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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我国科技、教育及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对优质舞蹈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大。培养社会需求的舞蹈教育、编导与表演性人才，是发扬甘肃文

化大省的优良传统、扩大地域性舞蹈文化影响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大力推进

我国丰富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体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精髓的前提。

西北师范大学———百年名校，办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资源丰

富，教学质量上乘，是甘肃教育事业人才培养的摇篮。为适应 21世纪艺术人才

市场的需求，2001年增设了舞蹈学专业，并根据社会不同层次需要设置了师范

类（舞蹈教育）与非师范类（舞蹈表演）两大专业类型。建立起培养“大众化”、

“复合型”、“综合性”舞蹈教育与表演人才的定位与规格是西北师范大学舞蹈

系义不容辞的责任。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以该校艺术教育的综合背景为依托，借鉴

国内舞蹈教育的先进理念，以追寻本土文化品格、建立西北舞蹈教育及科研梯

队为办学精神；以培养具有较高文化修养，掌握舞蹈教育基本规律，专业技能

优异，一专多能的舞蹈人才为目标；以搭建甘肃乃至全国舞蹈文化资源共享平

台为宗旨，使毕业生能够在各级学校、基层文化部门及各类传媒单位担当起舞

蹈教学、表演、创作、研究、策划管理等工作。2005年首届 44名学生已顺利完成

学业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就业率达 95%。

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专业作为甘肃省艺术教育的一门新增专业，在成立 7

年多的时间里，在省、校、院各级领导及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下，教学工作的各个

环节均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得到了较好的开展和实施。舞蹈学学科建设在

2003年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中，以良好的学风、教风和精彩的汇报演

与梦想一起飞（代序）
———前进中的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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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活动赢得了专家的好评。完善的学科需要良好的管理体制作为艺术院校还

是音乐学院，舞蹈学专业之所以在创建之际就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正是借

助了音乐学院完善、科学、系统的艺术教学管理体制。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舞蹈系现有专职教师 9人，副教授与教授职称教师 4名，此外，有 20余名外聘

教师常年担任专业必修与任选课程的教学。本专业教师队伍在年龄层次、知识

结构、个人特长等方面能保证教学工作的需求。2005年，学院不断改善教学条

件并投资设计了新的舞蹈教学大楼，目前，共有 400平方米舞蹈排练厅 8间，

多媒体教室 2间，保证了课堂教学和排练的需求。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

2002—2008年度购置图书、音像资料总计 1000多册（套），价值 2万多元。2007

年，学院投资 68万元改善舞蹈排练厅的音响、空调设施以及舞蹈表演服装的

制作。目前，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拥有西北一流的教学环境。2001年

以来，学院先后聘请 10多名国内及省上知名专家、编导来我院讲学，为人才的

培养和打造音乐学院新专业的品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2年，西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舞蹈系与兰州市歌舞剧院、甘肃省歌舞剧院实现了联合办学机制，为

甘肃省舞蹈人才文化素养与综合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通过多年的努力，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已建立了甘肃省歌舞剧

院表演及教学实习基地、兰州市歌舞剧院表演及教学实习基地、甘肃省歌剧院

表演及教学实习基地、兰州市艺术学校教学实习基地、秦安祭礼舞蹈研究基

地、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大型文艺演出排演基地，共 6个学生艺术实践和从事研

究的基地。

在 10年的时间里，舞蹈学系的学生们积极参加省、校内外的各项演出活

动 300多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在 2002年的“百年校庆”大型文艺演

出中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校友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003—2011年连续 9

年承担了甘肃省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任务。2007年，应甘肃省广电厅的邀请参

加陇南成县、宕昌文化旅游艺术节的大型文艺演出。2010年，应甘肃省文化厅

邀请，担任“上海世博会甘肃周”开、闭幕式文艺演出的任务。2011年 7月参加

“甘肃省第二届大学生运动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2011年 9月承担了

“甘肃省第 27个教师节暨陇原名师颁奖晚会”的演出任务，由该系教师担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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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团及其编排，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2005年，在甘肃省第二届舞蹈大赛中，舞蹈系创作的舞蹈《摇奶呓语》《迎

宾客》《行》分获一、三等奖。其中，《摇奶呓语》入选 2006年全国“桃李杯”舞蹈

大赛，获得优秀奖。2008年，在第七届全国“荷花杯”舞蹈大赛甘肃省入选的 5

个舞蹈作品中，由该系教师创作并表演的 3个舞蹈作品《细腰踏鼓》《禅心》

《飞》分别入选。2009年，青年教师表演的作品《哈那悠悠》分别入选第九届全国

桃李杯舞蹈大赛与第八届全国舞蹈比赛，并获得优秀表演奖。2001—2008年，

舞蹈系教师在全国舞蹈、艺术教育及社科类核心期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 50余

篇，专著 3部。2005—2008年，由副教授以上教师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甘肃省

艺术研究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资源数据库”的重大课题，已与 2008年初顺利

结项。

年轻而又充满朝气的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正扬起高昂的头颅，

用质朴的心灵迎接新世纪艺术之光的沐浴，踏着古丝绸之路厚重的步履，以追

寻本土文化品格、振兴西北舞蹈事业为理想，放眼未来，大步走向明天。

邓小娟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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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文化

现代化过程中的西北民间舞蹈变迁
———甘肃民族民间舞蹈调研

甘肃秦安羊皮鼓祭礼舞蹈的遗存
生态文明时代的民俗舞蹈价值观重构
论民间祭祀礼仪的当代社会功能

———以甘肃秦安民间“传神”祭礼舞蹈为例
甘肃民间秧歌及其特色
浅谈天津皇会中的民间歌舞
保安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现状与发展构思
甘肃天水夹板舞初探
揭开神秘的面纱

———观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族歌舞团《面具舞》所展开的思考
回族舞蹈动律特征及形成因素之探析

———以甘肃地区回族舞蹈为例
高天厚土 民舞独秀

———陇东秧歌的艺术样态及发展状况
陇南西和羊皮扇鼓舞艺术形式探析
论锅庄舞在都市中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
浅谈白马藏族舞蹈文化
浅谈藏族习俗对锅庄舞的影响
浅谈甘肃临夏回族舞蹈服饰的发展
浅谈赣南“采茶”的源流

浅谈广场舞蹈的特征与功能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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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维吾尔族舞蹈的风格特征与美学意义
试论当代中国民俗舞蹈的发展
以生活为源泉 创新艺术发展思路

———谈《欢乐的面馆》创作体会
裕固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与当代发展

舞蹈教育

浅谈舞蹈本科生实习的重要性
舞蹈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意义
甘肃舞蹈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浅谈少儿素质教育之舞蹈教育的重要性
谈舞蹈教学中学生主体意识的发挥
高校舞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
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初探
浅谈卫生学校的舞蹈艺术素养课
言传身教 德育兼容

———浅谈舞蹈教学方法在德育培养中的体现
人人拜舞欢跃

———全民舞蹈普及教育的现实性探析
关于师范音乐专业学生舞蹈课程的设置之我见
舞蹈身韵与文学意境
舞蹈教育

———不容忽视的素质教育
校园舞蹈

——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形式
中国古典舞“翻身”之我见
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之我见
中小学舞蹈的普及教育

广 角

对敦煌舞编创过程中表现形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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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与艺术发展的关系
现代派舞蹈的个性和民族共性
舞蹈表演的想象空间与无意识空间
试论宋代舞蹈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取向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艺术
浅谈舞蹈艺术的表现方法与特点
浅谈舞蹈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浅谈中国古典舞之身韵
浅析舞蹈表演中手臂的重要性
生命的跃动

———对舞蹈之灵肉合一的认识
中国古典舞中的身韵研究

观舞有感

天马来兮从西极……
———舞剧《天马萧萧》的艺术成果

两种文化交融的旷世杰作
———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艺术魅力解读

追求精神品格 传承舞蹈文化
———以作品《禅心》创作为例

重审图腾文化之冷峻面孔：“狼”
———舞蹈“孤狼”之我见

赛事综述

飞天舞韵 金城流彩
———首届甘肃“飞天奖”舞蹈比赛综述

追寻本土文化品格 振兴西北舞蹈事业
———从甘肃省第二届舞蹈大赛说起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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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文化的变迁即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任何变迁，甘肃有着历史悠

久且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舞蹈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民族民间舞蹈已经消失

在时空里，有些在古代西北各民族的迁徙中相互融合，有些则依然深深地植根在民

间，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代代相传，生动地存活在人民心中，悄然地流淌在天地之

间。本文在文献调研、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旨在对这些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脉络进行

梳理，并对其现时性的地域播布、风格特点以及发展状况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综合阐

述。

［关键词］ 民族民间舞蹈 发展脉络 分布区域 综合状态

众所周知，甘肃有汉、回、藏、东乡、裕固、蒙古、哈萨克、保安、撒拉、满、

土、维吾尔等 12个主要民族，其中，东乡、裕固、保安族是甘肃独有的三个少数民

族。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经过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创造了内容丰富、风格独特

并反映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民间舞蹈。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下，这

些民间舞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确实在发生，“但变迁的幅度、快慢、

方式、方向、性质等都是因时、因地、因条件不同而存在极大的差异。如能具体地

掌握其中的规律加以诱导或促进，以减少不必要的历史弯曲，增强人们对变迁的心

理承受力，更快地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历史限度内的目标，这正显示了人类进步的主

动性，也是文化变迁理论的生命力及最终意义所在”①。

现代化过程中的西北民间舞蹈变迁
———甘肃民族民间舞蹈调研

邓小娟

【作者简介】 邓小娟，女，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导。舞蹈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舞蹈人类学。
① 尚克莱德·伍兹著，施惟达、胡华生译：《文化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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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学十载 行与思

一、甘肃民族民间舞蹈的现时性播布

源远流长的中华舞蹈，经历了数千年漫长岁月的发展历程，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甘肃的民族民间舞蹈在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受到民族迁徙以及多种宗教和民俗信

仰的相互影响，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舞蹈在继承各自特色的同时相互吸收，共同发

展。中国舞蹈自古就重视道具，甘肃民间舞蹈也不例外。从古至今与舞蹈相伴的各

类道具有翟、戚、干、盘、鼓、刀、剑、棍、鞭、板、伞、灯、铃、碗、筷、手绢、

扇子、花、长绸等。这些琳琅满目、形制各异的道具与民间舞蹈相结合，其主要内

容涉及天帝、社稷、氏族、人类、万物草木、大地、四方众神灵等；其主要目的是

将乐器、武器、舞器等与自身的生活及自然世界的生息紧紧联系在一起，或用作祈

求和感恩等祭祀的礼器，或借助于丰富的舞具以强化舞蹈独特的表现力和造型能力，

以达到渲染舞蹈气氛和愉悦心情的目的，或者把舞具看成是舞者四肢动作的延长和

思想意识的无限延伸。1995年甘肃省普查结果表明，尚在民间流传的民族民间舞蹈

有 75种 250个节目。根据舞蹈的表演风格可分为自娱性舞蹈和宗教祭祀两大类型，

其内容主要有反映生产劳动、歌颂英雄、祖先记功、自娱娱人、男女爱情、图腾崇

拜、原始宗教信仰，以及感召神灵、驱灾避难、祈神降福、谢神感恩等。目前，这

些民族民间舞蹈分布在全省 12市 16区和 2个自治州，其主要活动时间为汉族：春

节、元宵节、端午节、农历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农闲时间），少数民族则为：宗教

节日、民俗婚礼、宴会等。

民间舞蹈内容，是跟生产劳动的过程分不开的，它是最好的现实生活的艺术反

映。在甘肃众多的民间舞蹈中，“鼓舞”就是一大典型，无论是督战之鼓声、冲锋

之鼓声、欢乐之鼓声或者是消灾灭瘟之鼓声，鼓的使用率都很高，而且鼓的品种以

及鼓舞的形式也很多样。目前在甘肃境内广为流传的鼓舞就有十三种，这些鼓的内

容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用于祭祀礼仪的，例如武威的《宾鼓》、秦安的《羊皮鼓》、

流传在陇南地区的《扇鼓舞》以及定西地区的《傩舞》；第二种是反映民俗信仰与劳

动生产的，例如陇东的《打花鼓》、灵台的《腰鼓》、武山的《旋鼓》、金昌的《碰

鼓》、定西的《八面鼓》、景泰的《背鼓》等；第三种是反映古代战事遗风的，例如

兰州的《太平鼓》和武威的《攻鼓子》。

与春节、元宵节相伴随的自然是闹秧歌和耍社火，在这个时间段里，汉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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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民俗舞蹈与民间舞蹈异彩纷呈。少数民族在自己的民俗节日中，也有与其相应

的歌舞活动。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居区，民间舞蹈的形态呈现相互吸收、相互交融

的状态（见表 1）。

表 1 甘肃各地州市、县民间舞蹈的大致分布情况

播布地区
汉 族

少数民族
秧歌 鼓舞 高跷 龙舞

莲花鼓地滚灯、彩船舞大头
和尚戏柳翠、铁芯子、抬杆、
旱船、扇鼓、打节鞭、马灯、
车灯舞。

太平鼓
跳鼓
骑鼓

高跷

庆阳市
1区 7县

跑旗、跑仙鹤、跑马、跑灯、跑
九曲、跑竹马、跑阵、跑旱船、
麻鞭舞、神麻鞭、彩船舞、打
花棍、九莲灯、地飘儿、十二
盏灯、低跷、打节鞭、虎舞、孙
武子、过沙江、野战马超、地
故事、陇东秧歌、地云子、云
朵子、王母拜寿、鲤鱼灯、土
地爷挂画、土地爷挂灯、看花
灯、张公背张婆、十样景灯、
夜游八卦阵、打竹板。

腰鼓
花鼓

高跷
龙舞
龙灯

平凉市6县

牛社火、车社火、牛虎头、大
头娃娃、巧顶五灯、秃子顶
灯、、花灯、排灯、竹马、马灯、
观灯、抬杆、大头和尚、跑仙
鹤、狮子舞、平台、旱船、跑
驴、彩船舞、磨盘秧歌。

腰鼓 高跷
草龙
布龙
滚地龙

定西市 6县

铁芯子、打花棍、彩船、纸马、
朝山会、打虎舞、膏药舞、打
熊、鹬蚌舞、马灯舞、打节鞭、
旱船、五福灯、吃瓜打园

八面鼓
秧歌
太平鼓
拨浪鼓

高跷
低跷

武威市 3县
（含天祝藏
族自治县）

竹马、顶灯、滚灯、太极图、摆
阵、打节鞭、秧歌、车灯、马
灯、舞船

攻鼓子
宾鼓

高跷
藏族：古鹿子、乃草
舞、则柔、牦牛舞；土
族：安昭

兰州市
5区 3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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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播布地区
汉 族

少数民族
秧歌 鼓舞 高跷 龙舞

张掖市 5县
（含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

道秧歌、顶灯、顶碗舞、磨盘
秧歌、地摊秧歌、跑牦牛、跑
竹马、铁芯子、高杆、跑纸马、
跑黄羊

臂鼓
膏药舞倒羊
角

高跷 龙灯
裕固族：捻羊毛、英
那刀古拉、擀毡舞、
劳动舞

嘉峪关市
竹马、打节鞭、跑驴、旱船、东
洋车

太平鼓
地蹦子

天水市
2区 5县
（含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

杆老爷、打夹板、铁芯子、转
娘家、高摇伞、跑驴、狮子灯、
朝山会、磨盘秧歌、打熊、马
社火、打花棍、陈姑赶船、蜡
花舞、戏鳖、打虎、春游舞、采
莲船、头和尚戏柳翠、钻花
门、地摊社火、走马灯、花棍、
滚灯。

羊皮鼓花鼓
旋鼓

龙灯
回族：宴席舞、秧
歌、放风筝。

武都市 8县

地飘儿、排灯、铁芯子、跳佛
花、马舞、掌灯舞、五福灯、花
灯、打节鞭、抬杆、张公背张
婆、赶鸭子、跑驴、乞丐、鹬蚌
舞、太平车、滚灯、竹马、牛娃
耕地、放风筝、花盆舞、云朵
子、扯瓜蔓、狮子滚绣球、大
头和尚、法子舞、磨盘秧歌

单鼓舞
五面鼓

火龙
水龙

藏族：老黑黑、贡边
多地、潮盖、扒轴、
鬼面子、十二相、迟
哥昼、圆圈舞

金昌市
狮子舞、旱船、打节鞭、打熊、
顶碗舞。

腰鼓
单鼓
攻鼓子
碰鼓子

龙舞

白银市
2区 3县

狮子舞、旱船、蜡花、大头和
尚戏柳翠、推小车、熊舞、跑
驴、捕蝶、霸王鞭、拉场子、滚
灯拾翠、姐儿扭、高抬（铁芯
子）、彩船。

太平鼓背鼓
提鼓
跳鼓
膏药灯

低跷 龙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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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布地区
汉 族

少数民族
秧歌 鼓舞 高跷 龙舞

酒泉市地区
3 市 4 县
（含肃北蒙古
族自治县和
阿克塞哈萨
克族自治县）

龙舞、大头和尚戏柳翠、二鬼
打架、彩船舞、高台耍狮、单
杆桥、打节鞭、鹬蚌相争、披
挂子、竹马、耍牦牛、东洋车、
张公背张婆、唐僧取经、木人
打架、黑人刷狮、打熊舞、毛
野人、斗野人、、跑驴。

膏药舞
地蹦子

高跷 龙灯

蒙古族：喇嘛舞、灯
舞、挤奶舞、弓箭
舞、摔跤舞、酿酒
舞、盅碗舞、顶碗
舞、筷子舞、安代、
敬酒舞。
哈萨克族：打毛舞、
打酥油舞、盘子舞、
挤奶舞、剪羊毛、交
里阿龙、合拉麦发
尕、大走马、黑走
马、枣红马、奶酒
舞、狗熊舞、萨勒古
仁、

临夏市 4县
2自治州
（含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
族自治县和
东乡回族自
治县）

河州秧歌、放风筝、绣花舞、
杨林夺碑、八样巷道、八大光
棍、庄稼人、莲花山歌、旱船、
铁芯子、狮子舞、扇子舞、打
节鞭、马灯、车灯、滚灯、

太平鼓
骑鼓
背鼓

低跷
高跷

划龙船
龙灯

回族：宴席舞、尕老
汉
保安族：兜勒、外拉
扑乔、五比、特让阿
其热、骑抹耍枪
撒拉族：拉骆驼东
乡族：哈利舞、拉拉
舞、打墙舞、婚礼
舞、宴席舞、韩三
郎、莫沱舞

甘南藏族
自治州

纸马、旱船、狮子舞
沙目
（拨浪鼓）

高跷

藏族：康巴、姜拉、多
地、西尔、摆阵、口弦
舞、二熊抬杠、竹马
多地、拉吉就典、跳
神、放风筝、担水、海
蚌、格儿、卓、则柔、
狮子舞等。

民间舞蹈文化 006



舞学十载 行与思

二、甘肃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

甘肃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发展中，受到自然环境、民俗信仰、民族特点以及

审美情趣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舞蹈形态既具有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一般共性，又具

有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风格特色。它反映人民历史、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改

变和进步。①

1.古舞遗风，代代相传。甘肃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发展，使得一些民间舞蹈较好

地保留了原生型的状态。例如，秦安的《羊皮鼓舞》、《蜡花舞》以及天水的《夹板

舞》均为明代时期的舞蹈遗留，且都与祭祀活动有关。此外，各地的社火中还有许

多舞蹈形式，在中国古代舞蹈史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例如，《龙舞》、《高

跷》、《竹马》、《旱船》、《狮子舞》、《熊舞》、《大头和尚戏柳翠》、《灯舞》等。

民间艺人或普通民众表演的民间舞，是在空旷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除了那些带有

宗教祭祀意义的表演外，一般的表演，特别是当代仍然流传的民间舞表演，其动作

不带有明确的方向性，表演区是不固定的，四周都可能出现观众。这些古代的舞蹈

历经千年，今天，依然能够在民间或以宗族的方式、或以村落的方式继续传承在甘

肃的大地上。

2.朴实厚重，粗犷豪放。甘肃的民族民间舞蹈中，无论是气势磅礴的《太平

鼓》，还是端庄刚健的《攻鼓子》都表现出西北男性朴实、浑厚、粗犷豪放的阳刚

美。而优美大方的秦安《蜡花舞》和稳健、刚劲的《陇东秧歌》则体现了西北女性

泼辣、坚忍不拔的气概，这是甘肃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与环境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并于无形中形成的特点。

3.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甘肃的社火体现了各地不同的舞蹈风格与色彩，例如，

张掖的民间舞蹈《顶碗舞》、《倒羊角》、《跑牦牛》、《跑黄羊》等，其风格仍保留

着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天水乃文化古城，其舞蹈风格优美、大方。甘南藏族

自治州，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东乡族自治县以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舞蹈则

具有各自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甘肃的民间舞蹈很注重内容和情节，大多都有

① 杨堃：《民族学调查方法》，1981年，第 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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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故事性或以民间传说为内容，因此，每个民族所塑造的舞蹈形象既鲜明又生

动，人物性格突出，很多模拟动物的表演也十分逼真。

4.舞具丰富，载歌载舞。甘肃民间舞蹈中丰富的舞具是各地人民不同心志、不同

生活和不同审美需求的映射，不但为表演增添了趣味性和可观性，同时也反映了表演

者道具使用的娴熟程度及技艺。此外，甘肃民间舞蹈的另一特点就是舞蹈与歌唱相结

合，载歌载舞的形式自由活泼，通俗易懂，更为丰富地表现了人民生活的状态。

5.自娱娱人，发展创新。甘肃的民间舞蹈来自田间地头、来自人民的劳动生产和

宗教信仰，是人民生活情态的高度体现，因此，在民间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各地都

有人民喜闻乐见的舞蹈形式，往往表演和自娱相统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交

通尚不发达、经济条件仍较为落后的地方，民间舞蹈的传承机制比较严谨保守，舞蹈

风格变化相对较小。而在相对开放和发达的地区，民间舞蹈则伴随着时代的需求在保

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例如，有的地方会在舞蹈的动作、舞蹈

服饰、舞蹈道具的使用等方面有所变化，原本在田间地头的舞蹈经过加工会走向城市

的广场、舞台。在各民族共居区，民间舞蹈之间会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三、文化变迁中对甘肃民族民间舞蹈存在问题的思考

甘肃的民族民间舞蹈，深深地扎根在甘肃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它是甘肃各族人

民历史进程、劳动生活、民俗信仰与审美情趣的综合体现。当地舞蹈的类型及其社

会功能有：（一） 仪式功能；（二） 教化功能；（三） 娱乐功能。“文化的变迁即

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任何变迁，不论这种变迁是由内部的发展或是由不同生活方

式的民族接触所引起。”①文化的均衡、稳定是相对的，文化变迁是永恒的。

甘肃舞蹈的变异主要体现在舞蹈的社会功能及舞蹈形式上的变异。社会功能的

变异。民间舞蹈的产生，最初是以追求功利为目的的，审美观念则是在人的精神发展

过程中，在领会了自然界固有的完善、和谐、美好诸性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②

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舞蹈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甘肃的民族民间舞蹈有了

① 克莱德·伍兹著，施惟达、胡华生译：《文化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第 123页。
② 罗树杰主编：《走进民族学田野》，载莫峥嵘著：《现代化过程中新寨瑶族舞蹈变迁》，广西民族出
版社，第 345—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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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 50年代的《荷花舞》、70年代末《丝路花雨》等的排演，引

起了国内外的重视，敦煌舞由此也自成一派被纳入舞蹈教学的系列。近年来《敦煌

古乐》、《大梦敦煌》、《敦煌韵》精品等都是以敦煌文化作为舞剧的大背景，这对

于宣传甘肃以及甘肃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①

“变迁的历程是极端复杂的，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什么变迁，怎样变迁，

为何变迁都是互异其趣，这完全取决于无数复杂的环境因素。”目前，甘肃的民族民

间舞蹈还面临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存在以下困境。

第一，甘肃地形复杂，民族众多，许多民族民间舞蹈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传承

机制或保存较好，或濒临灭绝。第二，在过去的民间舞蹈研究中，多以采集舞蹈动

作为主，而忽视了民间舞蹈动作与其形态背后的意义以及每个民间舞种在其民俗事

项中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综

合研究方法。第三，研究民间舞蹈，往往忽视了民间艺人在民族民间舞蹈传承与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忽视了社会背景、民族迁徙、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

第四，许多舞蹈工作者，误以为舞蹈集成中的形态就是该舞蹈本来的面貌。诚然，

有一部分的民俗、民间舞蹈经过科学的研究与提炼是可以发展成为舞台艺术的，这

些民间舞蹈的元素与动律也可以成为某地区、某剧团或某学校的教材。但这并不能

说明，走上舞台的民间舞蹈从此就会消失于民间。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民族民间

（民俗） 舞蹈都可以加工成为剧场舞蹈艺术的，它们理应在民间舞蹈和剧场舞蹈的双

重轨迹上寻找各自发展的舞台，两者之间，民间舞蹈是“源”，剧场舞蹈是“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舞蹈的“根”始终在民间，它流淌在田间地头，流淌在

广场，流淌在人民的心中，流淌在中国农耕信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中。第五，

缺乏具有从事舞蹈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舞蹈工作者。大多数的舞蹈者具有很好

的舞蹈身体，却没有很好的文化理论修养，而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大都缺乏系

统的舞蹈训练，造成信息不对称。第六，缺乏舞蹈音像数据库资料的收集。甘肃的

民族民间舞蹈种类繁多，但目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音像资料面世。2005年 7月中

旬，甘肃省文化厅召开了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来自全省

① 克莱德·伍兹著，施惟达、胡华生译：《文化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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