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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海南民族文化村的黎族竹竿舞 

文章来源：中国旅游报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7-02-06   字体： [大 中 小]   

 

    舞蹈表演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不同形式的舞蹈表演代表着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起源、传统和民族特

征。海南黎族竹竿舞使游客有机会接触并了解欣赏黎族文化传统，让他们身临其境参与到这种跨文化交流的体

验中来。从上世纪80年代年至今，海南建立了许多黎族民族文化村，黎族竹竿舞是最常见的节庆活动表演项

目。 

    黎族竹竿舞历史悠久，它发源于一种古老的祭祀活动，带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如今的黎族竹竿舞吸纳了许多新的元素，成为一种既是文化娱乐又是体育健身的重要旅游活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黎族人首次进京表演竹竿舞获得了巨大得成功，同时新政府建议竹竿舞应该表现黎

族人在建立新中国、迎来新社会后所表达出来的欢欣鼓舞和对胜利的无限喜悦。于是，竹竿舞的宗教祭祀色彩

被淡化，黎族竹竿舞主题转变整合后融入了现代旅游体系。 

    许多游客起初都会被多姿多彩的舞蹈所吸引，给予竹竿舞颇高的评价。由于节目时间长，内容繁杂，又缺

少对竹竿舞文化内涵的解释，普通游客便会抱怨舞蹈单调拖沓。村里的小商贩则要求缩短舞蹈演出时间，让游

客有更多的时间来购物。为了满足游客和商贩们的需求，竹竿舞表演内容被压缩，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之内。这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黎族竹竿舞原真性的改变。 

    一方面，许多黎族人认为旅游确实改变了本民族的文化，但是旅游业的发展为民族文化村提供了资金，创

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黎族文化的知名度。另一方面，黎族人在利用文化旅游发展机遇上不占优势，在

开拓客源市场和销售旅游产品上，大多被外地的私有企业垄断经营。黎族人对旅游的包容态度和文化商品化进

一步加剧了黎族竹竿舞演变。 

    鼓励游客参与互动，是竹竿舞演变的直接动因。由于游客不谙熟竹竿舞的规则和节奏，只任自己沉浸在模

仿的舞步顺序中，不会随着音乐和手势跳动，往往丑态百出。为了让游客更加随意即兴的发挥，便于他们与黎

族舞蹈演员更加酣畅地互动，必然要求在舞蹈的编排上作相应的改进。在娱乐大众的前提下，游客参与暂时弥

补了黎族舞蹈演员和游客之间对竹竿舞文化内涵理解的鸿沟。 

    民族舞蹈在增进民族文化交流和理解中被认为是一项有效的手段，应该让游客在娱乐放松的状态下充分了

解丰富真实的民族文化，因此，表演者过程中，形象生动地向游客解释竹竿舞的历史起源及其象征意义非常重

要。 

    为保持竹竿舞的原真性，舞台化、商品化的竹竿舞表演应尽可能限制在以发展旅游为目的的民族文化村，

而不应该引向偏远的黎族聚居地区。同时，让黎族人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旅游开发和管理中来，这样会更有效地

推动黎族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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