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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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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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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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诚之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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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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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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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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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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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体的地步，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历史现象。

艺术部分在本书中也将尽可能完整地加以记录。

值，也将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历史文献。

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面貌，这类舞蹈的

因此，这部集成不仅具有艺术和美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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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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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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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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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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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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与县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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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第一小节至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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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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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入当地代表性曲目。

曲目中用书名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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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接当地民间的习惯用语标记。

九、音乐曲谱中所用的简谱符号，尽量采取国内通用符号。唯打击乐谱中增加闷击
^ 6

符号A，击鼓边符号一，记法如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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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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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清康熙初年，合安庆、徽州二府首字而始名为安徽省。因境

内有皖山。西周时立皖国，故简称皖。长江、淮河横贯境内，将全省分成淮北、江淮、江南三

部分。江南多山，以风景奇秀的黄山为代表；江淮之间西有高山，东为丘陵地区；淮河以北

为辽阔平原。全省土地面积为十三万九千平方公里。人口五千六百万，主要为汉族，并有

回、畲、满等少数民族。气候温和，适宜农作物生长，同时也是我国煤炭、铁、铜和茶叶的重

要产区。

泗洪县(1955年划入江苏省)“下草湾人”的发现，说明淮河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

人类生存。从淮河两岸到长江南北，有很多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显示出氏族社会的群

体遍布安徽。出土文物中以夏器为多，联系到淮河两岸有关夏禹浚治淮河、与涂山氏女相

爱成婚及“会诸侯于涂山”(《左传》)的传说，可见这里在夏禹时期文化已较发达。

安徽向称“人文渊薮”，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安徽人的创造和贡献占有重要地位。汉

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为江淮古代知识分子集体智慧的结晶；乐府民歌《孔雀东南

飞》写汉末庐江(今安徽潜山)小吏焦仲卿及妻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开我国五言叙事长诗的

首篇。谯郡(今毫县)曹操父子为主形成的“建安文学”集团，树一代诗宗；桐城方苞、刘大

槐、姚鼐等人开创的“桐城派”，创文学新风。明、清时期，众多戏剧家的努力，使徽剧勃兴，

乾隆时四大徽班进京，促成京剧的诞生，对我国戏曲艺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以及发挥道

家哲学思想的庄周(蒙城人)，“以医济民”的华陀(毫州人)，术士左慈(庐江人)，思想家、艺

术家嵇康(钰县人，今宿县西南)，音乐家“江左第一人”桓伊(谯郡钰人)，画家李公麟(舒州

人)，文学家吴敬梓(全椒人)等等。多姿多彩的安徽民族民间舞蹈，即植根于这样肥沃深厚

的文化土壤之中，是安徽整体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疆建制，历史、地理状况，人口成份构成，往往影响着一个省的民风民俗的形成，而

风土人情又决定了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

安徽历史上疆域的归属极不稳定。春秋时分属吴、楚，兼有鲁、宋。战国时为楚地，公

元前261年楚迁都于巨阳(今阜阳境内)，后又东徙寿春(今寿县)。秦属九江、泗水、颍川三

郡。汉分属徐、豫、扬三州。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到清康熙初年始有稳定

统一的建制。安徽的历史也是兵燹战乱的历史，自吴楚分争，迄三国、六朝、南唐、宋、

元，一千多年，战争不息。因战争的原因和历代统治者的多次移民，人口成份非常复杂。

由于疆域沿革多变，战争频繁，人口组成复杂，形成了安徽民间舞蹈在品种和风格上多

元性的特点。

古籍记载西周时期淮河两岸人民群众的乐舞活动非常活跃，这在《诗经》里有明显反

映。周公征淮夷。徐夷，把那里的民间歌舞采编入诗，称作“南”。秦汉时期，安徽境内盛行

楚歌楚舞。项羽被困垓下(今灵壁县境内)，听“四面楚歌”，项羽自己也唱着楚歌“力拔山兮

气盖世”，由虞姬伴舞。刘邦灭英布后，过沛县(沛县属沛郡，沛郡含沛、丰、萧、砀等县)，召

故人父老聚宴，自己击筑而唱《大风歌》，“高祖乃起舞，慷概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

祖本记》)其后，刘邦欲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未果，戚夫人向他哭泣，刘邦要戚夫人

作楚舞，自己用楚声作《鸿鹄歌》为其伴唱，以慰戚夫人(《史记·留侯世家》)。此外还让唐

夫人用楚调作《房中歌》，高祖则佐以楚舞。说明平民出身的皇帝、皇后、将军，都喜即兴用

楚歌、楚舞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汉哀帝时乐府中有“淮南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三十五人”

(《后汉书·礼乐志》)的记载，可见这时淮河两岸的乐人也应召调进宫廷。在安徽发现的历

史文物可以为这一时期的舞蹈活动佐证。新石器时期的磨石刻画(临泉县发现)，战国时期

的玉舞人(临泉县曾庄出土)，汉画像石刻(宿县褚兰乡)以及青铜乐器建鼓座、钲，汉汝阴

侯墓出土的明器陶质编钟，有歌舞百戏表演场面的明器陶楼等。以上文物大都集中在淮河

以北和沿淮地区。江淮之间和江南很少发现。

这一时期，有大量越人进入安徽，散居在江南山区的称作“山越”。汉武帝建元三年(公

元前138年)徙东瓯的一部分居民至江淮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又将越人徙处江淮

间。现在宁国县有畲族一千余人，这个县的茶叶坑村保存一个叫《叉鸡公叉鸡婆》的传统舞

蹈，表演者为老公、老婆两个角色，老婆手举一个篾扎纸糊彩绘公鸡，是否与越文化有联

系，尚需进一步考察。

三国时期，淮河南北为曹魏所有，江南为孙权所据；六朝的都城在南京，北人南侵，多

取道安徽；南兵防御，重要据点也多设在安徽。安徽人民遭受着惨烈的战争灾难，大量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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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或因战争而大量外逃，一时间从合肥到南皖城(今潜山)荒无人烟。公元450年(宋文

帝元嘉十七年)，魏主亲率大军南侵，到达采石、江阴，对江淮人民大肆杀掠，以致“村井空

虚，无复鸡鸣犬吠”。公元514年，梁武帝发徐、扬二州民每四户一丁，役夫及士兵合二十万

人筑浮山堰(今凤阳县境内)，企图壅遏淮水，灌没魏国的寿阳城，次年淮水暴涨，浮山堰

崩，沿淮城镇村落居民十余万人被漂入海。公元550年，南梁侯景之乱，造成江南“千里绝

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为丘陇”。因为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民‘间的歌舞活动自不能不受致

命的影响。

但是，这一时期北方的贵族豪门南迁，多屯住淮河以南，以至江南的姑孰(今当涂县)、

芜湖、宣城一带，加之长江两岸经济的发展，他们都拥有大批家奴，其中有专事歌舞的伎

人，供他们享用。南朝的君主、武将也喜爱歌舞。在马鞍山市雨山乡安民村发掘的吴国右

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朱然墓中的漆器，有宫闱宴乐图。当涂县东有楚山，又名白纶山，据说

“晋桓温携妓游此，歌白纶词故名山”(《太平府志》清乾隆二十三年)。当涂县北二里有黄

山，山顶有凌敲台遗址(《广舆记》)，是宋孝武帝刘骏建的避暑离宫，常来此歌舞取乐。对此

唐宋以后的文人多有题泳：

“置酒凌敲台，欢娱尚未歇，歌动白纶山，舞翘天门月。”(唐·李白《凌敲台》)。宋主凌

敲乐未回，三千歌舞宿层台。”(唐·许浑《凌敲台》)

这一时期，江淮间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擅长音乐。贵族、豪门的乐舞活动，和知识分子

以音乐活动为时尚，这对民间舞蹈自有一定影响。

东晋建国后，北方官吏和人民大批南迁，东晋为了安置他们，用侨寄法设立很多侨州、

侨郡、侨县。如河南襄城郡的繁昌县，侨置在春谷县(今繁昌县西北)}上党郡侨置於芜湖。

可以想象，大批黄河流域、淮河以北的贵族、豪富和人民群众南迁，定会把他们原住地区的

文化——也包括民间舞蹈带到新迁居的地区，这可能是造成安徽民间舞蹈品种、风格多元

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以后政治形势趋于稳定，人民经济生活逐渐复苏。这时，在安徽一些以娱乐为目的、

自由活泼的民间歌舞极为活跃。公元742年到762年，诗人李白留居安徽，和泾县汪伦相

交甚笃，应邀游汪伦家乡泾县桃花潭，见岸上有“踏歌”者，写下《赠汪伦》的诗句：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嗣后岸上建“踏歌岸阁”以为纪念。清乾隆间《铜陵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述：“社El、

每社轮一值社者迎神于其家供同社之众祀之，饮福欢呶，执手踏歌散，谓之歌社艺。”全

唐诗中记述蓝采和“似狂非狂，持大拍板踏歌于濠梁(今凤阳)间酒楼"(《全唐诗·马

湘卷》)，蓝采和虽属传说中人物，但唐以后凤阳、泾县、铜陵都有“踏歌”的民间歌舞，

当是可靠的。

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进士周繇，建德(今东至县)人，所著《梦舞钟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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