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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族民间舞蹈是各民族群众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创

造、延续与发展而成的自娱性舞蹈,它与各民族群众的劳

动生活、风俗习惯、观念意识等密切习惯,且具有鲜明的

民族风格与地域色彩.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而和谐的大家

庭.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着５６个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

千百年来,这５６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民间

舞蹈艺术,它们犹如异彩纷呈的花卉一般,共同装饰着中

华民族美丽的文化家园,让我们的祖国时刻散发着璀璨的

艺术光芒.

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民族民间舞

蹈文化建设,这使得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在此良好的大环境下,我国众多舞蹈专家、学者

学术研究层面积极开展了对民族民间舞蹈的挖掘与整理工

作,同时众多舞蹈工作者从实践层面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

与舞蹈表演进行了探索与创新,这进一步拓展了民族民间

舞蹈的文化功能.

为了系统总结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内涵,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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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新时期下的传承发展路径,我们出版了这本 «民族民间

舞蹈文化探讨与传承发展研究».从内容上来看,本书共

十一章.第一章为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基础知识,第二章为

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探索,第三章为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研

究.前三章内容主要从宏观角度对民族民间舞蹈相关知识

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第四章至第八章,作者分别从草原文

化、绿洲文化、齐鲁文化、农牧文化与海洋文化五个方面

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这部分内容丰富多

彩,不仅有生动的文字说明,而且有精美的图片加以装

饰,利于读者阅读与理解.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作者以传

承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为目的,契合当前网络技术发展、生

态旅游发展与学校教育发展现状,对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

发新路径进行了探索.

本书编写过程中借鉴了相关专家、学者的著作,在此

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写作水平有限加之出版

时间仓促,书中难免会有不足、不妥之处.在此,恳请广

大专家、读者对书中存在的疏漏和不足给予指正,以便将

来对本书进行补充修改,使之进一步完善.

作　者

２０１７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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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基础

第一节　民族民间舞蹈的产生与发展

一、 民族民间舞蹈的产生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应该说最初是从实用的角度入手,从功

能的需求出发而产生之后,在长期以来不断地容纳和汲取人类各种

文化因素的过程中,使自身也处在不停地衍化和变异之中,它不断

地进行过滤、筛选与沉淀,从而凝聚在群众的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

识之中,它不仅是基础文化,而且还是深层文化或创造雅文化,甚

至是精英文化的前提和基础.

古代人类由于生产方式的束缚,生产生活必须是以群体劳作

(譬如围猎等)的形式进行,尤其是群体祈祷或庆祝狩猎的成功,

在这些集体庆祝的活动中,以群体的形式同歌同舞,以集体的意志

共同祈愿,在这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和动律中,伴着简单而朴拙的节

奏,哼着自然率真的呼号,以单一反复的形式表达着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感应,为了共同的目标,感受一样的意识,舞动齐整的步伐,

从而使族群中的每一分子都融入到民族的大生命之中,从而实现了

民族思维的统一.这种最原始的功利需求促成了原始舞蹈作为最早

的艺术形式而产生.

原始舞蹈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伴随着先民度过了自己的雏形期,

到了氏族社会后期,舞蹈已从即兴抒情发展到具有初步稳定的一些

基本形式,音乐也已从节奏、呼号到具有简单的旋律,并使用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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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伴奏的乐器,道具和服装也从自然形态物质到象征性装饰物的萌

生.这一切都证实出在原始舞蹈的发展过程中,古代艺术与审美意

识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与进步.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古代艺术便呈现出蔚然可观的发展

局态.在舞蹈方面的主要表现是产生了大型的音乐歌舞,并配以

“编钟”和 “建鼓”伴奏,也出现了一些民族民间音乐和舞蹈.随

后,秦汉时代中国古代艺术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致使汉代

舞蹈艺术发展达到了巅峰的程度,不仅出现了像戚夫人、赵飞燕这

样著名的舞蹈家,而且民族民间舞蹈也都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并

与各少数民族舞蹈有机结合,表现形式趋于多样化.到了隋唐时

代,其舞蹈已发展成空前盛世的程度,代表的是舞姿优美生动、节

奏跌宕起伏、气势豪迈雄健的风格的 «七德舞» «九功舞» «上元

舞»和旖旎婀娜、婉约多姿的 «霓裳羽衣»等舞蹈的产生;民族民

间舞蹈也得到了长劲的发展,最为著名的当属公孙大娘,她的舞蹈

风格独特,舞姿刚健英武而飘逸洒脱,时而犹如蛟龙翻滚,时而又

似春燕拂柳,好不热闹.直至宋代,中国艺术又在精密深邃、开拓

艺术本体境界等方面有了进一步提高,在形式上更注重音乐和舞蹈

情景交融,从而大大加深了艺术表现力和叙事的承载力,从而使得

舞蹈显得更加恢弘、多样、丰富.

二、 民族民间舞蹈的多样性

中华民族拥有着世界第一的众多人口,雄居世界第三的广阔疆

域,多样的自然环境,复杂的民族成分,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富的

民族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具有丰富的民间舞蹈品种.

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是一种民族的、地域的、群体的情感表

现,主要表现为自娱自乐的抒情形态及表达方式,是对自身客观生

态环境的拟态体现、本身生产生活方式的艺术再现和群体民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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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释放,并由此实现了由个体向集体的民族认同和种族归属.

人类文化的演进过程不仅需要创造性,还需要认同性.人类以

积极的方式改变着自然以适应自我,这与动物那种改变自身去适应

环境是根本不同的,创造性改变着原有的自然界,而认同性则导引

着文化的形成.只有当创造性与认同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将个

性的创造力沉积到文化原型之中,才能形成人类文化的完整架构,

特别是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演进和传承.为此,民族民间舞蹈是特

定族群的人民共同体,在相对一致的物质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同

心理结构和审美情感的结晶.所以民族民间舞蹈具有强烈的激越情

感和表现情感的功能,民族民间舞蹈在实用的母体中孕育而生,实

用性可以说是民族民间舞蹈的灵魂,这一点使得它与现实社会的关

系变得更为密切,而成为人们情感相通的独有形式,并在时间的维

度上表现出超稳定的延续,可以从现今追溯到远古,使其文化内涵

变得愈加丰满.

各民族民间舞蹈的实际状况充分显示出,民族民间舞蹈彰显出

人民追求生活,表现生活,再现生活的美好憧憬,体现了来自生活

最深处的内在思想意蕴和质朴的民族情怀.因此,在各民族民间舞

蹈表演中,势必会呈现出自由洒脱、生机勃勃、风貌迥异、个性突

出的基本特征.基于民间舞有着自娱的客观前提、自由的艺术空

间、自我的展现方式、自身的思想情感,遂成为舞蹈艺术中最质

朴、最率真、最鲜活、最自由、最激情的艺术形式.

中的来书,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民间舞蹈的产生与发展、分

布区域以及空间传播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阶段,无论是处在何种

环境之中,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其生存中的自然要素和人文因

素的制约和影响,按照客观规律不停地发展衍化,并显现出独有的

艺术特征,烙上环境赋予的深深印记,构成了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地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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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

发展的最终目的便是实现文化整合,即文化这个复合体内各种

文化组分之间的协调共进,倘若各元素间协调有序便实现整合,反

之则证明未取得实际效果.民族民间舞蹈的这种协调关系与自然环

境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样,最终必须达到协调或平衡,自然

环境才能处于正常的有序发展之中,在民族民间舞蹈这一文化现象

中,同样也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规律.因为在任何一个民族舞蹈文化

环境中,以及该文化传播到一个新的领域内,一旦舞蹈文化各影响

要素之间出现紊乱或者不平衡现象时,就会致使文化发展缓慢乃至

出现停滞等现象.反之,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各要素之间与新环境

下的文化状况相适应并慢慢达成一致,这便实现了整合,使得原有

的舞蹈文化得以充分的发展与传承.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东

汉时传入我国,因其产生于印度,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已与当时

的印度总体文化相适应形成整合,获得了发展.在传入中国之初,

开始并不适应,整合起来相对困难,出现发展缓慢现象固然正常.

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随社会状况的改变,并逐渐汲取了一定

成分与之相通的中国本土文化,才与本土文化逐渐结合,并得以在

中国的文化中植根、发芽.在民族民间舞蹈中,这样的范例颇为普

遍,其中当属西域乐舞最为典型.西域乐舞的舞蹈风格与佛教文化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当地传统舞蹈艺术与佛教舞蹈艺术合二为

一的结果,也是舞蹈文化整合的必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民族大家庭都在历史过程中形成本民族

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的优秀传统,每当受到外来民族文化的侵蚀

与影响时,必然会经过一定时期的相互吸纳、融合,形成新的有机

体,不可能完全照搬.所以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民族

民间舞蹈文化的整合也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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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舞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为此,

研究民间舞蹈只是孤立地强调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足以反映民间舞蹈

的综合形象,而各影响因素之间也并不是平行或孤立的,相反却是

彼此交叉、互相作用的,共同流露于民间舞蹈文化之中.从民族民

间舞蹈兴起之时,就不断吸收、演进、变化着,随着人类上千年的

文明历史的积淀,民族民间舞蹈也慢慢地改变着自身原有的诸多特

性,逐渐向表演性民间舞和舞台化民间舞两个层面发展,这应该算

是社会进步之使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定之势.但是,民族民间舞

蹈的原始属性的保持和发扬是民族民间舞存在之本,也是多层次民

族民间舞蹈形成和发展之所需.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产生与发展,与其他传统艺术门类一样,

是与其相应的生存地域、民族集团、地形气候、历史制度、文化背

景紧紧依靠在一起的.在上千年的发展变荡中,总是与各要素发生

着不断地演变、结合,从而促进了各民族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容纳、

涵化,并逐渐实现趋同与整合,最终形成民族民间舞蹈各自稳定的

架构和特征,以及各民族自身独特的美学追求,成为中国民间艺术

的典范,形成了自娱性和表演性两大舞蹈类型.

自娱性民间舞蹈更多地展现了自然美.舞蹈者是舞者个体,娱

乐者亦为舞者,集主、客体于一身,惯用灵活多变的自由方式模拟

自然,追求曲折多变的表现方式以彰显出人内在的精神世界,采取

闲适自娱的手段展现艺术境界.从总体上看:我国各民族民间舞

蹈,都是以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突出其生存环境的独有画面;以

浓郁纷呈的民间锣鼓 (土乐),谱写其生活景象的华丽篇章;以感

情真挚的民歌,颂唱其生产生活中一幕幕悲欢之歌;以妙趣横生的

表演,勾勒出自身生命的时代符号.基本具备粗犷豪放、自由洒

脱、古朴简约的艺术特点.而表演性民间舞蹈则是以自娱性民间舞

蹈为基础,经过整理与加工、提纯与精炼的过程,使得民族民间舞

—５—

第一章　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基础



蹈更具表演性、可观性、艺术性.在原始民族民间舞蹈中那种传统

仪式上使用的功能性的民间舞蹈,正在随着社会的多层次的不断进

化,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精髓,朝着表演性不断迈进.

总之,我国有迹可考的舞蹈文化的历史至少有数千年的漫长过

程,逐渐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传统,它在历代社会和经济文化的生活

中,以自身顽强不息的生命力积淀着、传承着、演绎着、发展着,

并以其独特艺术风格和魅力,成为中国艺术百花园中一株浓香四溢

的奇葩,成为世界舞蹈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①

第二节 民族民间舞蹈的分类与文化价值

一、 民族民间舞蹈的分类

民族民间舞蹈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形成极为复杂的交叉混沌

的多功能现象,其属性往往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因此,以下的分类

介绍,均以舞蹈的核心属性为分类依据,以求合理地凸显其文化

内涵.

当前舞蹈界所称的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

念.民族民间舞蹈原本是指在民众中流传,可以根据语境自发即兴

创作,并在民间历代传承发展的舞蹈.而如今我们所称的 “民间舞

蹈”,实际上也包括了舞台上由各专业艺术团体创作表演的和属于

大专院校整理改编的教育体系中的民间舞蹈.通常将舞台上表演的

伴有民间舞蹈元素的纯审美舞蹈称为剧场民间舞,将大专院校经过

专业舞蹈教师提炼整理的作为舞蹈专业学生上课用的民间舞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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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学院派民间舞.这两大板块的 “民间舞蹈”已经具有了独立于

民间文化之外的文化属性和审美特性,成为含有强烈的上层文化性

质的舞蹈品种,彰显出鲜明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理性思考、艺术思

维和审美情趣.

(一)按功能划分

如按民间舞蹈功能划分,可将依附于各民族传统风俗活动的民

族民间舞蹈分为劳动习俗舞蹈、礼仪习俗舞蹈、节庆习俗舞蹈、宗

教习俗舞蹈等.

这些舞蹈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从出生到成年,再从恋爱结

婚到参加生产、战斗,直至病死葬埋,伴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一

生.这些舞蹈广泛流传于我国各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彰显出强烈

的民族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

１劳动习俗舞蹈

劳动习俗舞蹈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舞蹈.有农耕舞蹈、狩猎

舞蹈、牧业舞蹈和渔业舞蹈等.有祈求农作物稳健成长的,也有庆

祝劳动丰收喜悦的.例如,云南基诺族的播种舞,男子手拿播种器

物,一边铲土,一边吹奏音乐,女子紧随其后,追随乐声,沿着男

子铲过的土窝撒种.点完一垄,两人就在地头合唱或舞蹈.此外,

还有西北地区的打麦舞蹈、汉族地区的插秧舞蹈和捕猎舞蹈等,都

属于劳动习俗舞蹈.

２礼仪习俗舞蹈

自古以来,我国都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上千年的文明发展

中,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礼仪.礼仪习俗舞蹈

是在日常生活各种仪式中诞生的民族民间舞蹈种类.例如,有人生

礼仪:婚礼、成年礼、葬礼等.撒拉族的婚礼舞蹈 “骆驼舞”、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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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丧葬舞蹈 “做功德”等都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宴席礼仪:

如回族的宴席舞,舞蹈以拳术和模拟鸟兽飞翔的动作为主要形态.

我国的礼仪习俗中的人生习俗舞蹈具有极强的世俗性,彰显出以个

人为中心的礼俗规范.礼仪习俗舞蹈一方面紧贴着百姓的人生追求

和需要,另一头连接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发挥着规范人生的教化

作用.

３节庆习俗舞蹈

我国是一个节日文化众多的国家,节日作为民众生活中一项特

殊的内容,几千年来传承不变、历久不衰,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绚丽

的内容,深刻反映民众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

念.节庆习俗舞蹈是在岁时、节令时跳的舞蹈,是集音乐、舞蹈、

技巧表演艺术于一体的节令民俗文化活动.节庆表演场面壮观,形

式独特,富有游戏性和娱乐情趣性,不仅风趣幽默,极具民间特

色,而且还具有心理认同、凝聚民心、祈福纳祥、繁荣昌盛等功效

和氛围,体现了天人感应的哲学理念.人们依照自身的生活原则来

想象自然的法则,在他们看来,只要服从于人类的法则,自然法则

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运行.传统节庆舞蹈是在中国农民有节律的生活

转折时刻举行的,在节庆活动中人们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环境的一体

性.它在确保人与物的繁荣状态的同时,也保障着自然界的正常运

营.传统节庆习俗舞蹈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文化层面,深刻体现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如春耕、秋收等重要的节令,都

有相应的民间舞蹈相随.

４宗教习俗舞蹈

宗教是艺术起源的重要因素,也是民族民间舞蹈核心的信仰.

宗教是心灵的寄托,仪式是客观的行动,信仰与仪式演变成宗教习

俗.宗教习俗仪式分为行事和叙事,许多的行事活动都是借助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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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完成的,因此宗教习俗舞蹈是民族民间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舞蹈过程中,实现某种愿望,满足某种情感和欲求.宗教习俗舞蹈

种类繁多,有的产生于远古的自然崇拜、图腾信仰,还有的产生于

祖先尊崇和众多的神灵敬仰.这类舞蹈反映人们的生活理想与愿

景,以及达成理想的艰辛与努力.如土家族的跳丧歌舞是土家人祭

祀亡灵、安慰生者的一种宗教丧事仪典,也是土家族传统文化得以

保存和传承的一种独有方式,是将原始的巫术观念、祭祀仪式以及

“歌、舞、乐”三者有机整合在一起的独特艺术形式.宗教习俗舞

蹈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并依存、归属和受制于其社会

和文化传统.

上述各类舞蹈,有的与拓荒、种植和耕作的山区农耕生产生活

方式关系紧密,活动内容、方式与农业生产牢牢地连在一起,具有

典型的山区农耕乡土特色.譬如 “舞春牛”,是一种类似舞龙灯、

舞狮子的灯彩活动,每当春耕时节临近, “春牛”队伍便以家族队

伍形式,走村串户,舞春牛祭天,反映了农耕社会对牛的崇拜与感

恩,同时也表达出期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愿望和祝福.有

的以岁时节日节庆礼仪及宗教祭祀和祖先崇拜礼仪为活动内容,通

过祭祀活动表达他们对祖先的尊敬、缅怀和深深的想念之情,祈求

祖宗神灵的赐福和庇护,希翼祖宗保佑自己平平安安、万事顺意.

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舞蹈道具就地取材,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竹

木和收割稻谷留下的稻草都是制作此类舞蹈活动的材料.如舞龙和

舞狮民俗表演的龙和狮,大多是由山区随处都有的木头和稻草制作

而成.草龙基本造型以简易木架为依托,用稻草扎成龙的雏形制作

而成;火龙是由山上的竹子和茶树油制作而成等,这些舞蹈活动器

材均来自山上、田间地头,简单易得.这是乡土民族民间舞蹈典型

的实用原则.对上述乡土民族民间舞蹈的研究,当代文化人类学者

往往采用以文化整体观对各类仪式中的舞蹈动作、歌词、仪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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