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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视野下的沙湾鳌鱼舞
稂艳玲1，2　姜自凤1　黄佩珊1

本文对沙湾鳌鱼舞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特质及本地人对此内容的文化自觉情况进行了梳理，也对当代的保护开发工作进行了

总结。最后探讨如何基于本地人目前对这项民间艺术的文化自觉情况进行保护和开发工作。

文化自觉概念是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

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

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鳌鱼是中国古代人们想象出来的瑞

兽，与龙、凤、麒麟等都被称为吉祥灵异之物。鳌鱼舞是民间

喜闻乐见的一种舞蹈形式，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广泛传承着鳌鱼

舞，且依然保留着浓重的传统特色。

一、起源与发展
鳌鱼舞来源于一段优美的传说。相传远古时期，金、银色

的鲤鱼梦想有朝一日跳过龙门化身为龙，偷吞了海里的龙珠，

变成龙头鱼身的怪物，谓之鳌鱼，终日在大海遨游嬉戏。一

天，有一位书生进京赶考，途经四面环海的女儿岛，女儿们想

留住他，书生为了摆脱她们的纠缠，自己毁容，但她们仍穷追

不舍，一直追至海边，危急时刻鳌鱼救起书生，书生顺利赴

京，获取功名，事后感谢鳌鱼引二鳌成龙。书生文才出众，但

相貌丑陋，在人间当不了官，天上玉帝派文昌帝君下凡点化成

仙，即为“文曲星”（或称魁星）。神话在民间广泛流传，并

建起了文昌阁和魁星楼，遍布沿海各地，古镇沙湾更是兴盛。

乡中舞鳌鱼，是希望乡民中出“状元”，为一地增光，后发展

为对吉祥的期盼而年年舞动。

对沙湾的鳌鱼舞起于何时，有说是明朝，有说是清朝，如

果从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算起，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各坊里的读书人为考取功名，自发组成读书会，筹款扎作金、银

二鳌，于每年９月秋考前舞起鳌鱼到各个读书会祝贺，祈求科场

高中魁首。大家都会准备数箩筐的爆竹，当鳌鱼来到门前舞蹈之

时便以爆竹欢迎，祈求文运亨通。后来沙湾舞鳌鱼也成为沙湾农

历三月迎神赛会的重要民间艺术之一。与飘色、会景、马色、提

灯、舞龙等一起游行，但舞鳌鱼也有单独举行的时候，如庆祝抗

日胜利，即1945年的“双十节”，及1946年的春节。随着社会的

发展，鳌鱼舞也不再是读书人的专利，而是衍生为广大人民群众

祈求“百业兴旺、百般生利”，在各行各业能“独占鳌头”的吉

祥活动。番禺不少乡中都建有魁星楼和文昌塔，沙湾也不例外。

魁星楼供奉魁星，脚踏鳌鱼，一脚凌空踢出一“墨斗”（水工、

木工划线用之物），所以叫“魁星踢斗”。而文阁，多数是底层

奉文昌帝君（名梓橦神），二层奉关公，顶层奉魁星。

二、内涵与特质
第一，鳌鱼外形：身像鱼，有鳞甲，但很短，与金鱼差不

多，首尾上翘，外形像马鞍。凡鳌鱼都扎做一双，各分雌雄，以

尾部区分，雌尾像朵开着的芙蓉花，所以叫“芙蓉尾”，其实是

艺术化的金鱼尾巴；雄尾扎成用铁线曲成的葫芦型，叫“葫芦

尾”。鳌身之下，围了一圈彩绸，叫作“鳌鱼裙”，把舞鳌鱼者

上半身遮掩起来。沙湾鳌鱼与其他地方鳌鱼相比，头部更像龙

形，如图1所示。

图1　鳌鱼外形
第二，制作材料。鳌鱼用竹篾、铁丝为框架，扎成身长1米

多、身高约半米多、尾高近1米的龙头鱼身模型，外贴纱纸后着

色彩绘。雄鳌描上金鳞，雌鳌描上银鳞，鼻涂朱砂色。虾眼、高

鼻、口扁而阔，两鳃盖可开合。

背鳍像鲟鱼、腹鳍像菱角，两角扎有彩球飘带。雄鱼系红

裙，雌鱼系绿裙，两眼还放上手电筒，必要时打开发出两条光柱

更显神威了。二鳌头角均架以红、黄绫丝包着木棍制成的红黄

简，红简意为簪花挂红，黄简意为皇帝封诰，简中扎一与简同色

的花球，红绫与黄绫分别在简的两边垂下一尺，并吊着花球，形

象凶猛，威武雄壮。

第三，舞蹈形式：神话故事经过演进，创造出鳌鱼舞蹈一

系列形式，带着古朴的地域色彩。鳌鱼起舞时，雄雌两鱼各由一

人舞动。舞者头部藏于鱼腹之内，用肩部承住鱼身，两手像舞狮

一样，握着鱼腹左右，作高举、昂首、俯视、侧身等动作。通过

肩、臂、手、肘的运动，使鱼身高、低、旋、摆和鱼口开合，特

别多作30°～40°角的倾侧，有时雄雌两鳌相互点头、追逐、缠

绕、碰头，而双足都紧随急促的鼓声不停跳动，务求把鳌鱼舞动

得非常活跃，在锣鼓声中呈现各种舞姿，仿佛两条淘气的鳌鱼在

海中遨游嬉戏一般，趣味十足，如图2所示。

图2　舞鳌鱼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基于文化自觉理论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沙湾古镇为例”（项目编号：

GD14XGL20）；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017创新创业项目“‘撸山海’户外素质拓展及旅游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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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魁星前导。舞狮，有大头佛引导；舞龙，有武士擎

着两颗龙珠引导；舞鳌鱼则是由魁星来引导的。以魁星楼所供奉

的魁星为原形，头戴蓝色脸具，披头散发、青面獠牙，左手持墨

斗、右手挥朱笔，身穿黑长衣，腰扎红绫，随鼓声起舞，不断地

单脚跳动，不停地转身引导双鳌舞动，生动地再现了古代一个书

生刻苦学习，赴京考试途中遭女妖追逐，经鳌鱼相救日后中了状

元的故事。

第五，音乐伴奏。音乐全为击乐、大鼓（狮鼓）、高边锣、

大钹，不设吹奏，只配单长音的螺号声。锣鼓节奏是4/4拍子（︱

×× ×× ××× ×0 ︱），有时用碎鼓（即密鼓点），时而锣

鼓钹齐击，时而前三拍只击鼓心或鼓边，后一拍锣鼓钹齐击。节

奏明快、单一、强烈。鳌鱼舞的节拍非常急促和跳动，特别是在

向前冲的时候，更是以最密的鼓钹声来烘托气氛。

第六，蕴含的地域内涵。前期主要是读书人祈求文运亨通的

一种活动，如清朝时每遇秋闱考试前，即由读书人集资制作，锣

鼓喧天、爆竹震地并到乡内各坊演出，以取“独占鳌头”之兆。

每巡回一坊，需一昼夜。后期渐渐成为一种吉祥的舞蹈，认为舞

过的街巷，都可以消灾避祸，因此人们会开门迎接，让鳌鱼在家

中舞动一翻，认为可以全家得福。

三、现代保护传承
（一）延续传统，为庆典、文化活动烘托喜庆气氛和增添传

统文化色彩

目前，其他地方的鳌鱼舞有一些改良和壮大，如番禺沙涌

鳌鱼舞中原本面貌丑陋的“魁星”变成了俊俏的状元郎，每次巡

游，大大小小近10只鳌鱼参与演出，场面浩大，热闹非凡。而沙

湾鳌鱼舞则继续延续传统，虽然队伍相对弱小，但因其保留着浓

重的神话特色而广受关注，每次大型庆典、文化活动总少不了它

们的身影。

2013年举办的第二届岭南民俗文化节暨2013年老广州民间艺

术节上，沙湾鳌鱼亮相荔枝湾，让市民们大饱眼福，并将文化节

气氛推向高潮。巡游活动中，沙湾西村鳌鱼队的一金一银两只鳌

鱼在巡游中打头阵，金银献瑞，独占鳌头。主办方将其列为重头

戏，希望能通过鳌鱼舞这些颇具特色的民间艺术进一步推广岭南

民俗文化，展示民俗文化艺术。2014年4月2-3日，沙湾古镇举办

了番禺区第二届民俗文化节，享有盛誉的广东音乐、沙湾飘色、

龙狮、鳌鱼舞等民间艺术表演轮番上阵。

（二）沙湾镇中小学开展岭南文化进校园活动

沙湾西村育才小学深入挖掘沙湾舞鳌鱼文化传统，成立了鳌

鱼队，和之前的广东民乐队、狮队等动静结合，使学生得到民间

艺术的熏陶。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同时形成了学校的特色和

品牌。

育才小学把华侨捐资兴建的宽阔的操场作为专门的舞鳌鱼的

练习场地。练习鳌鱼舞时，最前方是舞鳌鱼的同学，中间是敲锣

打鼓的同学，队伍的后面是手执“鳌”字蓝旗的8名学生一字排

开，每位同学都虎虎生威，场面热闹喧天。每个学生的腰上都系

有黄丝带，据说是因为在沙湾西村独占鳌头的传说中，皇帝奖赏

因帮助状元渡河而有功的鳌鱼一条黄丝带。中小学生学习传统文

化，既能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传承岭南的传统文化，也让学生

对历史文化有更深的感性认识。

四、基于文化自觉视野的保护和开发
近年，随着遗产申报和旅游开发工作的启动，及在沙湾镇学

校层面的教育推广，社会对这些民间艺术的了解程度不断提高。

本文通过对沙湾11所学生、师生及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的情

况如表1、表2、表3、表4所示。

由表1可知，完全同意和同意的占80.59%，中立的比重较

少，少数人表示不同意。

由表2可知，完全同意和同意的占32.6%，中立和不同意的约

各占1/3，这说明有相当比重的人对特色认识不清。

由表3可知，完全同意和同意的占56.66%，中立的比重约占

1/3，少数人表示不同意。

由表4可知，完全同意和同意的占53.93%，中立的比重约占

1/3，少数人表示不同意。

以上数据表明，对鳌鱼舞了解程度（为80.59%）和喜爱程度

（为56.66%）都较高，这除了和近几年沙湾镇进行的遗产申报工

作、旅游开发宣传工作有关外，还和历次参赛、节庆期间民间艺

术活动巡游等分不开。另外，对特色的认知程度都不高，又说明

了当地人对其的了解不够深入，说明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人们

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较低，需要花力气去培养文化的根基。例

如，多设计一些趣味性、参与性的活动项目，加大对文化事项的

深入了解，既针对游客，也要针对当地居民，使居民能真正认识

到文化事项的本质和特色，同时发挥聪明才智，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创新文化。

表1　对沙湾的鳌鱼舞了解情况

选项 A、完全同意 B、同意 C、中立 D、不同意 E、完全不同意

您对沙湾的鳌鱼舞了解吗？ 44.39 36.20 16.89 1.89 0.63

表2　沙湾的鳌鱼舞特色情况

选项 A、完全同意 B、同意 C、中立 D、不同意 E、完全不同意

您认为沙湾的鳌鱼舞有自己的特色吗？ 13.63 18.97 32.60 28.30 6.29

表3　沙湾的鳌鱼舞喜爱情况

选项 A、完全同意 B、同意 C、中立 D、不同意 E、完全不同意

您对沙湾的鳌鱼舞很喜爱吗？ 23.4 33.26 35.05 6.19 0.10

表4　沙湾的鳌鱼舞传承情况

选项 A、完全同意 B、同意 C、中立 D、不同意 E、完全不同意

您认为沙湾的鳌鱼舞应得到传承吗？ 23.5 30.43 37.57 6.61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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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鼓励文化创新。旅游开发公司和文化教育部门密切合

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采用新的形式和融入新的文化内涵，形成

当地的教育特色和文化品牌，开发相关的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

业。

过去的几年中，在旅游公司、文化站和教育指导中心等单

位的联合组织下，沙湾镇先后举办了多次鱼灯文化活动，后期旅

游公司为获奖鱼灯作品提供展览的场地，游客在观赏中体验到了

沙湾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新的结合。但目前也有不足，如这些活

动主要是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和旅游公司层面，今后还需要把

鳌鱼舞等民间艺术向社区居民层面推广，克服现在主要是教育部

门、文化部门和旅游公司重视的局面，发挥当地居民的创意，如

将鳌鱼舞相关物品做成旅游工艺品或生活小饰品、小配件等，实

现学校教育、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地方文化传承的共赢。

第二，策划融入鳌鱼舞文化内涵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线路，增

大居民与游客的互动。

①将寻宝比赛和旅游活动相结合，策划趣味性的旅游寻宝

活动。针对团队，先由导游简要介绍鳌鱼舞知识，包括起源、

发展、文化特色和近年的保护开发情况，再分发一些文字材料

供大家学习参考，在此基础上，参与者分成小组根据以上相

关内容做成知识性的题目卡片，放到相关景点的有一定隐蔽性

的地方，接着小组相互寻找对方存放的卡片，并做对题目或按

照要求完成相应的动作，如学跳简单的鳌鱼舞动作等，会有工

作人员（可由社区居民担任）审核通过才算数，并盖章确认，

回来总结汇总，做得多的小组获胜（通过获得印章的数目可

知）。这一活动既可针对游客，也可针对导游的早期培训，也

可作为本土学生的第二课堂，还可在节假日免费提供给当地居

民，在有趣的活动中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程度。针对散

客，在景区入口处可以拿到盖章本和一些介绍鳌鱼舞知识的文

字材料，在游览景点的过程中，游客可在固定的景点完成一些

小任务，如学跳简单的鳌鱼舞动作，会有工作人员（可由社区

居民担任）审核通过才算数，并盖章确认，最后在结束游览后

到景区出口处根据盖章数获得一些小礼品。

②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策划与社区居民互动的旅游活动

和旅游线路。例如，针对学生、年轻人可策划学跳鳌鱼舞活

动。可先观赏鳌鱼舞，再简单教他们学跳鳌鱼舞的基本动作

（可由当地民间艺人担任），再分组举行比赛，以满足年轻人

对民间艺术的好奇心和互动交流的需求。针对老年人设计怀旧游

线路，播放历史上曾有的鳌鱼舞巡游视频，同时由曾亲身经历的

当地居民进行讲解，同时也可讲解过去的一些历史场面和趣事，

以满足游客怀旧的需求；再观赏现在的鳌鱼舞现场表演，以满足

其文化旅游的需求。

（作者单位：1.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2.厦门大学）

（上接第234页）

世界通用语言，开始与文明外界接轨。布依族人民在信仰方面

有对水神和山神的崇拜，进行旅游开发之后，随着现代文明的

渗透，对水神的信奉逐渐减弱，尤其是以青少年为代表的接

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群为主，渐渐相信科学，对神类的盲目崇拜

有所好转。而消极方面，以语言方面最为突出，自旅游开发以

来，随着各方游客的到来，当地居民为了方便交流，开始学习

外面的语言，如以汉语、英语为代表的外来语言。然而，在这

方面，当地部分青少年与儿童已经不会讲本民族语言了，这一

现象表明，外来文化冲击着当地的文化。

（四）民俗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宣传影响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逐渐丧失生

存的社会基础，消极方面也逐渐显露，只有以现代政治体系及其

文化作为保障，才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该加强对

民俗文化的交流和宣传活动，通过民俗艺术表演、展览、民俗理

论、互办民俗文化等多种方式，增加对外文化交流项目。

第一，举办大型民俗文化节庆活动，做好宣传工作。各单位

以及部门在举办活动时，应注意提高档次，扩大规模，打造具有

黔西南布依寨特色的高质量的民俗文化品牌。

第二，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多种方式，对黔西南

布依寨民俗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大力宣传。

第三，提高对外信息传播能力。和媒体多合作，让更多的人

能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布依族的民族风情。

五、结语
黔西南布依族民俗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由于存在

资金投入不足、从业人员素质低、宣传力度不足、对民间文化

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因此，

为了更好地促进黔西南旅游业的发展，应该从加大投资力度，

完善基础设施；加快人才培养步伐，提高从业人员素养；大力

宣传，提升知名度；加大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等方面着

手。黔西南布依族民俗旅游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当地丰富的旅游

资源，为了获得更大的旅游市场，黔西南布依族民俗旅游要深

层次地挖掘其他文化内涵，合理科学地利用其民俗文化旅游资

源，开发出能满足旅游者文化需要和精神层面的旅游产品，促

进黔西南旅游业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