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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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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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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

汉族舞蹈

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汉族民间
舞蹈是中华民族舞蹈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
计，许多省的汉族民间舞蹈形式皆在百种以上。

汉族民间舞蹈有着悠久的历史。在１９７３年于青海
大通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盆上，绘有三组、每组５人
连臂而舞的纹彩。从舞人整齐一致的服饰和动作可以看
出，当时中国的祖先就已创造出有一定艺术表现力的民
间舞蹈。从商代的甲骨文中可知，在公元前１１世纪，民
间舞蹈已成为供奴隶主贵族享乐的表演艺术。《诗经》和
《楚辞》中又生动地描写了周代中原及荆楚地区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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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间舞蹈。当时盛行宫廷和民间的祭祀舞蹈———傩舞
至今犹存。汉代设立了采集民间歌舞的专门机构：乐府。
在汉代盛行的百戏中出现的龙舞、狮子舞、高跷、剑舞、绸
舞等至今仍是普遍流行的汉族民间舞蹈。唐宋以后直至
明清，汉族民间舞蹈在民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广大劳
动人民在春节、灯节上的主要娱乐活动，在赶会、社火活
动时由民间艺人演出。现今流传的主要汉族民间舞蹈，
在明清两代多已存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汉族民间
舞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陶盆上的舞蹈纹彩

舞蹈在汉族人民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不管是
农闲时节，还是在婚丧嫁娶、迎神赛会之时，人们都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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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歌舞活动，尤其在春节、灯节等传统节日里。按各地习
惯的不同，把民间舞蹈活动分别称为“走会”“出会”“赶
会”“灯会”“闹秧歌”“扮社火”等。组织表演民间舞蹈活
动，主要是爱好民间舞蹈的民间艺人。这与中国大多数
少数民族有所不同。汉族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受封
建礼教束缚较深，广大人民群众很少直接参加演出活动。
因此，民间艺人对汉族民间舞蹈具有特殊的意义，对它作
出了重要贡献。

汉族民间舞蹈的内容题材十分丰富。有反映人民劳
动生活的，如采茶舞、跳春牛、绣花舞等；有表现男女之间
爱情的，如秧歌和花鼓灯的小场子等；有反映民间风俗
的，如伴嫁舞、坐歌堂等；有扮演历史人物的，如英歌；还
有具有宗教祭祀色彩的各类巫舞、傩舞等。此外，有许多
以自然景物、动植物为题材的舞蹈。这类舞虽然没有直
接反映人们的生活，但却寄托了他们的情感和愿望。如
《云灯舞》，以模拟白云飘浮在长空，表达对自由的向往；
《荷花舞》《腊梅舞》，则歌颂了人的高尚情操和坚贞不屈
的品格；《鹤舞》《蝶舞》等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歌颂
纯洁的爱情。鱼、狮、龙、凤等形象和中国人民古代图腾
崇拜密切相关，以它们为题材的舞蹈反映了人民祈福的
愿望。这种缘物寄情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中国各种传统
艺术所共有的。

汉族民间舞蹈的突出特点是使用道具和歌舞相结
合。使用道具，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舞蹈的内容和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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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舞者的情感。拿使用较多的折扇来说，那千姿百态的
舞扇动作，对表达思想情绪、塑造人物性格、美化舞姿都
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还能根据舞蹈情节的要求，模拟花或
蝴蝶等形象。再以鼓为例，通过鼓身的大小长短，鼓点节
奏的缓急，声音的轻重，结合击鼓作舞的动作姿态，形成
鼓舞的多种风格，表达了舞者不同的感情。这充分说明
汉族民间舞蹈中道具的运用，进一步丰富了它的表现手
段。这些道具使用的方法很多，有的拿在手中，有的挎在
腰间，有的担在肩头，有的戴在头上……无论哪种道具，
都来自生活，并经过艺术加工。它们和从生活中提炼的
舞蹈动作与表演是谐调的，并起美化舞蹈形象的作用。

是汉族民间舞蹈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歌舞结合，可以
用“载歌载舞”来形容。汉族民间舞蹈中有花灯、采茶灯、
跳春牛、耍耍、二人台、二人转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歌舞，普
遍流行于各地的跑竹马、跑旱船、花鼓和霸王鞭等也多是
边唱边舞的。有些地方连龙舞、狮子舞中都带唱。歌舞
不仅能抒情，也长于叙事，能表达比较细致复杂的思想感
情和广泛的生活内容，可以起“歌以咏言、舞以尽意”的作
用。且歌且舞，能听其声、观其容，有声有色，有着强烈感
人的艺术效果。诗、乐、舞的结合，在中国表演艺术中有
悠久的传统，从中国民族艺术发展史中看，它一直占有突
出地位。

汉族舞蹈的动作讲求手、眼、身、法、步的紧密结合，
具有全身舞动的韵律感；舞姿多为弧线，呈现出圆曲美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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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特征；“手传意、眼传神”“手眼相随”“形神兼备”和表
演上强调内在的含蓄美；这些都是汉族民间舞蹈的动作
风格特色。

狮子舞

汉族舞蹈和民族武术、杂技以及戏曲有密切关系，在
中国古代百戏中，杂技和舞蹈是掺杂在一起表演的。这
种形式，至今保留在民间节庆的赶会、社火中。这种长期
的相互吸收融合，又形成了它高度的技艺性，如高跷、狮
子舞等。有些舞，则直接从武术而来，如剑舞、盾牌舞。
“艺中有技、技中有艺”，技艺并重是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
显著审美特征。它的许多动作造型都有一个形象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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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如“风摆柳”“鹞子翻身”“金鸡独立”“回头望月”等。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生活美的艺术提炼，给表演者和欣赏
者以联想和启发。

汉族舞蹈中虚拟象征的表演，即舞蹈的内容情节、景
物环境等主要靠演员的动作来表现，也是汉族民间舞蹈
的主要特点。如《采茶舞》，表现一群少女结伴去茶山采
茶，一路上山、下山、过桥、到茶林采茶，都是在同一场景
中用虚拟象征的动作来表现的，既无山冈小桥，更无茶
林。又如跑旱船、跑驴等舞蹈，通过演员的表演，表现出
撑船、波浪、赶路、陷坑等特定情境。这种“景在舞中”的
表现手段，也是中国各类传统表演艺术的共同特点。

我国幅员辽阔，汉族人民分布在全国各地，由于生活
环境、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各地汉族民间舞蹈在共同特点
的基础上，又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以流行甚广的龙舞
来说，在龙的形象和舞法上，各地就有几十种之多。同是
花灯，云南的、四川的、贵州的和湖南的，表演各异；都是
秧歌，陕北的、东北的、河北的和山东的动作风格不同。
再以南方和北方举例，南方许多地区多流行鱼灯，而北方
则少有这种舞蹈形式；都是反映撑船和爱情生活的舞蹈，
南方称采莲船，北方称跑旱船。据此，大体可以说，南方
流行的多以五彩缤纷、质朴秀丽见长；北方的则以形式多
样、浑厚粗犷著称，这可以用各种鼓舞为例。

民间歌舞在我国历史上被统治者称为“俗乐”“散
乐”。唐宋以后，屡有统治者颁布禁止民间歌舞活动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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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再加上人民生活的贫困、自然灾害、战争动乱以及民
间艺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使汉族民间舞蹈不能得到很好
的发展，有的成为逃荒卖艺讨饭的工具，有的甚至失传。

维吾尔族舞蹈

维吾尔族自古以来一直居住在我国的西北部，有历
史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维吾尔族舞蹈继承古代鄂尔浑
河流域和天山回鹘族的乐舞传统，又吸收古西域乐舞的
精华，经长期发展和演变，形成具有多种形式和特殊风格
的舞蹈艺术，广泛流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

维吾尔族古时候被称为回纥、回鹘、畏兀儿等，较早
实行农耕经济。维吾尔族曾信奉萨满教、摩尼教、佛教、
伊斯兰教等宗教。维吾尔族不同发展时期的经济文化生
活与宗教信仰，在他们的舞蹈中都有所表现。据《魏书·
高车传》记载：“合聚祭天，众至数万……游绕歌吟忻忻。”
反映了其先民在漠北游牧时期盛大的萨满祭天仪式中的
舞蹈活动。回鹘时期民间与宫廷的乐舞活动以及佛教对
歌舞的影响，在唐宋以来的史籍中都有记载。

自古以来，新疆地区就是中、西交通要道，也是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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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乐舞盛行的地方。中原文化及印度、伊朗文化，对新疆
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西域乐舞对中原及其他
地区乐舞，也有深远的影响。汉、唐著名的于阗乐、疏勒
乐、龟兹乐、高昌乐、伊州乐等都出自新疆境内。至今上
述地区依然保持着乐舞风习，流传各具特色的舞蹈形式。
这些舞蹈大多与新疆著名古典音乐套曲木卡姆相结合，
许多小型表演性节目，多在群众欢聚娱乐的“麦西来甫”
中进行。木卡姆的演奏与麦西来甫的活动，都是新疆的
传统风习，木卡姆使民间音乐规范化，促进了民间舞蹈的
发展；麦西来甫则给人们提供了学习本族、本地区风俗、
仪礼，学习民间舞蹈和进行即兴创作的机会。现在维吾
尔族的舞蹈，又在原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和创新。

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其
维吾尔族各种舞蹈既有共同的风格，又有不同的地区特
色。维吾尔族舞蹈的主要特点是身体各部位的动作同眼
神配合传情达意。从头、肩、腰、臂到脚趾都有动作。昂
首、挺胸、直腰是体态的基本特征。通过动、静的结合和
大、小动作的对比以及移颈、翻腕等装饰性动作的点缀，
形成热情、豪放、稳重、细腻的风格韵味。其特点还表现
在：①膝部连续性的微颤或变换动作前瞬间的微颤，使动
作柔美，衔接自然。②旋转快速、多姿和戛然而止。各种
舞蹈形式的旋转，均各具特色，通常在舞蹈的高潮时作竞
技性旋转。③音乐伴奏多用切分音、符点节奏，弱拍处常
给以强奏的艺术处理，用以突出舞蹈的风韵和民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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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舞蹈

维吾尔族舞蹈可分为自娱性舞蹈、风俗性舞蹈、表演
性舞蹈三类。自娱性和风俗性舞蹈中也带有表演和宗教
因素。现流传于新疆各地的民间舞蹈主要形式有：赛乃
姆、多朗舞、萨玛舞、夏地亚纳、纳孜尔库姆、盘子舞、手鼓
舞以及其他表演性舞蹈。

赛乃姆 自娱性舞蹈。广泛流传于新疆各地，节奏
以４／４、２／４拍为主，个别地区（如哈密）有５／８拍。赛乃
姆原是古代新疆民间曲调的一种，节奏平稳，旋律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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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舞蹈，后来与节奏欢快的曲调赛勒凯相结合，形成由
慢转快的两段体的舞蹈形式，被收进维吾尔族古典套曲
《十二木卡姆》。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关于回
部乐的记载，可知赛乃姆曾是清朝宫廷回部乐中的表演
项目。赛乃姆的表演较自由，无论室内室外均可进行。
开始表演前，群众围坐，乐队和伴唱者聚集一处。音乐开
始后舞者进场，可独舞、对舞，也可３～５人同舞。舞者随
琴声、鼓点由慢到快即兴表演，也可邀请观众同舞。舞至
高潮时，观众合着节奏拍手并欢呼助兴。赛乃姆的伴奏
乐器有弹拨尔、热瓦甫、都它尔、沙塔尔、手鼓等。以手鼓
掌握舞蹈速度。赛乃姆的地区特点为：①南疆，以喀什地
区为代表，风格明快、活泼、深情、优美。②北疆，以伊犁
地区为代表，风格潇洒、豪放、轻快。③东疆，以哈密地区
为代表，风格平稳、安详、风趣、乐观。习惯上在赛乃姆名
称前，冠以地区名称，如：库车赛乃姆、和田赛乃姆、伊犁
赛乃姆等。

多朗舞 礼俗性舞蹈。以双人对舞为基础，带有竞
技性的组舞。流传在新疆麦盖提、巴楚、莎车、阿瓦提等
县。“多朗”是居住在塔里木盆地个别地区古代维吾尔族
人的自称。多朗舞是他们传统风俗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每逢婚嫁、喜庆日欢聚时，都跳多朗舞。多朗舞有一
套完整的表演程式。舞者必须自始至终跳完整个舞蹈，
中途不准退出，观众也不得随便离开舞场。表演时的音
乐伴奏按《多朗木卡姆》的演奏顺序进行。开始时唱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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