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2024 年第 6 卷第 3 期

教育论坛

创新发展

消费文化视域下非遗文化的当代传承研究
——汨罗江流域打倡巫舞的产业开发

周　丽　洪嘉雯

（湖南理工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摘要：在消费文化日益渗透的当下，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汨罗江流域的打倡巫舞，作为一项蕴含

深厚历史底蕴与独特艺术魅力的民俗艺术，其逐渐成为了学术界与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非遗文化的发展与创

新。文章聚焦汨罗江流域打倡巫舞的这一研究对象，在分析消费文化与非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基础上，对消费文化视域下非遗文化的

当代传承与产业开发展开积极探索，旨在以其开发创新为突破口，探讨如何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同时，赋予打倡巫舞新的生命力与市场价值，

为其注入时代之血液，体现时代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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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快发展，消费文

化逐渐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舞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社会变革之下不

断丰富自我。作为湘北地区非遗文化中的重要代表，汨罗江流域

的打倡巫舞在历经功利性与封建迷信之观念下，以娱乐性再次回

归人民视野当中，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社会变革中源远流长。当

今时代，其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既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也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新机遇，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消费文化与非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消费文化强调个体的消费体验、品牌效应以及符号价值的追

求，并逐渐成为推动社会文化传播方式、审美挂念、价值观念发

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非遗文化作为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活

化石，往往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智慧、民族情感以及技艺精髓。非

遗文化的传承大多依赖于口传心授、周期性活动以及社区参与。

在消费文化浪潮的推动下，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在保持其

原真性与独特性的基础上，积极探寻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契合点，

进而实现活态传承。

汨罗江流域的打倡巫舞，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地一带，由

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人们为了生存，企图与大自然产生对话，以

保平安。《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楚地的吴祀鬼俗”，《湘阴

县志》中已将其风格确定下来，由此可知打倡巫舞多是傩舞祭祀

类舞蹈，主要用来驱邪除灾，表演时巫师头戴假面，身穿汉服，

手执牛角道具，动作强健有力，“一明一暗”营造神秘氛围，令

人产生敬仰之情。作为非遗文化的瑰宝 - 其传承与创新正是在消

费文化与非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背景下而展开的。一方面，汨

罗江流域的打倡巫舞以其古朴的舞姿、神秘的仪式感以及独特的

音乐节奏，吸引着大批对优秀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消费者和游客，

并逐渐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另一方面，随着消费市

场的细化与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当地政府应在继承打倡巫舞原

生态内容的基础上，融于现代化元素，推动打倡巫舞数字化发展、

艺术化改编、不断开发蕴含打倡巫舞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等，使

打倡巫舞与时俱进，进而不断扩大打倡巫舞这一非遗文化的影响

力与受众范围。

二、产业开发：非遗文化传承的新路径—以汨罗江打倡巫舞

为例

在消费文化视域下，产业创新成为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

要途径，汨罗江流域的打倡巫舞，通过一系列产业创新举措，不

仅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一）深耕文化旅游产业，匠心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

汨罗江发源黄龙山，旧时乃楚国，因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而得名，

打倡巫舞，作为汨罗江流域独有的文化瑰宝，一直处于核心地位。

打倡巫舞是一种以舞蹈为载体，融合了巫术、祭祀、民俗等多种

元素的综合表演形式，在现今湖南汨罗市和平江县仍保留基本形

态。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一文化瑰宝，当地政府与民间团体可通过

组织、策划相应的民俗节庆、文化节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体验，展示汨罗江流域的文化魅力，例如回顾历史，将汨罗江流

域文化与爱国诗人屈原相互结合。游客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体验，

目睹打倡巫舞的精彩表演，感受打倡巫舞独特的韵律与节奏，还

可通过参与研学旅行项目、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游览旖旎的自然

景观、入住主题民宿客栈，深入了解打倡巫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

内涵，感受汨罗江流域独特的文化韵味。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

还应积极开发以打倡巫舞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如各种纪念品、文

化衍生品等，以更好地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推动汨罗江流域

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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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现非遗文化的现代转化

在产业开发创新过程中，汨罗江流域的打倡巫舞还应积极向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此推动非遗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再生。打倡

巫舞在历经千年岁月后，累积在播布时令、剧目与表演程序、服饰、

道具等形成了具体的审美规范，展现出其独特的地域民俗信仰特

征与瑰丽的祭祀舞蹈艺术特征，这正是先辈们在日常生活运用中

而留存到现代文化财富，归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自然生成又不断地发展流变。随着社会的发

展打倡巫舞文化已经立于时代浪潮之中，在“双创”精神的指引

下我们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核，发挥其经济效益。一方面，在当

今国潮美学“热”的文化背景下，将打倡巫舞文化赋能国潮美学，

在国产品牌上融入传统文化、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精准营销方面

发力促使其成为艺术市场的新时尚与新潮流，进而促进文化消费，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打倡巫舞在数字

创意产业中的应用。当地政府、文旅部门可探索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等，将打倡巫舞的舞蹈场景、仪

式过程进行数字化重现，让游客在虚拟空间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打倡巫舞的独特魅力，进而推动当地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强化社区参与与教育传承，构建非遗文化传承的生态

体系

2007 年汨罗市文化馆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示第

一批市级打倡代表性传承人以及传承谱系，就汨罗市打倡巫舞的

代表性传承人有：涂会湘（77 岁）、涂燕飞（43 岁）、涂中良（48 岁）、

孙浩（43 岁）。打倡传承人谱系以汨罗市红花乡石鼓村 4 组的涂

燕飞为代表，通过实证查验尚能追溯到，第一代为罗华贵与潘法意，

第二代为涂玉樟，第三代为涂柏皇与涂会湘，第四代为涂中良与

涂燕飞。这些工作为打倡抢救性的保护与推广，以及打倡传承与

后期研究奠定了基础。当前我们应加大对打倡巫舞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探索多种方式，构建非遗文化传承的生态体系。社区作为

包括打倡巫舞在内各类非遗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其居民

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更是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

因此，消费文化视域下，强化社区参与，构建非遗文化传承的生

态体系，对于打倡巫舞的长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社区可通过组织打倡巫舞培训班与表演活动，邀请当地打

倡巫舞传承人到社区传授技艺，吸引社区居民与年轻人参与其中。

这种社区参与模式不仅能够推动打倡巫舞核心技艺的有效传承，

还可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对打倡巫舞这一非遗文化的认同感与归

属感。在此基础上，当地教育部门还应结合现代教育体系，推动

打倡巫舞在学校课程内容中的融入，并通过举办文化讲座、开设

兴趣班等多种形式，让非遗进入校园，使学生受到非遗文化的熏陶，

培养其对打倡巫舞的兴趣与热爱。

（四）探索跨界合作，拓宽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

打倡巫舞是汨罗江畔古先民在面对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所

展现出寻神灵庇护的一种心理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能力一经流布

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并形成一种习俗，有着独特的地域性与民

族性，以及思想认同的“共识性”与传承的“惯性”。所以打倡

巫舞传统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依赖其惯性在人民的生活中传习以民

众为基础通过口头、物质、风俗或行为等形式创造和传播。在今

天这个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打倡巫舞文化

的传播渠道也在不断地拓宽。目前跨界合作已成为推动非遗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最新动力。在此背景下，打倡巫舞的产业创新与发

展应积极探索与其他领域的跨界融合，从而在拓展自身传播渠道

的同时，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推动打

倡巫舞与时尚界的跨界融合。通过开发以打倡巫舞与灵感的时尚

服饰、配饰等，通过将传统舞蹈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进行巧妙融

合，体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另一方面，探索打倡巫舞与音乐、

影视等艺术形式的跨界合作。当地文旅部门可通过与影视公司的

合作，在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中融入打倡巫舞的故事元素，

从而让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感受到打倡巫舞的文化魅力。

此外，还可通过与音乐制作公司的合作，打造具有打倡巫舞特色

的音乐作品，借助音乐的力量，推动打倡巫舞文化的广泛传播。

三、结语

总之，消费文化视域下，汨罗江流域打倡巫舞的产业化创新

发展，需要当地政府与文旅部门在深耕文化旅游产业的基础上，

通过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强化社区参与与教育传承等举措，

推动打倡巫舞这一文化贵报的保护与传承，促进当地经济的多元

化发展与社会文化的繁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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