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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成果

孙豹穗

陕西地域辽阔，南北纵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

形成了丰富多姿的地域文铭。关中平原作为陕西经济、政治、文

化的中心，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作为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曾经

产生过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农耕文明那一个个鼎盛

时代。同时，以上郡为中心的游牧文明，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农

业文明，和以在中为中心的渔猎文明，又构成了陕西文化的多

元色调和搏大品格.这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无疑有着光辉烛

茫的地位.对祖陕西文化的多重历史因素，应当看到，那些自

三种文化融溶交汇丽成且带有各自文明色影的文化艺术，蕴蓄

着多重的积援因素充盈其中.诸如表现人民群众开朗、乐观的

昂扬进取情态，歌镇人民群众颜应自然、改造自然，渴望从自

然中获取自由的丧好心愿，以及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为其基本个

性的、地域的、民族的斑漏多姿的民俗形式，艺术样式等等。显

然，这是一份极其丰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从事

文化艺术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用毕生精力去研究、去弘扬，令人

欣喜的是，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积极承担起这项历史性任务，组

织新内外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撞出了《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

究系列丛书去，多视角、多倒画、多层次地对陕西文化艺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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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与扫描，从而完成了一项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使读

者朋友能对陕西的镜秀传统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入比较全面地了

解的重要工程.

我历来认为，任何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都产生于一定的文

化背景之中。商任何艺术的表现样式和表现内容也都以其文化

的价佳取向作为其存活原则。正是这样的文化发展原则和艺术

表现原则，使我们祖先在上古和远古时期有意和无意地创造出

来的，完全属于表现自我或者某一科益集盟的意识、意志、情

态和愿望的符号、行为，积捷为这个英族或者集团成员的共同

意识、意志、情态和愿望，我淀为这个英族或者集团的文化。当

然，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商以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

的积淀则最为隐噩沉厚。在精神和意识形态层面上，这种隐匿

沉厚的积淀以世代承传的形式保留下来，或者以2传G授的历

史传递下来，成为这个民族和这个利益集团的文化财富。我们

知晓，陕西悠久的历史租多次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融合，尤其

是宋代以前的民族融合，基本上是以关中为重心，尤以西北方

向的少数民族向吉老的关中地区移民较多。也就是说，带牧民

族在与农耕民族的历史性交融中，不仅带来了游牧民族的骤悍

如粗矿，也带来了游牧文化的强劲与奔放，从高使吉老的关中

农耕文化成分也发生着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变化能轻易

产生根本性盾的裂变，而是潜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觉中的掺透

变化 e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关中文化，是以往班

有曾经生活、淹留在关中地区的各个民族、各个时代、以及吸

汇了天南地北民族文化的总和。今天的三秦文化， . JilU正是以在

历次民族融合的产物。这种三秦文化的丰富性和它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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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研究者要以历史的眼光，民族融合的眼光，把三秦文化

置入历史发展的坐挥中去考量，才可能对陕西文化的份值系统

有比较客观的认知，对陕西文化的历史个性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是挟西文化艺术研究的专门挽构，拥有一批

长期从事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艺术的史论研究工

作者和文化理论研究的专家.多年的资料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加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使他们能够以比较深邃前历史眼光、比

较敏锐的文化视野和比较高的文化品位，来准确认知陕西传统

文化艺术的文化价值，总结和探讨陕西文化艺术在中华民族文

先艺术中前位量和作用。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系亮丛书去包含有挟西民间鼓吹

乐、挟西员商舞雷、秦腔经典拆子戏、陕西凤搭歌曲、陕西民

间曲艺作品等丰藉的内容。也囊括了我省文化艺术工作者、社

会科学工作者近年来对陕北、挟南、关中三大不同文化板块文

化个佳的研究成果，汇集了全国一批专家、学者对二十一世纪

西部文化艺术发展研究的新思路薪成果。在具有理论意义的同

时，更迸放出实践的认识价值。

审视这套丛书，如果说以戏剧、舞蹈、民歌、曲艺、民间

音乐等丰瞻内容构成了丛书对陕西传统艺术概览的话，那么，其

中的《中国秦撞史E 则是一部研究秦踵艺术的形成过程，探诗

秦撞艺术与陕西人文精神的史论性专著。丽陕北、陕南、关中

三部文化艺术理论研讨论文集，则是全省社科、文化艺术理论

工作者多年来对搜西地域文化研究的形象展示和理论总结。既

可供读者摄宽性地了解陕西文化，又为各方面人士进一步从艺

术实践租理论认知两个方面比较深人地解读陕西文化开启了一

扇门扉，至于自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发起，有全国 20 多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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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对本世纪西部文化艺术发展进行

前瞻性探诗的 (21 芭纪西部文化艺术发展论坛文集)，则使读者

更加清晰地领悟到西部大开发不只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还是一

个文化的模念.西部地区的地或广阔，民族众多，丰富的民俗

和多彩多姿的人文景观使西部成为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天然博

物馆。在专家学者的眼里，吴吴文化、精深艺术，都是一个亟

待开发的艺术文化宝库o 21 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和党的十六大提

出的全面建设小康桂会的宏伟蓝图，必将以物质的、文化的、人

的精神面貌的全面提升和西部人民的生活状态、生存状态的全

面改混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因此，如大对西部文化建设的投入，

重视西部文化资摞前保护性开发利用，如强对西部文化的研究，

是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环节。勿庸置疑，这部颇具真知约克的

研究文集，当对西部开发产生裂握的作用.

总之. <<挟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系列丛书》代表着陕西文化

艺术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它凝聚着该所艺术科研人员的智慧

和心血，是一套展示陕西地域文化研究学术水平、弘扬挟西人

文历史和地方文化艺术总体风貌的有用之书。它的问世，将有

助于全面认识陕西文化，理智地感知陕西文化，建设菌向未来、

噩向现代化的陕西文化产生积摄的推动作用.

是为序。

葵末春于古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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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

地壤、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信仰观念、道德伦理、审美情趣、

民民世俗、经济发展的晨瑰，更是民族的一种精神、理想、愿

望的凝聚，

陕西地处黄商中讲，是华夏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远在 80

万年至 20 万年前，大荔猿人、蓝田猿人已在这块古老的三秦黄

土大地上繁街栖息.西安东郊发掘的"半搜遗址"、临撞县的

"姜寨遗址'等，均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锦韶文化"，证实

了远在五六千年以前，关中平原上己出现了以渔耕为主的民族

部落.古部长安又是我国古代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建

都的地方和京.重地。革命圣地延安又是中国革命和新秧歌运

动的策嚣跑。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使陕西具有得天

强厚的优势，从而使陕西成为一个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和雄黯

大省，显示了陕西班具有约历史地位和赞值。

民间舞蹈世代流传于民岗、长期植根于群众，如同一条淘

海的河水奔腾在人类社会发晨的历史进程之中。由于过去封建

时代的统治阶级从来不重提民间艺术和民闰舞蹈的发震，使民

间艺术和民间舞蹈银难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它应有的社会地

位o 1942 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不仅推动

了革命薪文化运动的发展，丽且也促使以民间秧歌为代表的群

众性民间艺术和民间舞醋的普及与提高、继承与智j薪，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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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新篇章。被誉为"盘剥秧歌n、"翻身秧歌"的群众性舞

蹈活动，从廷坷之滨、宝塔由下，伴随革命胜利的号角扭向全

中国，担向天安口，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间艺术和民间舞蹈的发展，在

"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使民间艺术和民间

舞蹈扬眉吐气登上了民族文化的舞台，成为民族精神的展示和

响很时代的领歌.为哀极发展具有中国气涯和社会主义特色的

民族舞蹈事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982 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舞蹈家胁会联合发文组

织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编辑出版，是在全犀范自内

对民族民间舞蹈的挖掘、收集、整理、出版的浩大工程和千敦

大业。我有幸做为一名舞蹈干部参加了这项空前的历史工程，并

担任陕西卷主编，在省文化疗与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在各地艺术馆、文化信干部的我极参与下，一支浩浩荡荡

劫集成大军，活跃在三秦大地上。 10 年来，大家无冬元夏、含

辛茹苦、勤奋工作、不计摄酬，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感人事迹，运

今仍深深地邱记在我的黯海里.正是这一批无悔无怨、热心从

事《中国民族离间舞蹈集成》剖同志，我如一批勇敢的勘探者，

在不停地高呼着"芝麻开门"的喊声中，第一次打开了民间舞

蹈宝库院大门，较为全雷、深人撞了解熟悉了陕西民间舞蹈的

历史流传、繁街发展、文化内涵、民俗特征、风格特点、表演

程式和艺所具有的深邃的文化内涵，才使我衍了解到什么是民

间舞蹈，看到了它的所具有的人文、历史、民俗、祭祀以及桂

会生产和审美等方霞的价值和作用。 10 年的《中国民族民间舞

蹈集成3 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如同上了一次民间舞蹈大学。在

"以集成但研究，以研究促集成"的思想指导下，可以大言不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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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足迹遍及三秦大地，抨水洒落山白蜡岭气并通过全面普

查、广泛录裙、使我们掌握了第一手宝贵资料，经过反复研究、

认真编写，最后在《中国民族民闰舞韶集成》总编辑部的指导

协助下，从 260 多种民间舞蹈种类和形式中，从近千万字的文

字资料中精选 66 出种形式， 170 万字和数百幅插图的有史以来

第一部《中国员族民闰舞蹈集成·陕西卷》终于出版了，这是

全省从事此项工作同志们共同劳动的成果，也是集体汗水浇灌

的鲜花。虽说《中雷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已向世了近

10 年，但其他未能选入国家卷的珍贵资料确在我手中静悄悄地

骗了这么多年。省艺术研究所的领导具有远晃卓识，提出要把

未曾收录于"十大集成"的剩余资料茹续整理出版，做为一种

传统文化资源贡献给有志于研究民俗学、人文学、社会学、历

史学、民间舞蹈等方面的同志做为参考。以发挥其在当前西部

大开发，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陕西民间舞蹈概览》仅是为编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挟西卷》庚剩下的一部分资料，着重遥过文字对全省各地流

传的民间舞蹈的活动现状，以及它的流传地域、社会背景、历

史发展、影式内容、风格特点、表演程式、文化内涵、活动目

的、民俗习尚，以及房收集到员闰舞蹈中相关的民间故事传说

和著名代表性艺人的艺术造诣和成就等加以归类整理，使大家

对全省各类民离舞蹈的信患和资料有所了解和掌握，便于今后

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所疏漏、不足和

缺陷，望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李开方

2002 革 3 月于西安龙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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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秧歌……"…·…... ..…. .•. ••• ••• .....……·… (46) 

(2) 城关秧歌…... •••••• ••• ...………………... ••• ••• (47) 

(3) 京兆秧歌…"………·……... ....…………….. (49) 

3. 自水秧歌... ..…·…... •••••• ••. ...…………... •••••• (50) 

〈二〉唱挟歌……... ...…"…·…………... ...…... ..…. (52) 

1.韩城秧歌……………... ••• ••• ..…. .....…………. (53) 

2. 渭华秧歌……... ..……·…………... .•• ...……… (58) 

3. 洛J11 P1昌秧歌 •••• .…………·…………... •••••• ..…. (60) 

4. 高陵秧歌... .•• ••• ••. ••• ••• ••• ••• ••• ••• ••• ..…·……… (61) 

5. 地秧歌... ••• ••• ••• ••• .•• ••• ••. ••• ••• ...…. ...........…. (62) 

6. 户县缘歌………………………………………… (63)

7. 秧歌鹿子…...... .…..……………... ••• ••• .....…·伍的

〈三〉蹲草秧歌….... ••• ••• ••• ....………….. .....…·…… (66) 

鼓舞类…………... ••• .... (70) 

(一〉陕北腰鼓…"……. .....…. .....…………. .•• ••• •.• (72) 

1.安塞腰鼓………... ..……·……………... ••• ••• ••• (77) 

2. 横山腰鼓…... •••••• ••• ••• ••• ••• .....…. ••• ...……… (81) 

(1)小场E要鼓... ....….. ••• •••••• ••• ...…... ••• .....…. (82) 

(2) 四人腰鼓…... •••••• ••• ...…... ••• ..……. ••• •••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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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鼓... ••• ••• ••• ••• ••• ...……"…. ..….. ••• ••• ••• (83) 

(4) 新腰鼓………….... ••• ••• ••• ••• ••• ••• ••• ••• ••• ...… (83) 

3. 米脂腰鼓... ••• ••• ••• ••• ••• ••• ...…...... .... ..….. ••• ••• ••• (84) 

4. 安乃小腰鼓….... ..….. ••• ••• ...…"………·…"…. (86) 

〈二〉洛J!I楚鼓…... ....... ..……·……... .............…….. (87) 

〈三〉胸鼓……....... ••• ..…·……... ••• ••• ••• ••• ..……. (91) 

〈四〉屠鼓子... ...…... ...…...... ....….. ••• ••• ••• ••• ...……… (94) 

〈五〉牛拉鼓………... ...….... ....... ....... .....….. ••• ••• ••• (96) 

〈六〉上锣鼓……"……………·……………......... ••• (100) 

〈七〉花苦鼓…... ••• ••• ••• ...….... ..…...……………. (1 06) 

〈人〉背花鼓... ••• ...……………... .....…...…·……(109) 

〈九〉洪拳鼓... ••• ...………………………...... ..........…. (112) 

〈十〉人他鼓........ ••• ....... .....…·…………………… (115) 

〈十一〉窟子鼓…"….. ••• ••• ...….... ...... ...... ...... ...... ...... ..…. (1 17) 

〈十二〉素鼓…"…….. ••• .... ••• ••• ••• ••• ...…………(118) 

〈十三〉十噩锣鼓"….. ••• .....………..………......... (1 23) 

〈十四〉牛拉鳖鼓... ••• ••• .....…….. .....…...……·…(126) 

〈十五〉富平老鼓... ...……... ••• ....... ......... ...........…(128) 

〈十六〉五困鼓"…...……. ..…. ..……·…………… (31) 

〈十七〉吉面锣鼓"………….. .....……·………"…. (33) 

〈十人〉挎鼓子... ••• ••• ••• ••• ••• .... .......…………·……(137) 

〈十九〉蚊龙转鼓... ...……... ••• ...……............... (139) 

〈二十〉岐由转鼓…... ...…... .....….... .... ...... .... ............ .... (142) 

〈二十一〉刁鼓……... • 

〈二十二〉宝鸡百面锣鼓... ...……· 

〈二十三〉黄霞拾鼓…... ••• ••• ••• ••• • 

(145) 

(147)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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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黄龙锣鼓... ••• ...…... ...…………... •••••• (152) 

〈二十五〉尧山大鼓... ••• ...……... ••• .....….... ••• ••• (154) 

〈二十六〉离段年鼓... ...………………... ••• ...…… (55) 

〈二十七〉洛JI'挂鼓…... ••• ...…... ••• ••• ••• ••• .....…. (57) 

〈二十八〉大荔跑螺享…... ••• ....…….. ••• ...…"…. (59) 

〈二十九〉勉县对鼓…... ...……... ••• ••• ...…... ...… (60) 

〈三十〉南~j锣鼓…... ••• ••• ...…"…·…... ••• ••• ••• (163) 

〈三十一〉关中敲锣鼓…... ...…... ••• ••• ••• ••• ••• ...… (65) 

〈三十二〉挟北秧歌鼓"…·…... ••• ••• ...……... ...… (69) 

〈三十三〉布部鼓... ••• .....…. ••• ...………...... ..…· 

〈三十四〉组锣鼓………

〈三十五〉月牙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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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3) 

〈三十六〉离把鼓…………... ...…... ••• ...……"…. (74) 

〈三十七〉羊角鼓…... ...…... ••• ...……………... ••• (75) 

(三十八〉羊皮鼓…... ••• ...………... ...…………… (79) 

〈三十九〉崩鼓舞"…·…"…·…... ...………... ...… 08I) 

(四十〉打丧鼓...... ••• ••• ••• ••• ••• ••• ••• ••• ••• ...…… (86) 

〈四十一〉担子鼓... ••• ••• ••• ......…... ...…... ....….. (88) 

〈四十二〉渔鼓...... .....…. ••• ••• ••• ...………"……. (89) 

〈四十三〉撂锣... ...…... ••• ••• ••• .….. ••• ••• ••• ••• ••• ••• (189) 

〈四十四〉富县飞锣……... ••• •••••• ••• ...……... ••• ••• (191) 

〈四十五〉抡锣…... ......…..... .…...... .…..……… (93) 

(四十六〉转镶... ••••• 

龙舞... ••• ...… 
(95) 

(97) 

(一〉龙灯………………...... ..………. ••• ••• ••• ••• ••• (198) 

〈二〉布龙"…. ••• ••• ••• ••• •••••• ••• ......…... ••• •••••• •••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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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龙舞... ...………... ....…..…... ...………… (201) 

〈西〉筒子龙... •••••• ...…………... ••• ••• ......……… (203) 

〈五〉板凳龙…... •••••• ••• ...……………... ....…….. (207) 

〈六〉五节龙…... •••••• •••••• ..…·…………………… (210) 

〈七〉地龙…... .....…·……"…………·……... ••• ••• (212) 

(J\) 水善舞...... ••• ••• ....….. ••• ••• ......…………… (214) 

〈九〉杠子龙…... ......…... ••• ...…... ••• ••• ..……·… (216) 

〈十〉离晓龙……...... ••• ••• ...……………...... ...… (218) 

〈十一〉水龙…... •••••• ••• •••••• ••• ••• ••• ...…... ..…·… (219) 

〈十二〉火龙………... ••• •••••• ••• ••. ••• ......………… (220) 

〈十三〉攘龙、站龙... ••• •.• .....……………………. (221) 

四、精舞……... ......……... ••• ••• ...…... ••• •.• ••• ..……. (223) 

〈一〉文狮子……... ....….. ..…·…………………… (224) 

〈二〉武狮子…"……………·……"…·…... ••• .….. (226) 

〈三〉狮子上老杆…………………... ...…... •.• ...… (227) 

〈四〉离台狮子……... ••• ...…... .....……. ..…·…… (232) 

〈五〉笑和尚耍狮子…...... ...………... •.• ••• ...…… (234) 

〈六〉火鼻子... ...………………... ••• ••• •.• ..………. (241) 

〈七〉太狮与少摒……………………... ...………… (243) 

(J\) 双狮舞…... ••• ••• ••• ••• •••••• ••• ....…….. ..…·… (244) 

〈九〉高豌狮舞...... ..………. •.• .•• ••••.• ••• ...……… (245) 

〈十〉舞棋麟……... ••• .....…·…... ......…………… (246) 

〈十一〉狮寻蛋……"…·…………………………… (247)

〈十二〉洗裤娃……... ....……..…………………… (249) 

五、船舞……...... ••• ....…..…………... ....…..……… (251) 

〈一〉水船…...... ••• ••• ••• ••• ••• ••• •••••• ••• ••• ••• .....….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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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旱船……... ...………………... ......……"…. (256) 

〈三〉影莲船... ••• •••• (257) 

〈因〉子母船... ••• ••• ••• ••• ••• ...………... ...………… (259) 

〈五〉双人花船... •••••• ••• ••• ..……·….................. (261) 

〈六〉战船... ••• ••• ........…. ••• ...……... ..…·……… (263) 

〈七〉四船扑莲... ...……... ••• ...…………... ......… (266) 

〈人〉啻瓷船... ••• ••• ••• ••• ••• ••• ...…... ....….. .....….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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