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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锅庄舞与羌族沙朗舞的文化交融研究——以川西北

地区为例
叶子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四川省艺术档案馆），四川成都，620010；

摘要：藏族锅庄舞与羌族沙朗舞作为川西北地区代表性的民族舞蹈形式，承载着各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

感。本文聚焦两者在地域接壤与文化互动背景下的交融现象，分析其文化特征、表现方式与保护路径。通过制

度建设、活动联动、数字存档与民俗复兴等策略，揭示交融舞蹈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的活态机制，在民族间的

文化适应与互鉴中为边缘区域的文化认同提供新的表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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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川西北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与汉藏过渡带之间的位

置，属于多民族聚居与交融的典型地带
[1]
。藏族和羌族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交流过程当中，逐渐在舞蹈等非物质

文化层面产生彼此影响、互动生成的现象，锅庄舞和沙

朗舞作为两族的重要舞蹈样式，在节庆、宗教、民俗等

语境里展现出高度的文化活力与群众基础。

1 川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背景

川西北地区处在青藏高原跟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

属于我国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域。该区域地势情况十分

复杂，主要以高山峡谷这种地形为主，地理环境相当独

特，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这

片广袤的土地之上，藏族与羌族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二

者彼此毗邻，长期以来在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形成了深

厚文化联系。

藏族文化在这一地区有着强烈的宗教性与仪式性，

具体体现为对自然怀有的崇敬之意、对精神世界存在的

依附之情，其舞蹈音乐服饰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民族色

彩。羌族主要以农耕以及山地生活作为主要方式，其文

化当中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与集体认同，节庆习俗原

始图腾祭祀礼仪等构成了其文化核心内容。由于地理上

相互邻近、经济方面能够互补、社会往来比较频繁，两

族人民在长期互动期间不仅保持了各自文化的独立性，

还孕育出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交融现象。

在川西北地区，舞蹈是重要文化表达方式之一，成

为藏羌两族展示自身身份传承民族精神重要载体。锅庄

舞与沙朗舞能够广泛流行起来是文化土壤滋养独特形

态，折射出川西北民族文化丰富性与融合性
[3]
。

2 藏族锅庄舞与羌族沙朗舞的文化特征

2.1 藏族锅庄舞的文化内涵

锅庄舞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宗教文化紧密结合

的产物，具备极强的仪式感和集体性特点。在川西北地

区，锅庄舞不只是单纯的一种舞蹈形式，更是一种重要

的社会互动方式，不管是庄稼丰收之后举办的盛大庆典，

还是宗教节日或者婚丧仪式等场合，锅庄舞都扮演着十

分重要的角色，它借助圆圈的舞步形式象征团结和谐与

天人合一哲学理念，体现出藏族文化里浓厚宇宙观和轮

回观。伴随着歌唱而翩翩起舞，歌词内容大多与自然信

仰祖先英雄传说相关，具有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功能。

舞蹈动作呈现出简洁有力且节奏明快的特点，形成了高

度统一的独特美学体系。锅庄舞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宗教

仪轨和古老巫舞，在持续世俗演化中逐渐形成以村寨为

单位群众性娱乐形式，既维系着族群认同又强化集体凝

聚力。

2.2 羌族沙朗舞的文化内涵

沙朗舞作为羌族传统舞蹈艺术的代表，其起源能追

溯到羌族早期部落生活与原始信仰，源自农事祭祀、狩

猎庆典等原始礼俗。在传承和演变进程中，渐渐成为具

有民族象征意义的舞蹈表达形式。沙朗舞通常在广场、

寨门前或重要场合集体开展，舞者围圈旋转、踏步，动

作朴实却富有强烈节奏感，有力地表现出羌族人民对自

然的崇拜与对生命的礼赞。与锅庄舞的流畅与柔和相比

较，沙朗舞更注重力的爆发与节奏的冲击，充分展现出

羌族文化中坚韧、奋进的精神气质。舞蹈过程当中，常

常会配以鼓、镲等民族乐器，营造出浓郁的山地民族独

特氛围。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沙朗舞逐渐被引入到现代

舞台之上，不过它在民间的功能并未丧失，依旧是乡村

聚会、节庆活动里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部分。

2.3 锅庄舞与沙朗舞的共性与差异

两种舞蹈各自属于不同民族类别，不过在空间、情



2025年 1卷 3期 Anmai/安麦 当代教育与艺术

101

感以及形式方面存在不少交集。锅庄舞和沙朗舞都源自

民族生活实践活动，是劳动、信仰以及情感的具体展现

呈现，它们都着重强调群体参与这种模式，通过圆圈或

者围形的舞蹈空间塑造群体共同体意识，体现出强烈民

族认同和文化归属感。从节奏与风格角度来看，锅庄舞

大多依靠悠扬旋律和轻盈舞步获得优势，以此表达虔敬

与宁静的情感氛围
[4]
。沙朗舞则是节奏鲜明且动作强烈

有力，更具备原始的生命张力和蓬勃活力。在舞蹈功能

这一方面，锅庄舞把宗教祈愿和社会交往进行了融合，

沙朗舞则是更加注重祭祀性与纪念性意义。在民俗场景

当中，两者常常会在同一个节庆里交替进行表演，展现

出文化之间的包容与互鉴态势。这种共性上的契合以及

差异中的对比情况，让锅庄舞与沙朗舞不仅在形式上丰

富了地方舞蹈谱系内容，还在精神层面反映出两族文化

交流的活力与张力特点。

3 藏族锅庄舞与羌族沙朗舞的文化交融表现

3.1 节庆互动：舞蹈形式交融

在川西北地区，藏羌两族共享的节庆活动为舞蹈交

融提供天然平台，如松潘、茂县等地的“羌年节”“锅

庄节”“藏历新年”等节庆当中，藏族和羌族民众经常

用共舞的方式来参与庆典活动。沙朗与锅庄不再是界限

清晰的民族符号，而是节庆现场的共同表达，藏民跳沙

朗而羌民跳锅庄舞步，在彼此模仿学习中逐渐渗透融合，

进而形成带有混合特征的所谓“节日舞蹈”。这种交融

并非是对传统的破坏，而是文化层面的互鉴与吸收，属

于多民族共居共生状态下的一种自然反应。节庆舞蹈因

为场域开放所以能够得以流通，在群众参与过程中完成

了对传统舞蹈的再创造，体现出生活即舞台、节日即课

堂的文化传播逻辑。

3.2 民间传习：家族与村落的交叉传播

在村落社会的整体结构中，锅庄与沙朗的传承并非

一族对应一舞的单线延续模式，而是在通婚、邻里相互

往来、家庭日常聚会等平常互动过程中逐渐产生交叉。

藏羌通婚家庭里的成员通常自小就接触到两种不同舞

蹈，能够同时熟练掌握不一样的步伐、节奏以及身体律

动情况。这种“跨舞种”的能力被视作一种家庭文化方

面的资产，有些村寨甚至形成了由“混族”家庭来组织

的舞蹈小组，他们会在节庆活动中表演融合了多种动作

的舞蹈，或者把沙朗的鼓点添加进锅庄的旋律之中，从

而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变体。村落之间走亲访友的

活动也加强了舞蹈在当地传播的实际频率，使得锅庄与

沙朗在民间层面呈现出相互缠绕式的共存结构，传习的

整个过程不需要刻意去进行倡导，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然地进行渗透，让文化交融能够像润物细无声般持续

发展下去。

3.3 视觉样态：服饰与场景的互渗

锅庄舞和沙朗舞尽管在起源方面存在着不同，但它

们的视觉表达呈现逐步互渗趋势。在实际的舞蹈场合当

中，羌族舞者会佩戴带有藏族元素的彩带或帽饰，藏族

青年也尝试融入羌族特色的银饰与腰鼓作舞蹈装饰，这

些变化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模仿，而是基于对彼此文化美

感的一种认可。与此同时，舞蹈场地的布置也受到影响，

部分节庆里舞台设计采用羌族碉楼图案和藏族经幡符

号共存形式，让视觉语言成为文化融合的隐性注脚，舞

蹈动作服装色彩与道具形态相互接近，使观者在视觉上

体验到所谓的“文化混响”，这种互渗不仅丰富了舞蹈

的外在表达形式，还赋予其全新的象征意义，是多民族

文化彼此靠近的美学体现。

3.4 文艺展演：舞台语汇的重构

在川西北的文艺舞台以及非遗活动中，锅庄与沙朗

不再只是单一民族的代表作，而是被创作者重新编排成

有融合特色的表演项目。编导者时常会在动作语言方面

开展二度创作，例如将锅庄的圆形行进队列和沙朗高频

踏步相融合，塑造出全新风格的舞段，又或者用藏族吟

唱方式引入羌族舞蹈开场，创造出跨文化的视听体验。

这样的表演并非仅仅局限于民俗的再现，而是成为文化

对话的象征性仪式。通过舞台语言的重新构建，观众能

在审美层面感知到两种文化的互补性与亲和力，演出背

后往往凝聚着当地文艺团体、文化部门以及传承人等多

方力量，共同推动融合舞蹈的创生，让文化交融从民间

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与传播维度
[5]
。

4 藏羌舞蹈交融的保护策略

4.1 制度保障：健全保护体系

藏羌舞蹈的交融保护需依靠健全的制度体系，从顶

层设计开始直至基层全面构建起多层次的政策支撑网

络。地方政府可设立专项经费支持舞蹈交融类项目，制

定民族舞蹈融合发展方面的相关条例，将交融性民间舞

蹈纳入非遗保护重点范畴，以此实现动态管理与评估工

作。

广泛的政策支持可催生出具有常态化机制的保护

模式。在民族文化密集的村落里建立融合型舞蹈活动中

心，使锅庄和沙朗一同进入传承路径当中。这类中心不

仅会开展定期的舞蹈排练活动，还可以设置服饰、道具

制作空间供民众创造交融特征舞段。活动不设置明显的

民族边界限制，参与者可自由选择舞种和表达方式形成

动态交融局面。舞蹈活动被纳入村规民约具体内容成为

社区议事及节庆重要部分，行政管理层对活动进行适度

指导，确保其在文化逻辑范围内演化，而非沦为表演化

空心化展示形式。通过不断投入，制度将舞蹈交融纳入

常规文化运作系统，让保护不依赖临时性项目，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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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获长期平衡状态。

4.2 活动联动：促进文化互融

借助地域性节庆和文旅活动搭建藏羌舞蹈交融互

动平台能推动舞蹈从日常空间迈向更广阔交流场域，通

过举办“民族舞汇”“交融舞展”“原生态舞台季”

等系列活动，可为不同舞种提供平等展示自身的机会。

策划时应突出群众参与性和即兴互动性，弱化表演色彩

以强化文化共感。

比如，可以在川西北地区等地广人稀的地方，每年

定期组织跨民族舞蹈展演活动。活动不局限场地，可设

在坝子、庙会或村落广场，活动设计把锅庄与沙朗分时

段进行展演，中间穿插交融舞段由藏羌混合舞者共同完

成。在互动环节不设置专属舞台，而是由鼓点引导民众

自由进入舞圈，舞蹈场地设置多个“文化节点”，陈列

沙朗和锅庄的道具与服饰，供观者体验与换装以模糊民

族标签。在这一空间中，舞者可即兴转换舞种，观众与

参与者身份能够流动，形成无明显边界的舞蹈状态。活

动结束后，组织者通过音视频资料进行归档，生成交融

舞蹈的形态样本供研究与教学使用，长期开展这类联动

活动能够打通文化传播路径，提升交融舞蹈的社会活力

与文化认同。

4.3 数字存档：打造记忆载体

推进舞蹈数字化工程可让藏羌交融舞蹈实现长期

保存和广泛传播，因此要构建以图像、音频、视频、文

字等多维形式呈现的数据库，对不同区域锅庄沙朗及其

融合形态进行详细记录。数字平台需具备检索功能、语

义标注与互动模块，为研究者传承人公众提供开放式服

务，存档内容要动态更新，以反映舞蹈实践演化轨迹与

交融特征。

在实践方面，数字存档系统可围绕“舞蹈谱系+视

听样本+实践记录”构建核心架构，在平台首页设置基

于动作特征的索引入口，如“环形步伐”“拍腿节奏”

“跺脚旋转”等，用户点击可进入沙朗与锅庄动作对比

界面查看融合变异路径，每一舞段配有多机位拍摄视频、

简谱标注及语言讲解来帮助用户理解文化意义。另设

“用户上传”模块允许社区成员记录本地活动、上传舞

蹈视频并附加文字说明。平台审核后纳入资料库，在用

户界面下方嵌入“互动批注”功能，让传承人就动作演

变过程留言补充实现知识共建，系统配套 APP 还提供 A

I动作识别能实时捕捉用户跳舞动作，并提示接近锅庄

或沙朗程度，此类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延展文化生命形成

共建共用交融记忆空间。

4.4 民俗复兴：激活传统力量

鼓励社区内部去推动民俗复兴是保护藏羌交融舞

蹈根本动力，要由文化内源力量引导村落内部恢复传统

节奏。重构和舞蹈相关民俗仪式、生活场景与集体意识，

村民可自发组织“月圆舞会”“农忙谢礼舞”“祈福

步伐节”等活动，让舞蹈重新嵌入日常生活以摆脱舞台

化、程式化倾向，通过恢复仪式化的空间与时间序列让

舞蹈获得神圣性、仪式性与群体性，使文化交融在信仰

与习俗中扎根生长，

比如可以在高海拔村寨开设专属舞场，地面用鹅卵

石铺就，舞场中央摆放代表丰收与和平的木雕等物品。

每逢月圆之夜，鼓声响起，男女老少围圈起舞，不预设

舞种，由领舞者引导动作自由地在锅庄与沙朗之间变换

节奏与步法。舞蹈开始前举行短暂祈愿仪式，村中长者

撒青稞粉、洒清水，以此象征对土地与祖先的敬畏之情。

整个舞程不设观众与表演者的界限，参与即为认同，动

作成为族群记忆的延续体不断传承下去，儿童也会在边

上模仿动作成年后自然成为舞圈中的一环，仪式中所用

服饰、乐器、道具均由村中匠人亲手打造，具有浓厚的

本地特色与文化内涵，这类民俗复兴不依赖外来干预而

在社区内部自行运作，真正实现文化交融的自觉维护与

生命更新。

5 结束语

藏族锅庄舞和羌族沙朗舞相互交融是川西北多民

族文化共生状态真实写照，这种交融并非是文化融合最

终终点而是不断生成变动过程，它体现出边地文化所具

有的韧性与创造力。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冲击的当下，只

有在制度支撑活动组织数字技术和民间传统等多维通

道中构建保护机制，才可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

持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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