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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前 去
口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是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第一部总集。 一’：，

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乐舞文化传统，尤其是丰富多彩的各民族的民间舞蹈，源远流

长，风采独具，是中华民族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民间舞蹈萌芽予人类的幼年时期是人们最早用以传情达意的艺术形态之一，它

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成长，经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原始社会中，舞蹈是全氏族

或部落的集体活动，也几乎是每个成员所必备的技能。原始信仰产生后，舞蹈和原始宗教

意识相结合，形成为早期的宗教舞蹈，并进而发展起习俗舞蹈和礼仪、祭祀舞蹈。《尚书·

伊讽》；“敢有恒舞子宫酣歌子室，时谓巫风。”巫风，也就是舞风o《诗经·陈风·宛丘》：“坎

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从这些史籍记载中．可以想见当时社会上群众性

歌舞活动的盛况。随着社会的前进，在原始舞蹈基础上又发展起了专业表演的艺术舞蹈，

从而把我国乐舞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民族民间舞

蹈不断以新鲜活泼的创造滋养着专业舞蹈家，丰富着艺术舞蹈创作，同时也从专业舞蹈中

吸取有益的养分，发展自身，提高表现力。两者互补互益，从而凝聚成我国光辉的乐舞文

化传统。’ tt

民族民间舞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最紧密的血肉联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

年代里，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陪伴人们度过他整个人生。在人生旅程的各个关

键时刻，从出生、成丁、劳动、宗教信仰、恋爱，结婚，直至老病，死亡、丧葬，在各式各样的

习俗活动中，舞蹈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现象至今还遗存在一些民族生活中。民

族民间舞蹈普及面之广也是其他艺术所罕见的，在我国，，无论是繁华的都城，还是偏僻的

穷乡；是渔村，还是山寨；是大漠，还是草原⋯⋯可以说，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不会没有

民族民间舞蹈的翩翩身影。因此，被人羡称为“歌舞之乡"、“歌舞的海洋"的民族或地区，

在我国是相当普遍的。民族民间舞蹈之所以如此深入和广泛的流传于各民族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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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最真实、最直接的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是民族的心

声。它以赤诚之心，歌唱欢乐，倾诉哀怨，鞭挞丑类，颂扬良善，表述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与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广泛联系，多样的生活内容，不仅形成了我国民族民间舞蹈题材丰富

的特色，也为历代专业舞蹈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盈宝藏。而在今天，对研究我国的文

化艺术史，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探究中华各族人民的传统心理结构、精神趋向和美

学思想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资料。

光辉灿烂的民族民间舞蹈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

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十里不同风，百里

不同俗”，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意识和审美要求，造就了我国民族民间舞蹈的

另一显著特色——形式丰富品种繁多，姹紫嫣红，尽态极妍，在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之

中，呈现出各具风采的个性。共性与多样性的高度统一，使我国的民族舞蹈艺术在世界舞

坛上独树一帜。建国以来，大量民族民间舞蹈经过专业整理加工后登上国际舞台，博得了

世界人民的赞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但是，几千年来，如此丰厚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系统的收集和整

理，相当一部分艺术精品可能就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人们的不经意而埋没或流失了。延

安秧歌运动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广大舞蹈工作者深入生活，进

行采风，做了大量搜集、整理工作。但当时还缺乏组织和规划，大都是分散进行的。经过十

年动乱一场风暴，当时搜集的资料，也都丧失殆尽，民族民间舞蹈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o

1981年9月，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舞蹈家协会向全国发出联合通知，

决定成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动员和组织全国力量进行民族民间舞蹈艺术

的普查、收集和整理编写工作。从此，这项工作就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有计划的开展

起来，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1983年1月，经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被列为

“六五”跨“七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正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省，市、自

治区有关单位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这项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编写原则是力求准确、科学、全面地记录各民族、各地区

的民间舞蹈。不仅要记录动作、音乐、场记、服饰还要记下每个舞蹈的流传地区，历史演

变，有关的传说和文史记载，艺人情况。以及相应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活动。民族民间

舞蹈长期在阶级社会中发展，和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及意识形态有着广泛的联系。因

此，它的内涵是相当复杂的，既有人民性的精华，也不乏封建意识、迷信思想等糟粕。尤其

和宗教及民间迷信习俗的关系更为密切，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有些甚至达到难解难分、浑

然一体的地步，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历史现象。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面貌，这类舞蹈

的艺术部分在本书中也将尽可能完整地加以记录。因此，这部集成不仅具有艺术和美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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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也将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历史文献o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文献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承

先启后，对艺术实践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当前，民族艺术正面临着形形色色艺术流派的

挑战，要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舞蹈就离不开我们民族民间舞蹈的优秀传

统，要继承和发展，就需要有历史知识，不了解民族舞蹈的历史和现状，就很难作到正确的

批判继承。这部集成在这方面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此外，在民族舞蹈人才的培养以及

促进国内、国际间的舞蹈文化交流方面，也必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由于我国民族民间舞蹈品种、数量繁多我们将采用不同的版本加以编集出版：“资料

本”由各省、市、自治区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集成本’’，由总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卷首

列该省、市、自治区全部舞蹈普查表，正文介绍该民族，该地区有代表性的较优秀的舞蹈。

在有条件的地区，还将配合编辑出版录音，录像等音像资料。

这部集成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编写而成的，参加编写工作的不仅有各民族的民

伺艺人j舞蹈工作者，群众文化工作者，还得到了音乐、美术．．文学、历史、考古、民族、民俗、

影视等各界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和协作。这部集成里凝聚着每一位参予者的心血劳动，对

此，我们谨致衷心的谢意。

这件工作是一项创举，缺乏现成的经验，工作中难免会有疏漏或处理不当之处，希望

各界人士批评指正，以待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

誓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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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t中国民族民闻舞蹈集成》记录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舞蹈。全书按我国现

行行政区域划分省(市、自治区)卷。各卷按民族分别介绍当地流传的民间舞蹈(包括中华

苏维埃和抗日时期的革命题材歌舞)。解放后专业舞蹈工作者创作和改编的作品不属本书

选收范围。

二，本书金圄统一版本均采用汉文记录。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由有关的省(市、自治区)

卷编辑部负责出版本民族文字版本。

三、本书记录的各民族民问舞蹈，均忠实于本来面貌。力求完整地保存民族舞蹈遗

产，为今后民族新舞蹈艺术的研究、创作、表演、教学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四、各地民族民间舞蹈调查表，均以县(旗)为单位登记。县内相同或大同小异的舞

蹈，只列其一；县与县之闻不论相同与否均照实登记。

五、各省卷“统一名称术语”中所列舞蹈动作，均为全国或本省较普及的常用动作，只

做图示，不做详细说明。

六、本书技术说明部分(舞曲、动作、场记、服饰、道具等)采用图文对照、音舞结合的

方法介绍。阅读时必须文字、乐谱，插图相互对照。其中动作说明以“人体方位”(见本卷

统一的名称术语”)定向；场记说明以“舞台方位”(同上)定向。

七、“场记说明"介绍一个舞蹈节目(或片断)的表演全过程(包括表演者位置，走向、

动作、队形等)。场记说明中：左边为场记图，右边文字为该场记跳法的说明。场记图按舞

蹈展开顺序排列、编码。图与图之间首尾相接——前一图的终点即后一图的起点。凡变化

复杂或人物众多的场记图，均辅以分解场记图，把该场记分成若干局部图，逐次介绍，分解

场记图隶属于该整体场记图之内，不编场记序码。每段说明文字前的六角括号([))，是

音乐小节符号，括号中的文字代表音乐长度，如(1)即第一小节，(1]一(4]即第一小节至第

四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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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书舞蹈音乐根据介绍舞蹈节目和研究舞蹈音乐的需要，选入当地代表性曲日·

曲日中用书名号者(《》)为歌曲，用方括号者([])为器乐和打击乐曲牌。为保持原来

面貌，对其名称、演奏术语和锣鼓字谱(锣鼓经)等，都按当地民间的习惯用语标记。

九、音乐曲谱中所用的筒谱符号、尽量采取国内通用符号。唯打击乐谱中增加闷击

符号^，击鼓边符号一，记法如釜、0。其他特殊符号将在曲谱后加以注释。

十、少数民族舞蹈的歌词，为便于广大读者学唱，一般附加汉语译配或汉语拼音注音。

十一、本书纪年，公历用阿拉伯数码，如1930年10月生；张才(1901--1978)；公元前

209年。农历用汉字数码，如唐贞观元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十月或农历正月十五日等·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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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民族民间舞蹈综述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东邻闽越，西界荆楚，南临五岭，北据长江天堑，武夷、怀玉，大

庾、九连、幕阜等山脉环立，形成天然屏障。境内有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浩瀚无垠，纳

赣江、修水，抚河，饶河，信江之水注入长江，汇归大海。全省水网交错，水系发达。庐山飞

峙大江之南，山峰挺秀，流泉飞瀑，云海茫茫，不仅是世人旅游胜地，且是学者盘垣、文人

荟萃之所，道观庙宇遍及全山，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即在山中。创建于东晋

之东林寺至今古刹犹存，昔李白、自居易⋯⋯等都曾来此并留下名篇佳作。更有全国首批

文化名城之一的景德镇，盛产名瓷，蜚声国际。江西烧瓷历史悠久，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清

江吴城商代遗址中就发现了原始青瓷，及至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江西的陶瓷

烧制技艺日趋发展，精益求精，最后达到辉煌之境界。江西还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安源罢工、南昌起义、革命摇篮井冈山、红色瑞金，今省会英雄城南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诞生地。

江西位于我国东南，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足，农业亦较为发达，盛产稻米、棉、麻、瓷、

糖、茶、油等。地下蕴藏矿产极为富饶，出产铜、钨、铀、钛、铝，锌等不下百二十余种，其中

钨、铜、重稀土产储量均为我国首位，冶炼术也很发达。、

江西自古即为“吴楚咽喉、右江之冲要”。上古时属传说中的扬州之域，西汉时即为江

南大郡，唐代系江南西道，遂名江西。境内赣江横贯全省，故简称为赣。而省会南昌是因

汉初取南方昌盛之意而得名。自唐宋以来，由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中原、岭南、吴越、荆

楚之商贾、手工业者或由九江入口逆赣江而上，取道大庾梅关而入五岭，沟通岭南；或出梅

关顺赣江而下入鄱阳湖复归长江。上抵荆楚武汉三镇，下达吴越六朝古都南京o ．‘

江西自古多贤材，艺文儒术甚盛。仅唐代江西入仕中举者达六十多位；宋代江西官至

内阁重臣和宰相者达二十余人，晏殊、杨万里、周必大以及名列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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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王安石等尽在其中。明代抗金英雄文天祥更是流芳百世，大戏剧家汤显祖之力作《牡

丹亭》曾演子滕王阁，八大山人朱耷，挥毫泼墨，丹青照人，与董源、姜夔等同被国际天体

学组织宣布为中国古代文化名人。庐陵(今吉安)自唐以迄清末千余年间，相传即有“一门

三进士，隔河两都堂，五里三状元，一家三尚书，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文天祥、欧阻

修，杨万里及曾主编永乐大典之解缙均孕育于此，堪称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域。

远在旧石器时代，江西境内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乐平县和安义县先后发现有距今

四——五万年前打制的石器和动物化石。

1962年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经碳14测定距

今已有九千余年了。她与中原和长江流域其它早期新石器文化同时并存，同步发展，且早

于上述两地近两千年左右。据此可以说，早在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开拓中原大地之时，地

处大江南岸的江西先民，也已在赣江流域披荆斩棘，创造着同样的古代文明。在清江县吴

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铜礼器与中原大体相似，也足证江西自早商以来一直与商周文化并行

发展的史实。 I’’． ’1

就江西乐舞文化而论，受商周文化影响，也是有史可证的。相传，昔洪崖者名伶伦，传

为黄帝乐师。黄帝灭炎帝、诛蚩尤，诸侯奉为天子，以代神农，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命

大桡作甲子，容城造历，羲和占日。“⋯⋯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

取竹之懈谷，以生空簌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兰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B

‘含少’o"(《吕氏春秋·古乐篇》)今江西新建县洪崖山乃因伶伦修仙炼道之地而得名。南昌

自隋唐以来曾三次被称为洪州，前后达六百余年o

“当帝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日：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

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鬈韩非子·五蠢》)。有苗即江西土著居民。据史载：“昔者三苗

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夏商周时期赣江流域生活着的正是一支土著的三苗—一

古越人。 、

近年来在江西宜丰商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铜铙，相继在吴城、修水，萍乡、新余、吉安，

宜春等二十余处出土文物中属西周时的钟和甬钟达七十余件。依据乐舞同源之律，商周

文化之影响已深入长江流域更及江西。

江西地理环境极为复杂，东周列国征战之时，江西全境仍为吴、越、楚三国争雄之域。

今苏，皖、浙、赣、闽、越等地均为上古时的扬州域。江西北部属扬州，以西属荆州，除吴据

东隅外，江西全境属楚。但据地处赣西之《上高县志》载：‘‘春秋属吴，勾践灭吴属越，楚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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