色，为大众亲近英歌提供了便捷的切

入口。

杨应锋介绍，现在潮汕很多英歌队都有

自己的视频账号，让更多人看见英歌舞，有的

还注册了公司，尝试开发英歌主题 T 恤、木偶

玩具等周边文创产品。

“打造英歌品牌，本质上是打造一个 IP，

需要专业化、精细化的整体规划和持续深入

的推进。在保留传统民俗价值与内核的同

时，通过商业化的方式探索新路。”时代文旅

营 销 战 略 机 构 董 事 长 兼 首 席 顾 问 熊 晓 杰

表示。

上图为英歌表演现场。

潮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和鼓而舞、气势如虹，一项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春节走红——

一曲英歌乘风舞
本报记者 李 刚

今年春节，国家级非遗英
歌走红网络，舞者们脸涂油
彩，和鼓而舞，步伐铿锵，气势
如虹。

英歌是潮汕地区的特色
民俗，每逢节庆，各地都会组
织英歌舞表演，深受群众喜
爱。如今，这一绵延数百年的
非遗也在传承发展，改进表演
内容、走进学校社区、开发文
创产品，在当下生活迸发崭新
活力。

核心阅读

■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R

“在现场看杂技表演更震撼，更惊心动

魄。”日前，在河北省沧州市吴桥杂技大世界

景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晚杂技节

目《龙跃神州》精彩上演，吸引了来自各地的

游客，各景点游客数量明显增长。

近段时间，文旅市场快速复苏，人们的旅

游消费热情持续旺盛。吴桥县抓住时机推出

一系列“稳增长、促消费”举措，相继推出“新

春嘉年华·非遗过大年”等特色民俗文化活

动，在短视频平台推出非遗文化展演线上活

动，活跃文化消费市场。同时，利用非遗文化

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发放文化惠民券，一系

列促消费的“组合拳”成效良好。

“景区就在家门口，大家都愿意出来走

走，看杂技、赏花灯，感觉热闹劲儿一下子回

来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游客刘冉说，

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让生活充满文化气息，相

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

吴桥县立足实际积极打造多样化的文旅

项目，引入赏灯、逛会、串巷、看杂技等沉浸式

体验活动，杂技特色展演、古城灯光秀、非遗打

铁花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景区节

目进行全方位提档升级、增加技术难度、丰富

剧情细节、优化舞美设计。同时，进一步在服

务智能化、体验个性化上下功夫，满足游客的

深度文旅体验需求，促进了文旅业呈现新气

象、释放新活力。一张张文化惠民券，将线上

线下消费场景串联起来，为商户引流、让游客

享惠，烘托热闹的氛围，实打实地带旺文化消

费烟火气。

文旅市场的迅速回暖，也给旅游从业者

带来更大的信心。“连日来，景区日接待游客

万余人。”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董事长牟双

说，大家对旅游市场非常有信心，将针对吴桥

杂技特色旅游资源推出更多特色计划，创排

更多精品节目，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让游客

更好感受杂技文化的魅力，进一步丰富文旅

市场，满足游客的需求。

吴桥县文广旅局局长曹宏宇表示，近年

来，吴桥县深入挖掘本地独特的杂技资源优

势，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服务水平，最大限度

挖掘市场潜能。接下来，当地将切实发挥好

文化和旅游行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努力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排

更高水平的杂技精品，进一步优化文旅消费

环境，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河北沧州市吴桥县出台文化惠民新举措——

文旅新气象，释放新活力
本报记者 马 晨

美好生活需要“美”，人们在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中，需要提升感受美、追求

美、展现美的能力。作为提升审美素养

的重要力量，美育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对

审美的感知能力，进而唤起人的生活热

情，增强人的生活信念，激励人的精神

状态。

正因如此，美育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美育实践贯穿于家庭、学校、社会，形成

了整体美育的良好格局。

家庭美育的基础作用需要重视。家

庭美育的特点是融入日常生活，孩子的

美育认知基础通常是在家庭日常的环

境、气氛、情感和活动中形成的，并由此

影响道德修养的养成、审美观念的形成、

价值体系的建立。例如家长的生活习

惯、兴趣爱好、性格品行等，都是对孩子

进行美育教育的直观“教材”，直接影响

着孩子的审美品位，塑造着孩子的审美

趣味。家长要认识自己的引导作用，重

视正确审美在孩子成长中的价值，培养

孩子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学校美育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学

校美育是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学校文化

建设的深度融合，在养成正确审美中的

作用不断提升。提高学校美育水平，要

把健全学校美育课程体系放在第一位。

为此，应进一步完善美育课程。在开齐

开好各门公共艺术课程的基础上，要注

重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校本美育课程。

另一方面，要逐步实现各学科中美育的

渗透融合，促进美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开设重实践的跨学科教育课程。此外，组织开展生活美育实

践，可以使美育更接地气。例如，在学校开展服装、花艺、茶

艺、美食、装饰等与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生活美育实践活动，

既培养生活技能，又提升生活品位，潜移默化地培养美感。学

校还可以制定审美艺术教育量化标准，例如让学生选择一样

乐 器 学 习 、参 加 一 项 艺 术 活 动 等 ，将 美 的 培 养 纳 入 日 常 学

习中。

社会美育的引导作用持续发挥。社会美育是在社会层面

进行的美育实践，是审美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受到的熏陶和感

染。社会美育通过剧院、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等文化艺术

机构，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形成审美文化的共识。

特别是一些知名的剧场、美术馆，它们不单是表演、展览的场

所，还能对大众进行润物无声的熏陶和感染。比如国家大剧

院通过周末音乐会、艺术微课堂等艺术普及教育品牌开展青

少年美育工作，为大中小学师生提供教学平台及欣赏平台等。

美育的意义，在于以美的追求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

以高尚的美引导生活，将持续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以
美
育
滋
养
美
好
生
活

赵
思
童

■新语R

本报银川 2月 20日电 （记者刘峰）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

区教育厅获悉：自 2018 年获批建设全国“互联网+教育”示范

区以来，宁夏着力构建“云—网—端”一体化服务体系，实现学

校 200 兆互联网接入、在线互动教室到校、数字教学设备到

班、“互联网+教育”达标县和数字校园建设全覆盖，自治区师

生共享“互联网+教育”发展成果。

宁夏以自治区为单位建成省级“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开放数据接口 500 多个，接入应用系统 146 个，汇聚数字资源

4800 多万件，推动各类教育平台互联、数据互通、应用协同。

深入实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整省试点，升级建设宁夏智慧教

育平台，形成了国家、自治区、市、县、校五级贯通的平台服务

体系。宁夏用户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注册量达 125
万，涵盖全区 100%的教师和 64.9%的学生。

同时，实施“互联网+教育”达标创建工程，建成数字化教

室 2.9 万间。建设中小学在线课堂教室 4600 多间，全区所有

农村学校与城市优质学校结对教学，常态化开展名师课堂、名

校网络课堂，推动优质师资在线流动。

宁夏建设“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本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张健）由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文联、《鄂尔多斯》杂志社主办的“《鄂尔多斯》文学月刊 2023
年新刊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

《鄂尔多斯》文学月刊（原《鄂尔多斯文艺》）创刊于 1980
年。自 2023 年第 1 期开始，该刊全新改版，聘请文学名家参与

办刊，体量增容，以期推介更多文学新人、拢聚更多名家名作、

提升城市美誉度、推动内蒙古文艺事业蓬勃发展。

改版以来，《鄂尔多斯》文学月刊的征订量显著增加。

《鄂尔多斯》文学月刊新刊发布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陈世涵

本报拉萨 2月 20日电 （记者袁泉）在藏历水兔新年到来

之际，雪域高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由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联 合 主 办 的“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文 化 进 万 家 ”活 动 在 拉 萨

举行。

18 日至 20 日，文艺志愿服务团的艺术家和志愿者走进拉

萨市达东村、堆龙德庆区、布达拉宫消防救援大队等地，用歌

曲、舞蹈、魔术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带来一场场视听盛

宴。部分艺术家还参加了 2023 藏历水兔新年联欢晚会演出，

为西藏各族群众送上新春的祝福。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广

泛开展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活动，旨在弘扬中国精神，引领时

代风尚，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干部群众满怀信心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昂扬风貌投身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西藏举行“文化进万家”活动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谷山，几何书店艺术感十足，吸引市民前来打卡拍照。该书店不仅有错落的几何设计，还有文创市集、开放剧场等。在这里，市民既能体验阅读的魅力，也能感受艺术的

气息。图为市民在几何书店内参观。 郭立亮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