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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分别从凤阳花鼓的题材选取、表现形式、肢体动作设

计和表演场域四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其次是通过现代转型历程分析凤阳花鼓现代发展的路向适应性、健

身性、实践性、表演性和文化性的特征；最后总结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在保持原生态基础上、

与现代体育相结合以及营造传承与创新的浓厚氛围与条件等传承与创新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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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stu-
di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engyang flower dru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hrough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Fengyang flower drum.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trans-
formation of Fengyang flower drum include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me content, the seculariza-
tion of art form, the living of body movement design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performance field. 
Internal logic: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Fengyang Huagu modern transformation mee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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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mee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nlightenment of folk traditional art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s summarized as follows: adhering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and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a great practice to actively build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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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它既可以增强文化自信，也能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聚民心、育新人、展形象的精神力量作用。因此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关

重要。而凤阳花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符号，不仅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记忆，也对

当地人民及全国人民有着非凡的文化意义。纵观学界既有研究，凤阳花鼓历来得到诸多学者关注，更多

侧重于对凤阳花鼓音乐舞蹈的艺术和历史起源的追寻研究，鲜有站在现代转型发展的视域为凤阳花鼓找

寻具体的创新传承思路[1]。因此，本文透过凤阳花鼓现代转型历程，分析凤阳花鼓现代发展路向的特征，

探讨凤阳花鼓体育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总结凤阳花鼓现代发展经验，为推广体育运动和民间传统文化提

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凤阳花鼓现代转型的发展路向 

“路向”意指道路延伸的方向，多比喻青少年成长的路向，由此“发展路向”指事物发展的轨迹和

方向。世界各国文化史表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传承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向必然是消除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和文化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和对立，使其

具有现代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凤阳花鼓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中顺应了这个发展路向，从而获得

了生存与发展的蓬勃生机。 

2.1. 题材选取：主题彰显时代，内容反映追求 

每件艺术作品皆围绕着某一主题创作而成，而作品的内容是根据主题衍生，二者相互体现，密不可

分，因此艺术作品皆有主题，而题材的选取来源于时代背景并彰显时代特征，衍生的内容反映追求。凤

阳花鼓的题材也同样如此。 
在现代转型历程中，凤阳花鼓题材主要围绕群众日常生活、党和国家两大主题进行创作，反映出三

个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分别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群众生活的艰苦条件。比如，著名歌词：“说凤

阳，道凤阳，凤阳原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歌颂出新中国成立之前群众困苦

生活的现状和原因；到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当家作主，主要反映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被广

泛传唱的《王三姐赶集》与《鲜花调》也围绕群众日常劳作说唱出当地风俗习惯和环境等；以及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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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以来，群众对现代物质与精神的高标准与追求。比如，在小岗村演出的著名节目《春风吹绿花鼓乡》

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之后，在党和国家的带领下，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趋向好。在 2018 年的第十届国际建

博会上，凤阳花鼓围绕“传承文化，舞蹈健康人生”主题将凤阳花鼓的特色与现代体育健身操的韵律匀

速融为一体创作《凤阳花鼓健身舞》。 

2.2. 艺术形式：组织构造适应时代发展，外在形式多元并存 

艺术形式是艺术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和外在的表现形态以及种种艺术手段的总和，因此艺术形式是

艺术作品的重要表现形式，艺术形式不仅适应时代发展，而且真实反映社会的新变化、新生活。 
原生态的凤阳花鼓是一种双人表演的民间艺术形式，以花鼓小锣为道具，以演唱民间小曲为主，常

被当作行乞的手段；比如，在民间广为流传“坐唱”和“唱门头”两种形式是原生态凤阳花鼓的典型表

演形式。建国之后，凤阳花鼓主动打破自身固有形式，吸收借鉴其他艺术，逐渐演变以舞蹈为主，音乐

为辅的表演形式，常被当作娱乐的工具，以表达人们的喜悦心情；比如，现在著名的双条鼓表演，就是

凤阳花鼓去掉了说唱形式演变形成的。随着全民健身的全面号召，凤阳花鼓结合体育等现代元素转型发

展，使得花鼓健身操等新形式应运而生，常被用来愉悦身心与锻炼身心。比如，在第十届国际健博盛会

上参与《花鼓小锣唱凤阳》表演的男女花鼓队员们，身着靓丽的服装，跳起欢快的舞蹈，伴随着优美的

旋律，手中敲着花鼓与小锣，边歌边舞，或节奏多变，或昂扬激越，或悠扬纤柔，把既能充分展现凤阳

花鼓这一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又能展现家乡凤阳崭新风貌的凤阳花鼓创新之作，做了精彩的演绎。在

现代社会凤阳花鼓与现代体育舞蹈元素相结合的典型案例就是在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安徽

工程大学艺术团带来的《百面花鼓》作品，该作品首次用话剧的艺术形式且注入了拉丁舞元素，讲述老

一代花鼓女克服种种困难，矢志不渝地带领凤阳花鼓走向世界舞台的动情故事，不但在继承民间传统舞

蹈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而且形成了热烈奔放、深情优美、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2.3. 肢体动作设计：肢体显现艺术魅力，动作映射群众需求 

每件艺术作品均会通过肢体动作展现其独特的外部形态和特征，因此肢体动作设计是艺术作品呈现

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吸引群众广泛参与艺术运动之中关键也在于肢体动作的设计与推广。所以肢体

动作设计的更替可见群众生活转变，群众生活现代化变迁亦必然凸显在艺术作品的肢体动作之中，凤阳

花鼓肢体动作设计即是如此。 
一是动作形态个性化，提升运动参与率。凤阳花鼓中的经典动作“颤”、“摆”、“摇”不仅蕴含

着方圆相济的图形美，还能折射出凤阳花鼓舞蹈独特的肢体形态。在凤阳花鼓舞蹈形态设计中，存在大

量轻盈、飘逸、柔美翩翩的舞步，如飘飘步飘鼓条、十字步揉鼓条、正步位甩鼓条等，这些动作不仅是

鲜明表达女性美的特征，还能吸引更多参与者进行运动。 
二是肢体动作全面化，拓宽运动覆盖率。经典动作凤凰点头强调身体各个部位包括脚、膝盖、手、

头部、眼部的协调，使得身体得到舒展，让参与者在表演和训练中能充分地得到全身运动的效果。 
三是舞蹈创编精益化，加强运动有效率。比如，极具观赏性和健身性的凤阳花鼓健身舞将健身动作

与凤阳花鼓相结合，集健身、普及于一体，既体现舞蹈的柔美又具有健身的力度和强度，整套动作运动

量适中，满足现代人健身需求。 

2.4. 表演场域：选择源于群众，主体凸显群众 

任何艺术作品皆需借助某一表演场域来呈现于众，因此表演场域不可或缺。通过表演场域可探寻表

演发生社会语境、微观地理空间场所、表演主体与观演群体和表演时间等脉络。所以现代转型的变迁也

必然凸显在艺术作品的表演场域之中，凤阳花鼓表演场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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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表演语境来源群众。在清康熙、乾隆年间，许多文人的诗文记录了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产生凤

阳花鼓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1955 年陆中和等凤阳花鼓传承人在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献演，首次以舞蹈

的形式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转而到了现代，为了获取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来传承民间传统艺术，凤阳花鼓

新形式相继呈现在国内外大型舞台、春节联欢晚会以及中小学校园里。 
二是表演空间场所便利群众。原生态的凤阳花鼓表演在民俗活动中，凤阳花鼓一般在室外比较开阔

的区域进行，便于聚集民众观演；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的到来，凤阳花鼓也逐渐出现在高雅的舞台

上来呈现于众。进入新时代，凤阳花鼓健身操的推广与普及使其变成人民群众随时随地能够开展的一种

大众健身的艺术。 
三是表演主体与观演人员凸显群众。从源至今凤阳花鼓表演的主体始终为人民群众，不论以何种形

式皆选材于群众，表演服务于群众，是典型的“娱他”型民间艺术。比如原生状态下的凤阳花鼓是供给

给人民在田间自娱自乐的一种表演，而现代转型后的凤阳花鼓即可以在舞台上呈现，也可以出现在人民

群众的生活之处。 

3. 凤阳花鼓现代转型发展路向的特征分析 

3.1. 适应性 

适应性即通过长时间的选择而形成的常态性发展特性。除外，新时代要求要在扬弃继承、转化创新

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人们身心相契合[2]。在凤阳花鼓现代转型历程中，

其题材内容与现代社会发展脚步相适应；其艺术形式也是在广泛吸纳体育等其它优秀元素，使自身具备

综合性的现代发展能力，从而创造出传承与创新的更多可能性；表演的肢体动作设计和表演场域始终与

人民群众的身心相适应，在愉悦人民群众的同时，也能够激发人们对中国传统优秀民间艺术的更大兴趣。

由此所呈现出的现代发展路向始终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题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身心需求相适应，且形

成常态性的现代发展路向。 

3.2. 健身性 

任何体育运动都是以身体活动的形式进行。而健身操是多数人喜爱的运动项目，除了趣味性强，音

乐动感之外，更受追捧的是它的健身价值[2]。凤阳花鼓起源于当地的生产劳作和风俗习惯，虽然它是以

民歌形式而著名，但不可否认凤阳花鼓具有运动型的特征。尤其是经过现代社会转型发展之后，凤阳花

鼓的健身性特征十分凸显。比如，凤阳花鼓健身操的创编就是在音乐伴奏下进行的特色项目，其目的就

是要通过锻炼，有效地提高人们的有氧耐力素质，增强心肺功能，提高练习者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

性，促进身体素质。此创编与推广也让凤阳花鼓不仅成为日常生活中娱乐自我，强健自我的不可或缺形

式，也使得这项民间运动艺术迸发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3.3. 实践性 

实践性是指人们在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中，必须参与实践，必须在实践中促进思维能力的进一步

发展，在实践中检验思维成果的正确性[3]。凤阳花鼓根据社会的发展、群众的身心需要对凤阳花鼓进行

不断地更替创造，使其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更具有普及性和体育锻炼的价值。比如，凤阳花鼓题材内

容和形式是紧贴社会发展的要求。除外，笔者认为现代转型后的凤阳花鼓，其更多偏向于肢体动作的展

示呈现于众，这种存在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演者，皆能充分享受乐趣并提高身体素质、娱乐身心。凤阳

花鼓的现代发展路向在实践过程中，既能满足当代人对民间艺术欣赏的需求，同时又利用新思维、新形

式和新方法进一步创新发展，从而使得凤阳花鼓更具健康、合理的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1003


丁荣星 
 

 

DOI: 10.12677/aps.2023.111003 18 体育科学进展 
 

3.4. 表演性 

表演性是指通过一定的舞蹈组合表达出一定的思想情感，具有一定的内在含意。它是由舞者创作改

编的舞台表演艺术品。现代转型路向下的凤阳花鼓健身操就是表演性的典型代表。从原始的民歌或单独

的舞蹈形式逐渐将体育与舞蹈动作巧妙的结合，创编成整齐简单的舞步，配合着凤阳花鼓最具特色的戏

曲形式的表演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不仅能充分展示凤阳花鼓的艺术精华，传达地方人民的文化气息和民

族精神，还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凤阳花鼓健身操中，感受健身与文化氛围。 

3.5. 文化性 

文化性的本质是指一个民族的特色所在，保持其民族性和传统性就是其文化性的体现。从凤阳花鼓

的题材选取上来看，一直以党和国家的主题为主；从凤阳花鼓的表现形式来看，无论是舞蹈还是健身操

形式都保持了本质的文化特性；从凤阳花鼓的肢体动作设计中来看，“颤”、“摆”、“摇”等经典动

作一直糅合在现代表演艺术之中。比如在大学生艺术节上所表演的节目《百面花鼓》，将凤阳花鼓与现

代体育舞蹈想结合，让高校师生参与其中，在不断练习过程中，不仅能受到凤阳花鼓音乐和动作的熏陶，

还能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当地的历史、文化等，这不仅传承和发扬了凤阳花鼓民间传统文化，还增强了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4. 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经验和启示——以凤阳花鼓为例 

4.1. 原生态基础上的创新是可持续传承的源泉 

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动力。民族传统文化如何现代转型，实现可持续传承与发展则需要我们

在保持原生态基础上不断去发掘、培育、创新、赋予其新的生命动力和教育价值[4]。凤阳花鼓的现代转

型过程启示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必须符合其发展规律，既要有创新，也要保持其原生态模样；

既要发挥体育和文化的双向功能作用，还要被社会所认同。只要在保持原有的独特性才能找到赖以存在

的个性所在，从而不断创编出适应社会发展和满足群众身心需求的新形式，由此才能持之以恒，才有可

能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 

4.2.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结合是传播的有效途径 

体育运动是现代群众锻炼自我、提升自我身体素质的直接手段。现代体育形式的多元性给民族传统

文化提供了多种创新契机，例如健美操、体育舞蹈、霹雳舞等。从凤阳花鼓的现代发展路向可得，凤阳

花鼓与健身操结合形成新的传播形式即主要以凤阳花鼓音乐为背景，保留其代表性动作且与健身操相创

编，在社区、坊间和工厂等地推广；发挥了其体育与文化的双重功能；不仅得到社会的认同，更是受到

群众的追捧。这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与体育结合最典型的代表。由此，笔者认为，民族传统文化能够持久

性传承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不仅要以经验性、传习式的方式，还要紧跟社会发展的脚步，与现代体育相

结合加以改良和创新。 

4.3. 营造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氛围和条件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角度来说，民族传统文化不仅对当地的人民群众有着极大的影响，更

是对普通人民群众有着不一样的文化意义价值，它不仅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同时也能丰富当地人

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对凤阳花鼓现代转型历程、特征的实践与研究，转而思考民族传统文化及民

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困境。实践告诉我们只要适时的把握民族文化的独有特质，取其精华，以独

特形式逐步走进大众的视野当中，唤起大众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尊重，才能取得持久的传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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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传承与创新民间传统艺术，

发挥其体育与文化双重功能，无疑具有延续文化命脉、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助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现代转型发展路向下的凤阳花鼓集音乐、舞蹈以及健身操等多种新形式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并被大众所使

用推广，不仅成为沟通人民群众身心的桥梁，也是加强身心健康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新时代，民族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把握住其本质，保留其根本存在进行传承和创新；也要与现代体育相结合进行

创编和推广；更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才能够不断赋予新的涵义，迸发新的生命力，获得长久以

往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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