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中国
民族民间舞蹈

集成
天 津 卷大 浑 雹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

冲园舞黪址威社

1●，4I■●■■t{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天津卷>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

中国舞蹈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文联大棱1602室)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排印装
开本787X1092毫米1／16乍Ⅱ张35．25插页8字数T3万掌

1990年10月r芾1版1990年10月上斑镑1玖印刷

印数：1--1，600册(特精装1，000册，精装本600册)

18 BN 7-80075—017—5／Z．17

定价：藉装菜 35．Oo元
30．oo元

1IIIIIIIIIIU／／III／／III／llIIIIIII／11II／／IIll／lUl
80003980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
中 国 舞 蹈 家 协 会’

本书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批准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
l’l}I『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

主编吴晓邦

副主编孙景琛陈冲

编辑

舞蹈梁力生(本卷责编) 康玉岩周 元

音乐 王芸

美术吴曼英(特约)

本卷特约审读

陈锦清李郁文顾道鑫刘延百

天津市卷编辑部

编委会曹火星(主任) 王坤冯德

刘梓钰李澄吴景仁周 凯

唐莹盛和平

主编曹火星

副主编周凯盛和平

编辑李志强吴景仁张图贤王者师

王柏松 ．

1．．一1一、

飞簟誊≯．㈠⋯彰一¨、

，矿始Wn蹦拼影㈨0_j

，●●●●㈡■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

主编吴晓邦

副主编孙景琛陈冲

编辑

舞蹈梁力生(本卷责编) 康玉岩周 元

音乐 王芸

美术吴曼英(特约)

本卷特约审读

陈锦清李郁文顾道鑫刘延百

天津市卷编辑部

编委会曹火星(主任) 王坤冯德

刘梓钰李澄吴景仁周 凯

唐莹盛和平

主编曹火星

副主编周凯盛和平

编辑李志强吴景仁张图贤王者师

王柏松 ．

1．．一1一、

飞簟誊≯．㈠⋯彰一¨、

，矿始Wn蹦拼影㈨0_j

，●●●●㈡■j



奢
h k

“双伞阵图秧歌》



《篓子灯》

“鹤龄会高硗

R窑洼秧歌*



《同眭文武高跷
h

O薯■■一。▲一隧_^‘■圉娥一工■—蜀一躺



一

I一．

Ⅸ飞穰"

I≯
≥；
．J-哥

一一’■

《跑落



一 ●

心汐

萝 堵

蓦黩．|冁j
～ ．。

3

0

，．。●n乞鼋一

一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碌碡会*

以上照片均为藉永年摄

《法鼓》

Ⅸ林亭口高腿子高跷



“'^
jt

J．妊曝．|鳃。

≮，
●土‘

!i{iii}：i●t．；●．L：-}，■●●-●-；●

1●●●l●J●●



；i；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莆 吉月1j ’声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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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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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诗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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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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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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样的生活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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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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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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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88年1月，经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t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被列为

“六五”跨“七五"计ji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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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记录各民嫉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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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因此．这部集成不仅具有艺术和美学

ii

●●l●，●●●l■■■■●1●●1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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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介绍该民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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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阃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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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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