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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2l世纪的世界是高科技的世界，亦是平民文化的

世界，即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高雅文化，当跨入21世

纪后也将融汇社会而不断向平民靠拢。

人类创造的以人体运动构成的艺术——舞蹈，可

说是各种艺术品种中最平民化的艺术样式之一。它将

人类的社会生存状态和感情累积投射于举手投足之

间，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化深度和广度；而中国舞蹈

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更是体现了舞蹈的这一

特殊功能。这不仅仅是人类有了社会活动便有了舞蹈

这门艺术这一基本命题，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人类

另一层面最活生生的、充满生机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

系。长期以来，孔孟儒家一直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明

的代名词。自西汉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是以儒

家为主流，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为支流的统一

物。但却一直忽视了中国民间存在的另一思想体系，

即以历代劳动人民创作和活动其间的大量诗歌、小

说、戏曲，包括舞蹈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这种民间思想

体系较之于儒家思想更富于创造精神和生命活力。所

以，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道

德观、幸福观等主要是得益于民间广泛流传的包括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内的这些口授身传的民间

文艺作品，而在民间最为广泛流传的中国民间舞蹈则

更是成为老百姓喜怒哀乐、是非评判的主要载体之

一。换句话说，它以人体活动的角度折射出了整个民

族的心理流程，标示了这一流程发展的轨迹。

然而，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不同的是，中国的民

间舞蹈由于它自身的艺术特点和活动形式具有民俗

的特性——杂糅于婚丧喜庆的民间百事中，形式灵

活，随意性强，歌舞说唱并重而不拘一格，衣着装扮的

简陋和活动场所的流动性大，等等，不仅如此，由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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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原因，宗教迷信的色彩有常常杂糅其间，凡此种

种，都是得数千年来的文人学士对这种“雕虫小技”不

屑一顾，因而既上不了所谓的正史，就连野史杂记也

少有记载。这种状态的存在当然是历史累积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

开放带来的文化事业的繁荣，使我们有了为中国的宝贵

文化遗产——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立志”的天时地利人

和的条件。不仅如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一种人类

活动行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在今天，如以往那样在

民间中自由繁殖又迅速在民间扩散和传播并深深地融

入百姓的一切民俗百事中的情况，基本上是被舞蹈的专

业和非专业的创作所替代而中止了。因此，通过立志的

方式，详尽地整理和归纳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全部的生

存、发展和活动隋况，对于了解一种文化形态与社会的

关系，并在科学的总结上开辟今天的舞蹈发展途径和与

老百姓水乳交融的通道，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本书分为综述、志略、文物史迹、人物传记、图表

几大部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卷出版，以实际调

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系统记述各省(直辖市、自治

区)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内容形式、风格流派、

衍变特色以及有关的节令风俗、信仰礼仪。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舞蹈收录不考虑相互之间的交叉和重

叠问题，以期资料的翔实和地方特色的保存。

本书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编写而成，参加编

写工作的有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舞蹈工作者。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下，得到了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文化厅、局的大力支持，作为承办单位，上海

市文化局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学林出版社在本

书的出版上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一并谨致

衷心的谢意。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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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是中华历史开发最

早的地区之一。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发

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说明，早在四五十万年以

前，河北境内已有人类居住着。当时的“北京人”已懂

得使用天然火，过着群居生活，组成了早期的人类社

会——原始人群。在龙骨山的顶部洞穴中，又发现了

距今约一万八千多年以前的人类骨骼化石，定名。山

顶洞人”。当时的人类已懂得人工取火，并按血统关系

组成比较固定的集团，过着氏族公社制的社会生活。

此外，在河北省涿鹿以西的泥河湾地区，也发现了旧

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

渡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则在今北京市门头沟地

区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更多，其类型有仰韶

文化和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主要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

址，这时期原始农业已经产生，并有相当的发展。在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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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现今的磁县、邯郸市、武

安、永年、邢台、石家庄市、平山、蔚县、涿鹿以及正定、

曲阳、怀安一带。龙山文化主要是父系氏族社会的遗

址。在河北地区，龙山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磁县、邯

郸市、武安、永年、邢台、石家庄市、平山、蔚县、涿鹿、

涧沟、临城、唐山、崇礼、赤城。

细石器文化，在河北地区，主要分布在尚义、丰

宁、承德。
。

河北地区，是炎、黄部落的形成之地。有名的“涿

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就发生在河北省涿鹿县和怀来

县一带。战后，炎帝部落归服了黄帝部落，加上蚩尤部

落留在北方的成员，他们进一步结合起来。以后，他们

的后裔就从河北一带向南发展，一直到黄河流域一带

定居下来，组成了我国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奠定了

后来华夏族的历史基础。尧、舜、禹在河北的历史上也

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书》载：“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

自冀州始也。”《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之人

也。”《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

封黄帝之后于蓟。”春秋时期，河北境内诸侯国多达十

余个。三国曹操为魏王时，东晋十六国的后赵、冉魏、

前燕、后燕，南北朝的东魏、北齐，与北宋对峙的辽、

金，统一了全国的元、明、清，都曾在河北境内建都。

战国以来，河北大地名人辈出，大思想家苟子，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者董仲舒，《毛诗学》的

开创者毛亨，道教(太平教)创始人之一张角，《水经

注》作者郦道元，科学家祖冲之、郭守敬，《洛阳伽蓝

记》作者杨街之，大诗人卢照邻、高适，元代书画家赵

孟颊，元杂剧奠基者关汉卿、白朴，小说家曹雪芹⋯⋯

等，都为创建和丰富封建时代的中华文明作出过具有

伟大历史意义的贡献。故燕赵不仅“自古多慷慨悲歌

之士”，更是历史长河中人文荟萃之地。 ，

遍布全省的许多古代遗址表明，河北地区曾经历



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历史阶

段河北舞蹈的产生、延续和发展，当然也是沿着人类

发展的历史向前迈进

磁县东魏茹茹邻和公主落出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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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遇有灾难而又无法战胜灾难的时候，就要祈求神明 ：

的保佑，希望为他们灭灾，并赐福于他们。这都是因为 j

原始人类的蒙昧，所以，宗教意识的产生是必然的，舞 !
蹈的敬神活动当然也是必然的必然了。当人类意识到

人类无法直接与神交往，而人类又需要这种交往时， !

以跳舞来祀神的巫便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原始人 、j

认为，巫能将人的祈愿衔告于神，又能把神的旨意下 ．

传于人，使人神沟通。于是，巫便成了人、神的代言人，

巫能通神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郭沫若在《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还说：“祖先崇拜的习俗一定在

氏族财产发生以后。原始人连父的观念都是没有的，

不消说更说不上祖先。”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

会》一书中说：“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然而

然地萌芽，崇拜仪节才会制定出来⋯⋯氏族成了宗教 i

发展的天然核心和宗教仪式的发祥地。”原始公社制

的组织成份是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先是母系氏族社

会，后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人类只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不知有父的人更谈不上崇拜祖 ．

先。所以，原始人的崇拜意识一定是在母系氏族社会

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巫舞的产生和以巫舞敬神

的兴起也一定发生在这个时期。在我国古老的甲骨文

中，有记述《多老舞》的文字。史家认为，“多老”可能是

巫师的名字。如确实这样，那么，《多老舞》就是以巫师

的名字命名的巫舞，它起码产生于甲骨文记述《多老

舞》之前。河北曾是巫舞盛行之地，巫以跳舞来祀神为

职业。巫的巫术，在河北表现为：手执“扇鼓”(“太平 。j

鼓”)，边击边摇，边歌边舞的祀神过程。巫舞在甲骨文

中称《多老舞》，汉、魏、晋时称《韩舞》(《辫鼓》)，梁时

称《稗扇舞》，隋代时称《弊舞》，唐代时将《稗舞》列入

清商乐中，明、清始称《太平鼓》，流人民间。自古至今， √

巫舞历经各代，几经易名，不断延续和发展，现仍保留

在巫婆、神汉身上，但大多已不祀神，而成为一种在节



日里跳的自娱性民间舞蹈。

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和奴隶形成了两个对立的

阶级。奴隶主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强化奴隶制统治，

便利用鬼神愚弄人民，进而奴役人民。统治者将自己

扮成神的化身，或说是受天之命统治人民，因此，巫风

盛行。舞蹈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必然沿袭前代遗

制，崇拜神明，祭祀祖先。

这一时期，巫舞和傩舞盛行。历经数千年，一直流

传。至今，河北仍有巫舞和傩舞可视形象保存下来。

巫舞源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时，巫舞便成了

神权统治的工具。奴隶主阶级以巫能通神欺骗人民，

达到他们巩固奴隶制统治的政治目的。“因此，巫的地

位相当高，权力也相当大，如商代太戊时的巫咸，祖乙

时的巫贤，都是执政的大臣。”(王克芬：《中国古代舞

蹈史话》)夏禹和商汤都兼有巫的身份，这虽是传说，

但也合乎情理。此外，巫师跳舞求雨，在甲骨文中有记

载。这在当时是一种风俗。《周礼·司巫》载：“若国大

旱，则帅巫而舞雩。～有时商王亲自参加这种祭祀活

动，亲自跳求雨的舞蹈。”(王克芬：《中国古代舞蹈史

话》)可见巫舞在当时的“雩祭”中所占有的地位是多

么的重要。自古以来，河北就是巫舞盛行之地，流传在

河北的巫舞就有祀神、占卜、求雨的传统。每逢久旱不

雨，人们就要祭祀求雨。届时，求雨的人们头戴用柳条

编成的帽圈，抬着肩舆(上置菩萨塑像)，沿街行走，边

走边向空中泼水(象征天降甘霖)，并不停地高喊：“老

天爷下雨了，下雨了!”与此同时，巫人随在队后，手执

“扇鼓”，边击边摇，边歌边舞。由此可见，宗教意识对

人们的思想影响之深，宗教意识与舞蹈的密切关系之

久远。

傩舞，源于原始社会中的巫术活动，是古人驱鬼

逐疫时跳的舞蹈，早在周代已有记载，经数千年流传，

至今不衰。现今，河北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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