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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旅游开发对原生态舞蹈的影响
——以云南傣族区域舞蹈为例

王梦曼

（固安县职业中学，河北 廊坊 065500）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作为放松的方式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这对旅游区的舞蹈文化

发展有利有弊，下面本文将对其影响及其策略提出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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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生态舞蹈概述

舞蹈作为我国最传统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文化

“六艺”之一，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有云：“诗，言

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原生态”舞蹈是

古代人民“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产生的，较少受

现代文化影响，它是舞蹈的“文化源头”，是最早的民间舞蹈。

原生态舞蹈展现了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人们最自然，原始，纯净，

真情流露的舞蹈表演形式。这些舞蹈常常有浓郁的当地特色与自

然环境巧妙融合，更重要的是展现出一种人类原始的乐感和动感

之美。

以生命本体为和核心的仪式性。仪式是人古代常见的行为方

式，仪式舞蹈在原生态舞蹈中占有重要位置。仪式舞蹈表达了古

人对超自然神灵的尊重、敬畏和惧怕。在原始社会中，舞蹈是最

好的表达人们感情的媒介之一，所以在宗教祭祀时，巫师实施巫

术中，图腾崇拜等活动都离不开舞蹈。

二、云南地区生态环境及旅游概况

云南位于我国边疆的省区，位于云南高原西部，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94%，也是珠江、长江、澜沧江等

六大江河水系的发源地，水资源丰富、降水量丰富，温度常年温

暖适宜，这也是人们喜欢到云南旅游的原因之一。土壤肥沃，植

被类型丰富，所以素有“香料之乡”，“花卉之乡”的美誉。

正因为依托着云南傣族优越的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云南傣

族日渐成为国内旅游市场上最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云南省通过

近几年来的精心开发与建设，其中旅游业发展保持了平稳较快的

发展势头，旅游业地位越来越显现，成为云南经济的支柱产业。

久受城市文化熏陶的人们更向往少数民族的传统特色文化，云南

省有很多少数民族就占尽先机，正是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魅

力组成云南旅游文化中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云南少数民族中闻名的白族、傣族、纳西族等更是民族中的璀璨

的明珠。

三、云南傣族原生态舞蹈的分类及特征

傣族是云南最有特色最被人熟知的民族，傣族人口在云南省

中就有 115.89 万人，傣族人口占云南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8.35%

（2005 年统计）。傣族是一个有着传统古朴文化的民族，也是个

善歌善舞的民族。傣族人民性情温和，大方，善良。民间舞蹈带

有亚热带独特的风情。傣族原生态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各样并且

各有特色，流行阶层也很广。其中舞蹈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自

娱性舞蹈、表演性舞蹈和祭祀性舞蹈。　

“嘎光”是傣族语言的翻译，“光”即鼓，“嘎光”意思是“围

着鼓跳舞”又为“跳鼓舞”。西双版纳叫作“凡光”，许多地方

也叫作“跳摆”“宁摆”，各个地方的称呼都不一样；“耶拉晖”

是西双版纳地区流行的歌舞节目，以前只由男子跳，而且是在固

定的时间：泼水节时跳的，现在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可加入的集体

歌舞；“喊半光”是傣族舞蹈最古老的歌舞表演形式，流传于德

宏地区的芒市、瑞丽等县。孔雀舞的分类可为单人、双人、三人

以及歌舞剧等节目。

四、旅游开发对云南傣族原生态舞蹈的影响

云南傣族是一个发源中国的国际性的民族，也是一个善舞的

民族，加之优美舒适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民族文化风情，使云南

傣族旅游业发展日益红火。大量游客们在云南旅游的过程中，不

仅把云南各个民族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歌舞文化，推广到各

地，推动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多人知道了这个民族，

但也给云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压力，环境压力，文化破坏等

问题，其中破坏尤为严重的是云南傣族的原生态舞蹈。接下来，

我将对其影响进行概述。

（一）交通和旅游的发展使民族文化的同化

傣族的原生态舞蹈之所以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是由于傣族

人多居住在偏远的贫困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生活封闭，受外界

影响少。随着云南旅游业的开发，大量游客的流入，外地文化的

引进，使傣族原生态舞蹈逐步被淡化、同化，有些原生态文化甚

至开始消亡。随着交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云南地区傣族的

竹楼变成了砖瓦房的小洋房，服饰也由传统的傣族服饰变成了现

代服饰。部分演出服饰已经明显舞台化，失去了传统特色，舞蹈

构图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保证接待游客的质量，现在均

已形成专职接待游客的歌舞队。

舞蹈的组织者也发生了变化。傣族原生的歌舞活动本该由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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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组长组织，现在已经变成了由旅行社组织。另外，在旅游业开

始发展后，纯朴善良的乡村民俗不再像以前那么热情好客、和睦，

变得势力。都是受到现代旅游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

（二）科技的发展使傣族原生态舞蹈的文化底蕴淡化

民族信仰对民族舞蹈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民族的信仰是民族

的魂，是民族的根。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民族信仰中

的一些祭祀活动逐渐在淡化，甚至有些开始消亡。并且在傣族祭

祀活动中不在用传统的道具、服装、舞蹈形式，甚至在祭祀舞蹈

中扩放流 行歌曲，不显得那么肃然，使得祭祀舞蹈失去了它们的

“原汁原味”。更严重的是由于人们对傣族原生态舞蹈的不重视，

导致了祭师无人继承，面临后继无人，社会各阶层应当更关注它。

（三）生活的开放使得原生态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土壤遭到

破坏

在原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外来人员的流入使原生态自然

环境遭到破坏。主要影响包括垃圾，践踏，折枝损坏现象等，而

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云南傣族区域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在原生态

旅游区，原生自然环境占很大优势来吸引游客，一旦被破坏，旅

游优势就会下降。例如：游客扔的大量垃圾进入原生态旅游区的

河流里，河流的污染加重，河里的很多原生态鱼群数量已经开始

减少，有些甚至已经灭亡。河流污染还会导致近景区植被死亡。

近年来，傣族区域的植被景观参差模糊，乔木密度持续减少，灌

木草本数量大增，也无很大的旅游价值。原本保护景区生态环境，

防止水土流失的“保护层”在渐渐削弱。

五、旅游开发中如何更好发展傣族原生态舞蹈

面对以上如此严峻的问题，社会各阶层应当对傣族原生态舞

蹈的发展提起重视，加大傣族原生态舞蹈的保护，下面就其影响

提出了几条策略。

（一）树立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理念

在现代化社会体系中要加强环境伦理建设，尽可能完善保护

环境、保护传统民族文化责任的体系，促进旅游业良性经济的发

展。整个社会都要树立旅游循环经济的理念，尤其是需要加强各

阶层的宣传和教育，才能使政府、公司以及社区对规划环境建设

产生理解性和接受性，并把相关法律规定做到现实中去，构建生

态环境伦理。政府应该借助宣传、教育等办法，发挥其优势功能：

信息传播、大众舆论以及规范不良行为和普及正能量信息的功能。

管理人员应端正积极从业态度，定时进行相关培训，及时更新绿

色发展理念，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人人有责、参与其中的

意识，树立绿色消费观念，这样就可以为循环经济和绿色旅游的

健康发展奠定好的基础。高度重视塑造旅游业的整体形象和宣传

的营销手段。

（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旅游发展长期规划

地方旅游的领导者应制定旅游发展的长期规划，以此为经济

发展的行动指南。开发者要充分看清当地旅游资源的特点，利用

其优势，制订符合当地旅游发展的长期规划并且准确实施。云南

傣族地区的旅游资源总结一下，主要是“边，宝，绿，情”，开

发云南傣族地区旅游资源要抓住要点，统筹规划，突出其中的特色，

加强原生态资源保护，才能把旅游资源优势变成旅游产业优势和

产品优势。目前，傣族地区还没有制定更全面更系统的旅游规划，

还应统一群众思想，提高基础消费观，树立环保的健康发展理念，

从现代人们追求绿色的消费心理出发，从发展环保旅游的角度出

发，在调查清楚旅游资源基本的种类、数目、结构的基础上，制

定旅游资源合理开发的规划，与傣族区域“边，宝，绿，情”较

好融合在一起，创建健康旅游品牌的支撑点，打造系统的有竞争

力的旅游品牌。

（三）合理整合旅游产品，建设特色民族商业街

在城市构成和旅游构成中商业步行街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世

界角度范围来看，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都拥有闻名世界的商

业街，而我国的首都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也表达了中国独特的传统

文化，展现了中国内涵。云南傣族区域在商业街的建设过程时，

可以以当地民族特色为招牌，建立民族风情文化“一条街”，同

时还要合理规划旅游特色产品，打造新颖的产品、出名的产品、

精致的产品，树立“云南品牌”“傣族品牌”。

（四）加强消费教育，增强旅游消费观念

旅游是文化活动中的一种，其中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最受人

们的青睐，是最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旅游中要有文明的经营者，

也要有文明的消费者，更要有文明健康的旅游生态环境，正如马

克思所说：“一个人要多方面的享受，他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

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升华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旅游文化，

打造文明的旅游环境，都要求提高人们的素质，加强环境保护意识。

市民素质的好坏也影响这个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

（五）加大云南傣族原生态旅游区的环境保护

在环境保护中，土壤保护至关重要。必要时可以在游客活动

集中的地方撒上树皮、落叶等方法进行积极的人为保护；在植被

难以生长和更新换代的地方可以用石块铺路来进行保护，来防止

水土流失。实施垃圾分类管理，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可以在游客

买票时发配给每人环保垃圾回收袋，这样可以加强游客对垃圾的

回收意识，也可以减少人们随地扔垃圾。发展区域性物种资源，

用本土普通植物恢复植被，或者进行旅游景观区的周边绿化。在

珍稀物种资源要在周围建立防护栏，避免游客的攀爬破坏。

傣族原生态舞蹈的变迁，不论好坏，都是任何原生态文化都

不可以回避的现实情况，而要在变迁中维护原生文化的延续则离

不开对文化的传承。因此，文化的发展是在传承中体现变迁，在

变迁中延续传承，变迁的是形式，传承的则是原则。如此看来，

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应当引起更多人的更多的关注，保护原

生态文化，人人有责，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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