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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 of the ethnic village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national minority cul-
ture. In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 of the ethnic village can let 
the tourists deeply experience th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folk customs of the ethnic villages, and 
increas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tourists. Tourists also has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by 
somedance performances of ethnic villages. These performances have enhanced the sense of lei-
sure, entertain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tourists. This paper takes Xiaoshuijing Village, Danuohe 
Village, Damuyu Village and Qikou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s the case study, and expounds the 
role of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 of Yunnan ethnic vill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Meanwhi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 form and function of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 
of the ethnic villa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 in ethnic villages and rural tourism. The paper made sugges-
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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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村寨歌舞展演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民族村寨歌舞展演可以让旅游者深

度体验民族村寨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增加旅游者的审美体验，有的民族村寨歌舞展演还邀请旅游者参

与，增强了旅游者的休闲感、娱乐感和参与感。本文以云南省小水井村、大糯黑村、大沐浴村、箐口村

为案例研究对象，阐述了云南民族村寨歌舞展演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民族村寨歌舞展演的

组织形式及功能，论述了民族村寨歌舞展演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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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族村寨歌舞展演是指在民族村寨特定空间发生的文艺表演活动，表演者一般为本村原住民，也可

以是外来者。就云南省来看，民族村寨歌舞展演以民族村寨原住民为主，节目内容主要是村寨生活、民

族风情、宗教文化等，旅游者可以通过民族村寨歌舞展演，了解民族村寨的生活风貌、民族文化，在特

定的时空中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 

2. 云南省民族村寨歌舞展演的组织形式 

云南省民族村寨歌舞展演的组织形式大致可以分为村民自组织型和外组织型两大类。 

2.1. 自组织型歌舞展演 

自组织型村寨歌舞展演一般由本村村民自发组成歌舞队，展演节目内容具有本民族、本村寨文化的

内生性，也就是说，这类节目往往反映本村寨的历史文化，具有本民族文化的良好传承。村寨歌舞队从

上一辈继承了展演节目的相关内容，平时闲暇时作为休闲娱乐，节庆期间自发组织表演。这类节目具有

很强的娱乐性、凝聚性、消遣性，如小水井苗族村和大糯黑彝族村的乡村展演就属于这种形式。 

2.1.1. 小水井村合唱团 
小水井苗族村位于昆明市西北部富民县大营镇束刻村委会境内，距离富民县城十五公里，现居住苗

族有 147 户，是昆明市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小水井村地处海拔 2350 米的山区，从 3 岁小孩到耄耋老人，

大家都酷爱唱歌。每天劳作结束后，村民就自发聚在一起享受歌唱的快乐。小水井村民信仰基督教，至

今村里还有基督教堂，据说这是上世记三十年代一位澳大利亚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把欧洲的美声唱法

教给他们的先辈，一代又一代地在唱诗班中流传了下来。现在，合唱团有 60 多名成员，全部由当地村民

组成[1]。小孩 3 岁左右就跟着大人学唱歌，到成年后正式进入合唱团。姑娘嫁出去离开合唱团，也有人

嫁入小水井村，成为合唱团的成员。就这样，合唱团从未中止过活动。村民加入合唱团不用通过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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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考核，只要愿意都可以，合唱团是因为喜欢而聚在一起唱歌。由于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现在村

里有老、中、青 3 个合唱团。每到晚上，整个小水井村都沉浸在歌声中，成为“歌唱的小水井”[2]。 

2.1.2. 大糯黑村歌舞队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大糯黑村，原名为“藤子哨”，撒尼语当中的“糯”意为“猿猴”，“黑”意

为水塘。糯黑村的中文译义是“猿猴戏水的水塘”。大糯黑村海拔 1900 米，位于喀斯特岩溶地貌发育地

带。这里山峰石岭，溶沟、峰丛发育充分，具备十分显著的喀斯特地貌特征。大糯黑村共 256 户，彝族

撒尼人口占比超过 99%，撒尼民俗风情以其服饰、歌舞表演、节庆活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特色饮

食等为代表。密枝节和火把节是当地最为隆重、最富有特色的节庆活动，这里的民间文学、音乐、舞蹈、

体育、传统手工艺和民俗等富有特色，其中口述文学《阿诗玛》、民族乐器大三弦、石林彝族刺绣被列

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糯黑村中的歌舞表演队共有 7 支，其中老年协会歌舞队 3 支，中青年歌舞队 3 支，传统撒尼戏剧

表演队 1 支。估计 200 人的参与度，歌舞表演者占村总人口的 20%。 

2.2. 外组织型歌舞展演 

外组织型歌舞展演一般由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牵头组织，他们负责招聘演员，组织专家编排节目，

演员可以是本村村民，也可以是从外村招聘进来的员工。外组织型歌舞展演队的成立是为了民族村寨旅

游开发，丰富旅游产品而组织的乡村歌舞展演，像玉溪市新平县漠沙镇大沐浴村和元阳县箐口村就属于

这种类型。 

2.2.1. 大沐浴村歌舞队 
大沐浴村是云南省玉溪地区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龙河村的一个自然村落。它位于新平彝族傣

族自治县南部，着落在漠沙镇龙河村北侧的红河西岸，大沐浴村是干热河谷区，属于南亚热带半干旱气

候类型，村里居住者 99%为花腰傣[3]。大沐浴自然村住有 107 户人家，450 多人。最早的大沐浴村歌舞

队是从大沐浴村村民中挑选的，由县文工团的老师编排舞蹈教授，目的是为了发展大沐浴村的乡村旅游。

自从大沐浴村被政府确定为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以后，政府从大沐浴村歌舞队队员中挑选出一部份并增

加了漠沙镇其他村寨能歌善舞的青年，组建了漠沙镇歌舞队，由镇文化站直接管理并发演员的工资，工

作地点在大沐浴村。平时排练节目，以备花街节、旅游节等重大节庆活动时表演。每当政府有接待任务，

有领导、专家来大沐浴村考察，歌舞队也要表演节目给他们看。 

2.2.2. 元阳县箐口村歌舞队 
2003 年，为了把元阳梯田景观变成旅游资源，政府投资在箐口村修建了各种旅游设施，箐口村开始接

待政府部门和普通游客，村里当时并没有专职的歌舞队，遇到一些重要的场合，民俗村管委会就把一些村

民临时组织起来跳舞。相关领导部门要把箐口村打造成红河州哈尼族文化窗口，决定增加文艺节目的表演，

以体现更多的哈尼族文化内涵。所以，2009 年 3 月，县旅游局开始组建箐口村歌舞队，歌舞队集中了民间

宗教人士、当地文艺精英和箐口村普通村民，有 20 人左右，其中女队员 8 人。成员平时参与旅游民俗村的

管理和文艺排练，有演出任务时就参加文艺表演，平时则兼顾负责村寨卫生、安全、导游等工作[4]。 

3. 民族村寨歌舞展演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现状 

民族村寨歌舞展演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能够促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让旅游者在短时间内体验

民族风情，带来心灵的愉悦。因此，它具有文化传承及整合性、旅游审美性、休闲娱乐性、品牌塑造性

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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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民族传统文化在歌舞展演中传承、整合 

元阳县箐口村歌舞队 2003 年成立时，为了弥补本村哈尼族歌舞的缺失，从元阳县攀枝花乡硐辅村、

麻栗寨请来了大摩批(祭司)朱小和、李主义，由朱小和演唱哈尼族古歌《窝果策尼果》和迁徙史诗《哈尼

阿培聪坡坡》，以增加歌舞队的文化内涵。其他地方的哈尼族喜爱跳的三弦舞、四方舞、扇子舞、罗作

舞、木雀舞、拍手舞、金钱棍等也被搬到箐口村，元阳县一些文艺工作者也被请进箐口村的歌舞队作为

指导专家，其他哈尼族村寨的宗教文化、歌舞文化被挖掘、整合后移植到元阳县箐口村，这些展演节目

还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节目有许多是来自周边其它寨子，还有许多是来自哈尼族其他支系，

但在乡村旅游背景下，成为箐口村的民族歌舞，集中在这里展示给游客，使哈尼族文化能够被外界所知

晓关注。 

3.2.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民族传统文化在歌舞展演中创新 

元阳县箐口村歌舞除了传承、整合本民族的宗教和歌舞文化外，还编排了一些新节目参与旅游展演，

在原来的歌舞文化中增加了新的元素。 
大沐浴村的花腰傣舞蹈则基本是创新编排的。花腰傣最原始的艺术形式是小调，但大沐浴村已经没

有会唱小调的人，遇到重要表演都是从外村去请人来表演。大沐浴村最早表演的舞蹈是在县文艺团体的

指导下，密切结合花腰傣的生产、生活而编排的，如《花街跳铃》、《小卜少捕鱼》、《竹林情歌》、

《傣乡韵》、《花街恋情——娶新娘》、《劳作》、《漠沙江情》、《槟榔情》、《小卜少》、《花街

情》、《田歌》、《闹花街》，由于这些节目来自于对大沐浴村花腰傣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与村寨文化

具有较好的契合度。 
小水井合唱团最早演唱的是《圣经》唱诗班的歌，后来开始演唱云南民歌及其他现代歌曲，2018 年

前往美国、英国参加巡回音乐会时，已经开始用英文演唱歌曲。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根据演出主题也在

适时创新。 

3.3. 民族歌舞展演队成为乡村旅游的名片 

与大沐浴村和箐口村不同的是，富民县的小水井合唱团通过参加合唱比赛在国内外屡屡获奖，已经

形成文化品牌，并通过合唱品牌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2003 年 10 月，合唱团参加了“中国首届西部合

唱节”，这是合唱团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比赛。那次比赛，他们摘下了青年组的桂冠；2004 年 4 月，参加

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走进云南大型歌会；2007 年 10 月，参加“全国首届社会主义新农村合唱大会”

获一等奖；2017 年，在第二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上，合唱团压轴演唱了世界名曲和云南民歌；

2018 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2 日，合唱团受美国纽约爱乐乐团和英国伦敦爱乐管弦乐团邀请，前往美国、

英国参加巡回音乐会，走上国际舞台。 
很多到小水井来旅游的人是受到小水井合唱团盛名的吸引，要来探究合唱团居住的村庄是什么样子，

为何能诞生这样神奇的合唱团。 

3.4. 民族歌舞展演增加了游客的审美愉悦 

民族歌舞展演可以使旅游者从视觉、听觉方面获得审美愉悦，歌舞展演中富有特色的民族服饰，或

优美、或粗犷、或夸张的舞蹈动作都能引起旅游者的想象、移情等审美体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有

这样、那样的生活缺憾，有不满意和失衡之处，观看民族歌舞展演可以使人暂时忘记烦恼，得到情绪、

情感、欲望方面的调节。尤其是游客能够参与的歌舞节目，像大糯黑村彝族撒尼人的大三弦，曲调激扬，

舞步并不复杂，游客容易学习，很适合游客的参与。大糯黑村的歌舞队往往在村门口弹着大三弦，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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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迎接客人，给旅游者歌舞之村的印象。每年的火把节，旅游者蜂拥而至，众人围着熊熊燃烧的火把，

在有力的伴奏中一起跳舞、娱乐。 

3.5. 民族歌舞展演丰富了旅游餐饮的内容 

民族歌舞展演除了在专门的表演场地进行表演外，还有另一种表演方式即餐间歌舞表演。这种表演

形式指民族歌舞表演者为正在用餐的客人进行表演，这种表演往往夹带着敬酒和祝福。彝族、藏族、爱

尼族、傣族等都有餐间歌舞表演。餐间展演的表演者可能是员工，也可能是家庭成员，如藏民家访的表

演者往往是家庭成员。旅游者边用餐边欣赏表演，增加了用餐的情趣。 

3.6. 民族歌舞展演及乡村旅游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 

民族歌舞展演为村民们带来经济收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一是由村民组成的歌舞表演队可

以通过表演节目创收。这类创收分村内创收和村外创收。村内创收是指旅游者来到村里，要求歌舞队为

其特别表演，一般按照表演一场多少钱收费。2004~2005 年，大沐浴村对旅游者要求的专长演出为 150
元表演一场，现在增加到一场 3000 元左右。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佤族翁丁村为到村里的旅游者表演一

场歌舞收费 3000 元左右。村外创收是指受村外相关组织的邀请到县、市、省城进行表演获取的收入。小

水井合唱团和大糯黑村歌舞队，都会受邀到县里、省里进行有偿演出，一般交通费、住宿费由邀请方承

担，对方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如大糯黑村最大的表演队有 36 人，最小的演员 10 岁，最大的演员 71 岁。

他们外出演出一次收入为 6000~8000 元左右，一般外出表演一次，每个表演者最少能分到 100 元左右。 
二是政府津贴。除了经营性收入外，节庆期间，歌舞队之外的村民们参与表演能够从相关政府部门

获得补贴。2007 年中国新平花腰傣国际服装节期间，由县文工团组织编排的“傣雅之梦”大型歌舞表演，

需要 250 个人的演员队伍，当时，大沐浴村歌舞队仅有 10 个演员，加上县文工团的演员，也不到 50 人。

于是发动大沐浴全村的村民参加表演，从 6、7 岁的儿童到 60 岁左右的男子、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参加“傣

雅之梦”的排练和表演。参加排练和表演的村民每人每天得到 20 元的补助。最后，参加了“傣雅之梦”

排练、表演的人员每人领到了 300 多元的经济补助。 

4. 民族村寨歌舞展演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云南民族村寨歌舞展演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总的是积极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4.1. 外组织型歌舞展演中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流失 

由于民族村寨歌舞展演所编排的节目有的反映了民族原始宗教祭祀活动，而村寨歌舞队的队员对表

演的歌舞内涵不甚了解，这些歌舞所表征的文化意义很难得到较准确的表达。同时，像元阳县箐口村的

歌舞节目主要是从其他哈尼族村寨移植过来，这些歌舞展演与箐口村民真实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联，

导致村民觉得箐口村歌舞队表演的歌舞是游离于他们生活之外的，减少了村寨歌舞展演的真实性。 

4.2. 外组织型歌舞队演员队伍不稳定 

外组织型歌舞展演团队是由政府或公司牵头组织的，演员们把村寨表演看成一份工作，心里不自觉

地与其他工作所获得的工资相比较，有的演员离开歌舞队就是嫌歌舞队的工资低而改为外出打工，也有

的是因为嫁到外村而离开歌舞队等情况。这种情况在大沐浴村和箐口村都比较明显。 
大沐浴村歌舞队 2004 年每人每月由漠沙镇文化馆发给 200 元的工资；2005 年中旬，离大沐浴村 60

公里的嘎洒镇有家旅游企业以每月每人发给 400 元工资到大沐浴村来挖歌舞队队员，由于“高薪”的吸

引，大部份队员都去了嘎洒。一段时间，大沐浴歌舞队解散了。为了迎接 2005 年的十月黄金周和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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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的花街旅游节，漠沙镇重新组建歌舞队。为了留住文艺人才，镇政府决定给歌舞队队员每人每月

600 元的工资，不但去到嘎洒的文艺尖子回来了，还把漠沙在玉溪旅游娱乐企业工作的一些文艺骨干吸

引回来，参加漠沙歌舞队的建设。到 2008 年，大沐浴歌舞队共有 13 人。歌舞队建立了上下班制度，上

班地点就在大沐浴花腰傣文化展览馆。歌舞队除了负责大沐浴村和镇上的文艺表演活动外，还负责大沐

浴花腰傣文化展览馆的管理和大沐浴文化广场的清洁卫生工作。遇上镇政府有接待任务，还参与来宾接

待，为来宾唱祝酒歌等。2011 年年初，经过与镇政府商量，元江某私人公司与镇政府签订了 5 年的合同，

承包大沐浴村的旅游经营，歌舞队就由公司管理和支付工资，公司给歌舞队的队员每月 1000 元的工资，

后来这家元江的公司出现亏损，就不支付他们的工资，歌舞队员就留下了公司借给他们的花腰傣服装抵

工资。由于发不出工资，所有歌舞队的老队员都离开了歌舞队，元江的私人公司亏损撤走后，从 2011 年

8 月开始由玉溪的私人公司来承包，又重新组建了歌舞队，在亏损后，公司撤走，还是由镇政府负责歌

舞队的工资发放，工资额度涨到 1600 元，同时向外村新招补充了队员，现在的歌舞队达到 20 人左右。

但是，大沐浴村歌舞队队员主要来自其他村寨，大沐浴村基本没有年轻人参加歌舞队，年青人几乎都外

出打工了。 
箐口村歌舞队刚建立时，每人每月工资仅为 150 元。2004 年 3 月，通过试用期的歌舞队队员每月工

资达到了 300 元，民间老艺人、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到 330 元。但老艺人不愿意长期离家，年轻的队员

也不是十分安心，这些收入至多只有外出打工收入的一半。有些来箐口看过歌舞队表演的一些老板，私

下许诺好工作及高待遇后将一些女队员带走，2004 年那支歌舞队的队员到 2007 年只剩下个别男队员，

无法表演节目。管委会开始在村中找年轻的媳妇来跳舞。因为她们是有丈夫和孩子的，所以不会轻易离

家外出，这样演员就可以相对稳定下来。到 2007 年 3 月，歌舞队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队员补充工作。歌

舞队的第一批女队员平均年龄 18 岁左右，现在的女队员平均年龄 30 岁，她们在表演结束后忙着回家做

家务，很少和游客进行互动和推介哈尼文化，演出效果差很多。 

4.3. 自组织型歌舞队的展演节目不够丰富 

自组织型歌舞队表演的节目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一般不太复杂的节目才容易传承，像彝族的大三弦，

音乐和舞步都不太复杂，基本是简单节奏和简单步伐的重复，比较适合游客的参与。但是，当作为单独

的节目进行表演时，内容的丰富性及时间长度就不够了。 

4.4. 民族村寨歌舞展演在乡村旅游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民族村寨歌舞展演虽然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内容，但是，由于旅游者到来人员的分散性和时间的不确

定性，村寨歌舞队不可能像“云南印象”、“丽江印象”那样定时演出，村寨歌舞队的表演一般都要提

前预定。这样，当散客到达村寨时，常常看不到演出，甚至不知道村寨里有歌舞队，村寨歌舞队的作用

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5. 民族村寨歌舞展演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改进措施 

要充分发挥民族村寨歌舞展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5.1. 深度挖掘、传承、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 

对于外组织型民族村寨歌舞展演，因为表演的节目多是外部力量帮助挖掘、编排的，挖掘、编排者

应该向歌舞队队员讲授歌舞中的文化内涵，歌舞队队员也应该主动研究和学习，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

然。同时，应在展演所在地村寨进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宣讲、传播，让展演所在地村寨的村民了解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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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曾经拥有，现在可能流失、流变的传统文化，增加村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 

5.2. 外组织型歌舞队向自组织型转化 

自组织型歌舞队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凝聚力，虽然歌舞队队员没有固定工资，但大家仍然愿意参加

排练、表演；而外组织型歌舞队由于是政府或公司组织的，歌舞队队员有固定工资，一旦没有经济支持

或者对工资收入不满意，队员容易流失。 
自组织型歌舞队是民族村寨歌舞展演队的最佳选择，但如何能够把外组织型的歌舞队变成内组织型

的歌舞队呢？首先要简化歌舞表演的难度，每个村寨选一个舞蹈，而且这个舞蹈的动作还不能太复杂，

用来打造村寨集体舞。像彝族的“大三弦”、藏族的“锅庄”和傣族的集体舞等。集体舞的打造能够渲

染气氛，同时易于旅游者的参与。像大糯黑村的大三弦，音乐节奏强，舞步不复杂，旅游者参与表演的

热情非常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进入门槛不高，具有很强的集体娱乐性。 
大沐浴村的妇女吃过晚饭也会在村里的表演舞台上跳舞，但她们跳的是现代舞，如果加以引导，把

现有的花腰傣舞蹈中的一些标志性动作抽取出来，排练成集体舞，慢慢形成大沐浴村的表演文化，既能

避免外组织型的歌舞队人员流失甚至解散，也有自组织的村寨歌舞队能够进行简单的歌舞表演，形成与

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 

5.3. 歌舞展演节目的创新 

民族村寨歌舞节目的创新不是引入其他民族文化或现代文化，而是在挖掘本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创作、创新。大糯黑村的歌舞队在挖掘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丰富了表演节目，现在一场表演有 6 个

节目。而且还在县文化旅游局的指导下编排了话剧《阿诗玛》和《圭山彩虹》，每场话剧表演一个半小时。 

5.4. 歌舞队的功能复合化 

目前，自组织型歌舞队主要是排练和演出，外组织型歌舞队还承担一定的村寨卫生、安全、导游工

作。歌舞队是民族村寨文化形象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村寨旅游形象的代表，歌舞队的职能除

了为旅游者表演歌舞外，另一项重要职能是传播本民族文化。除了通过歌舞表演传播之外，应该给歌舞

队队员增加民族村寨宣传员、导游员的职责，这就需要对民族村寨歌舞队队员进行村寨历史知识、生态

知识、劳动生产知识、宗教文化知识的培训，具有丰富民族村寨知识的歌舞队员即能够在民族歌舞展演

前后与游客较好互动，也能够为乡村旅游散客进行免费或收费的导游服务。 
民族村寨歌舞队还应该肩负起村寨文化对外宣传的职能，如通过网络、公众号对外宣传村寨文化，

吸引游客到村寨旅游。 
综上所述，民族村寨歌舞展演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无论自组织型歌舞队还是外组

织型歌舞队都丰富了乡村旅游旅游产品的内容，民族村寨歌舞传承、保留、创新了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游

客乡村审美、乡村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村寨歌舞展演是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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