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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前 言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是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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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民间舞蹈萌芽于人类的幼年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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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巫风，也就是舞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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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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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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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的翩翩身影。因此，被人羡称为“歌舞之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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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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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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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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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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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即第一小节至第四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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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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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打击乐谱中增加阉击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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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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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民族民间舞蹈综述
“

～．

一、前 ，言

广东省位于我国南部，北枕五岭，南临南海，与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相邻。地势北高

南低，珠江流贯其中，分为西江、东江、北江，既合又分，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系，三角洲平原

土地肥沃。。

全省大部分属于亚热带气候，雷州半岛一带和南海诸岛属于热带气候。日照长，阳光

足，太阳辐射热量大，受海洋暖风气流的调节，气候温暖，夏长冬短，雨量充沛，四季无霜

雪‘，草木常青，宜于农作物生长。农业以水稻为主，蚕桑、鱼塘、水果、甘蔗也很著名。

省境南部，从东到西，海岸线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多良港、海湾，加上南海诸岛，海上

交通十分便利。较早与海外交流并接受海外先进文化，对外通商贸易，商业繁荣发达，有海

上丝绸之路南方发源地之誉。 ’．

广东古称岭南．元代设广东道，清改称广东省，相沿至今。古代原始森林茂密，蚊虫成

群，毒蛇猛兽横行，被称为瘴疠之乡，曾是历代罪官和犯人的流放之地。早期居民南越族人

“断发纹身”，多奇风异俗，也被称为“蛮夷”，但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条件，

各种资源极为丰富，古时岭南有大象、犀牛、老虎、大蛇，出产有珠玑、玛瑙、象牙、犀角、能

言鸟、宝石、美玉和名贵香料等稀世奇珍。。

广东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1958年夏天，考古学家在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狮子岩

狮头洞穴里发现一个中年男性头骨化石，经测定为距今约十二万九千年左右的古人类化

石，命名为“马坝人”。这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是岭南人类历史上的远祖。后来，考古

的大量发现，又证实岭南的古居民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与中原地区的古居民差不多同时

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约在四千五百年前，南越人创造了以稻谷为主的农业锄耕文化。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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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石器、骨器、玉石器、陶器自成一格，墓葬、原始崇拜、工艺美术等观念文化因素也是独

立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从原始文化开始就具有自身的特色。
7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出兵统一岭南各地，设南海、桂林、象三郡(广东属南海郡)。郡

县制的确立，在秦王朝专制集权的体制下，中原文化开始直接输入，这是岭南文化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公元前206年，赵佗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今广州)为首都，实行。和辑

百越”的政策，尊重南越民族风俗，提倡汉人与南越人通婚，促成汉、越民族间的融合。公元

111年，东汉重新统一岭南，使南越人进一步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后来，岭南历史上有过

． 三次移民高潮，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民移入高潮；第二次是两宋时期大批中原

难民的大规模移民；第三次是明末战乱中大量移民南下．这三次移民高潮，对汉文化与越

文化的融合，对建立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文化和岭南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7．

广东早在秦汉时期已与海内外通商贸易，近代的广东更成为向外交流的窗口。从清中 。

期至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文化传人广东，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渗透较深，传播较广·广东文

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既吸收了西方文化精华，又将其糅合于多元一体化格局中全面发

展，产生了质的进步．

广东富有革命传统。十八世纪中叶，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鸦片战争发生在广东。随

后，产生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和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

民主先行者孙中山等杰出人物。中国共产党人彭湃1927年在海丰县建立红色苏维埃政

权，同年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强烈的影响。、

广东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是在上述的特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形成发展的。

’p

。一 一

’

二、广东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概况
“1

，1

t

广东民族民间舞蹈历史悠久，其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古南越族的先民在原始社会中的舞蹈活动 ．

广东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证明早在三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当地先民已有舞蹈活

动。
’

．

1985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在瞳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时，发现一

．片印有舞蹈纹的陶片。陶片为橙色，是折肩圈足罐的肩部(见彩页)。舞蹈纹为阳纹，用陶

拍印制而成，从左至右数，第一人为正身正面，长颈、宽肩、细腰；第二人为正身侧面，嘴、下

颌轮廓分明，系着长发(按古时习俗，应为断发)，向后飘荡，神态生动传神，两人手拉手；第

三人侧身，头部不清，身体比例很适中，臀部丰满，下肢自然弯曲呈向右跨步舞姿；第四人

与第一人舞姿完全相同；第五人仅残留一小部分，但仍可看出其面部方向与第二人相同。

估计是用三人一组的陶拍，连续拍印而成。这种手拉手的形式应当是一种集体舞。折肩圈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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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j

的储盛器，拍印于其上的集体舞形象应是当时生活中与

，因而被陶工再现于日常生活的器皿上。石峡遗址中层的

年代晚于石峡文化，早于印纹硬陶，可能属青铜时代早期。

1989年lo月，珠海市博物馆对高栏岛宝镜湾进行文物考古调查中，发现石刻岩画有

四处六幅，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岩画，是藏宝洞东壁的石刻岩画，也是刻有较多舞蹈

形象的岩画。画长5米，高(宽)2．9米(见彩页)，以船为中心，从上向下，划分出两个不同

的境界。船所能达到的境界，有图腾崇拜的龟形人、显现的先人、山石藤木、猴子和大蛇等I

船所在的境界有大小舞蹈人、房子、倒立入j戴面具的男性头人、鹿及神秘的图案花纹等。

；1 岩画中五处刻有舞蹈人的形象，第一处是阴刻的两个舞人，在岩画的左上方(图一)，第一
， 人两手向上张开呈弧形，头身向右方微倾，两腿分开，右脚迈向前，左脚随后}第二人头向

右前方，手姿与第一人相同，身体前倾，两脚一前一后，作跃进状。第二处有七人，都是阴刻

(图二)。其中有三个舞人，线条特别清楚，象在岸边迎接船的靠岸，舞姿接近生活行为，可

能是表现一种高兴的情绪，第一人两手向上张开，头向前方，上身倾前，右腿屈膝脚踏向

前，左腿斜伸，类似前弓步l第二人头向前方，两手张开，左腿直立，右腿斜伸；第三人头向

前方，两手左右张开，类似分手，两腿屈膝半蹲分立。第三处是在房前与船之间有一高大的

舞蹈人(图三)，用浮雕刻法，舞姿为两腿分开作半蹲状，左右手向上弯曲，叠于头上，大舞

人旁边还有一小舞人，分腿蹲立，两手上举，左手握有弓形物。第四处在房子右边有一倒立

舞人浮雕(图四)，头和双手顶地，两脚分开向上。第五处是倒立舞人的右边站立一头人(图

五)，头人方脸平头，平头的两端向上弯尖呈牛角状，两臂贴身，两手上举，左手握拳，右手

拿一支旌旗，两腿分立，下身着裳，下裳随腿向两边摆动，阴部明显，雕刻出男性生殖器。从

形象观察，头人头戴牛角面具，手拿旌旗，下身着裳正进行祭祀活动，头人的右后边跟着一

个身体较长，弯曲摆尾，前后有腿，头长有角的动物，形象似龙非龙。

· 宝镜湾岩画地处南海之滨珠江口西部，南海古称“炎海”，生活在这一带是南越族的先

民，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岩画中的舞蹈，当是他们生活的反映和祭礼的形象记录。

．(--)中原舞蹈文化传入广东
’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一对玉雕舞人(见彩页)，是西汉时

期宫廷舞蹈形象，造型身弯体蛆，上穿长袖舞衣，长裙曳地，一手下垂，一手上扬，两玉舞女

一立一蹲，动作对称，作翘首长袖折腰舞姿。舞者形象比较粗糙，舞姿拙朴单纯，服饰比较

简单，有别于中原古典舞的婀娜多姿、表情含蓄的舞风。舞蹈可能是从中原传入南越的，但

有南越民族的地方特色。

宋代，古南越国首都番禺，曾出现女子队舞《五羊仙》，是中原文化与南越文化相融合

的例证。据《高丽史·乐志》记载：睿宗九年(1114年。宋徽宗政和四年)，宋徽宗曾赠给朝

鲜乐器、曲谱以及服装等。书中把中国传去的乐舞称。唐乐”，其中即有《五羊仙》队舞。《五

，’ 3



清代广东民间舞蹈活动比较丰富，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如清代李调元在《粤东笔记》一

书中有关采茶歌舞的记载：“正月饰儿童为彩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燃一宝灯，罩

以绛纱，以维为大圈，缘之踏歌，歌十-yj采茶。”《粤东笔记》中描写广东元宵之夜民间歌

舞盛况；“城内外舞狮象龙鸾之属者百队，饰童男女为故事者百队，为陆龙船，船长者十余

丈，以轮旋转，人皆锦袍倭帽，扬旗弄鼓对舞。序 一‘

在清代也有些书籍记载：少数民族的民间舞蹈活动，如明末有一广东人名邝谌若，因

反抗清朝统治离开了家乡，曾到粤北少数民族地区去生活很久，写了一本书叫《赤雅》，描

写了瑶族人民祭祀盘古王时奏乐歌舞的风俗；“十月祭多贝大王，男女联袂而舞谓之踏瑶。

相悦，男腾跃跳踊，负女而去。”瑶族是隋朝从湖南迁移来粤北的，至今保持其民族特征。

《粤东笔记》所说的舞龙，舞狮子大都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采茶歌舞则可能由江西传

入。不过从明末至清代约三百多年期间，广东产生了一批富有广东特色的民间舞蹈，如潮

汕地区的“英歌舞”，广府地区的“醒狮”舞等，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

(三)新舞蹈的传播
。

一

t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产生了提倡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反帝反封建的新舞蹈活

动。这个活动的开拓者是我国著名舞蹈家吴晓邦，1940年和1942年他曾在曲江广东战时

艺术馆和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展新舞蹈活动，当时创作了代表作《饥火》、《思凡》，大

型中国舞剧《宝塔与牌坊》，还改编了广东民间舞蹈《跳春牛》等。吴晓邦还在广东培训了许

多学生，后来在发掘、收集、整理民间舞蹈上都作出贡献。r

三、广东民族民间舞蹈现状
。

、，

我们对全省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了普查，从中看到广东民族民间舞蹈的现状，是以汉族

民间舞蹈为主体，这是由于历史上中原汉族文化和南越族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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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一，&族民间≥蹈 ．

’

，、，

l| 广东汉族民间舞蹈，多数是在岁时节日，农时节令，婚丧礼仪，祭祀信仰，宗教信仰等
、

Li．。。 民俗事象中开展活动的。由于民间舞蹈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和产生演变，从而在属性

，， 上往往有交叉的情况，难以作出精确的分类，为了便于论述，我们把广东汉族民间舞蹈归

纳为：民俗舞蹈、傩、宗教舞蹈、中华苏维埃时期舞蹈。

+民俗舞蹈是指在民俗事象活动中的民间舞蹈。民间舞蹈与民俗活动有密切联系，民俗

活动为民间舞蹈提供了表现的气氛和环境，而民间舞蹈又是民俗活动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和内容之一。民俗舞蹈在有关的民俗事象中呈现出特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民俗事象因为穿

岁时节日，是人们欢庆、相互祝愿、交流感情、共同娱乐的重大民俗活动，而民间舞蹈

在这些节日喜庆活动中，成了最活跃、最欢乐、最能渲泄人们情感的活动内容。在春节和元

I 舞者运用手中的木槌，以击槌、旋槌等技法，配合各种步法，构成不IS--J的舞姿和多变的舞蹈

l 套路组合，当个人舞姿动态与集体队形流动组合时便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叫“蛟龙

I 出海”、“猛虎下山”，这种力感是以击槌为力的凝点，不断组合发展，感染观众，使人感到刚

『 劲、矫健、勇猛、威武之美，充分表达舞者豪迈的情感和英雄气概。 ．

l 十番以飞钹特技而独具一格，铿锵激越的十番锣鼓乐韵，衬托出舞者独特的飞钹舞

舞龙、舞狮为最普遍，其次有舞麒麟、舞貔貅、舞老虎、舞大象、舞犀牛、舞骆驼、舞牛、舞马、

舞鹿、舞猫、舞狗；以及有舞凤、舞鹤、舞孔雀、舞鹅、舞鸡、舞鸭和舞鳌、舞鳄、舞鱼、舞虾、舞 ．

。龙、香火龙、草龙、芭蕉龙、地滚龙等，不但造型特别，工艺精巧，而且舞法也各具异彩。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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