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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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值，也将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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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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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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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族民间舞蹈综述

青海地处我国内陆西北腹地，与西藏同处“世界屋脊”，因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咸水

湖——青海湖而得名，简称“青”。又因长江、澜沧江、黄河发源于省内昆仑山脉的唐古拉山

和巴颜喀拉山而素有“江河源”之称。周边与甘肃、四川、西藏、新疆等省、自治区相毗邻。闻

名遐迩的丝绸南路和唐蕃古道西线横贯境内。青海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境内雪

峰挺拔，湖泊众多，河流纵横、草原广袤，自然景观独特。是多民族聚居地，亦农亦牧，属全

国五大牧区之一。

据考古发现，距今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的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

息。青海高原的远古文化与甘肃的洮河流域处于同一文化系统，又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

紧密相连，母系社会的马家窑文化，分布在河湟谷地。历代先民们开拓这块神奇的土地，创

造着人类文明。

青海高原最早是“羌人”繁衍生息之地。羌人属炎帝之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进程中创

造了许多文化成果。如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昆仑神话中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是反映母权氏族

社会中西部羌人先民的生活与追求的文化艺术遗产。羌人除一部分东移黄河下游，更多的

散布在西部地区。青海古代的戎羌文化曾对我国早期文明有过卓越的贡献。
4’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最早的羌人，到以后的匈奴、汉、鲜卑等民族，以至元代以来，

汉、藏、蒙古、回、土、撒拉等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孕育创造了青海悠久的历史和灿烂

的文化艺术。尽管历史上曾几度因统治阶级之间发生过争战和地方政权更替兴衰，但更多

的则呈现出民族间友好相处，中原与西部茶马互市的融和景象。

一、青海古代的乐舞艺术

青海远古文明，显示了原始乐舞艺术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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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丫下亍彳孑『，报告中称为“土鼓”。由此看出，游和中游文化

中，陶鼓是作为古代乐器的共同标志，陶鼓可能是当时举行祭祀活的法器。在我

国一些成书较早的古籍中已有记载，如《礼祀·明堂位》中说：“土鼓、蒉桴、苇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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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唱腔中[二番]突破了多用于[栽板)、[介板]后的传统用法，而接在[慢板]之后，作为下旬调[琴书 调]夹伴唱，表现力．

编曲之一郑玉平(1957～)。晋城县高都村人：夔篓薹蠹鬟嚣霎至量蠢耄至暮?蠢冀，i；!薹羹囊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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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表示某种愿望。

对青海舞蹈彩陶盆的研究，主题针对舞蹈内容、舞人的形象展对舞者形象都有一

，但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舞蹈，舞蹈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学众说不一．据目前 ，大致为三个

方面：“娱乐性舞蹈”、“巫觋舞蹈”、。庆贺或祈产舞蹈”，三个方

不同的主题思想，但都确认，舞蹈彩陶盆真实地记录了原舞蹈艺术和远古先

画面。从两个舞蹈盆所描绘的舞蹈画面分析，舞蹈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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