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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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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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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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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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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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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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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舞蹈已处予风雨飘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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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t：’o ：， ．

1983年1月，经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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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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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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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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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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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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钐．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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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簟中国民族民问舞蹈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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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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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舞蹈，均忠实子本来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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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饧记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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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1)即第一小节，(1]一(4]即第一小节至第

四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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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入当地代表性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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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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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击鼓边符号一，记法如妥、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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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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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民族民间舞蹈概论

江苏位于我国东部，北接山东，南连浙江，西邻安徽．东濒黄海。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

最后经过江苏而归入大海。 ·

全省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水陆交通十分发达。省会南京曾

是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古都，为我国东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州、扬

州、徐州等地也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隋、唐以来，“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江苏是全

国闻名的粮仓，也是有名的文化昌盛、繁华富庶之地。明中叶以后，苏州、松江、南京等地，

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十九世纪末叶，缫丝、纺织、面粉、采煤等近代工业，在各

大城市兴起，促进了我国早期工业的发展。江苏也是我国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秦末农民

大起义，刘邦崛起子沛县，项羽发难于吴郡；元末张士诚揭竿子泰州。在近代革命运动中，

南京曾是太平天国的首府，也曾经是辛亥革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丰富多彩、别具风姿的

江苏民间舞蹈，作为江苏文化历史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成长、发展

起来的。
‘

， j+

江苏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o ，‘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约四，五万年前，江苏境内已有人类活动，属于旧石器时

代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已多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的有一百三十余处，遍

布全省。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江苏新石器文化面貌很多样。关于这些文化的性质、类

型和发展序列，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遍布大江南北具有代表性的青莲岗

文化，由于地域差异，可划分为江南和江北两个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其绝对年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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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相终始。在吴县草鞋山江南青莲岗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野生葛

纤维织物残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纺织物；同地还出土有炭化粳米，说明五、六千年

前，江南已有稻谷的人工种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则有分布在淮河以北和徐海地区

的龙山文化，以及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宁镇地区的良渚文化。江苏龙山文化的风格租

山东龙山文化基本一致；丽江苏的良渚文化和浙江、上海等地的良渚文化面貌也大体相

同。

延续上古文化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文化。是江苏最有影响的古代文

化。商末周初，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荆蛮，建立吴国。由于他们的开发，使这个“荆蛮

小国"发展很快，到春秋后期，已能“破楚．．臣越、制齐、威晋”，可见其时国力之强盛。战国

时期越灭吴，公元前855年楚又灭越，楚国疆域一直伸展到东海之滨。所以，吴文化，越

文化、楚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

长江流域文化艺术体系。作为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江苏乐舞艺术同样

具有这种由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所造就的特色。 -

“君王歌《大风》，如乐丰沛都。⋯⋯新弦采梨园，古舞娇吴歙。"(李白《春日陪杨江宁

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自居易《忆江南》)名闻遐迩

的吴歌吴舞，在我国乐舞艺术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左传》载鲁襄公二十九年

(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看各地乐舞，即席发表评论，这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一篇完整的乐舞评论文字，也是研究古代乐舞美学思想的珍贵史料。评论中对各国乐舞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估价，如果不是季札对这些乐舞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足够的文化艺

术修养，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七十年代在六合程桥的东周墓葬中，曾出土一套铭刻有“攻

敌”(即勾吴)字样的编钟，共九件，是吴王夫差时物，略晚予季札观乐的年代。这些史实和

文物，足以反映出当时吴国乐舞文化所达到的水平高度。屈原《招魂》，描绘当时楚国宫廷

乐舞场面：“二八齐容，起郑舞些。幸fE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摸呜鼓些。宫廷震惊，发

激楚些。吴歙蔡讴、奏大吕些。”在色彩缤纷的女乐演出中，就有吴地歌舞的精彩表演。

发达的吴歌吴舞，在江苏地上、地下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文物史料。

两汉是我国古代乐舞发展的繁盛期，江苏乐舞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汉

初，高祖刘邦衣锦回乡，创作了不朽名篇《大风歌》，“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

沛中几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

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祖

本记》)为刘邦舞蹈伴唱的一百二十个儿童，据记载后来都留下来成了专职乐人。刘邦当

年舞《大风歌》之所在地沛宫，就在今江苏沛县东南。沛县及邻近的徐州等地，是江苏出土

汉画像石较多的地区，在这些画象石上，经常可见或盛大、或精致的乐舞场景，众多舞伎的

美妙舞姿，展现了汉代乐舞的高超技艺(见文后图一、=、三、)o汉代的乐舞文物在江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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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也时有发现，较重要的如扬州西汉“妾莫书”墓出土的玉雕舞人，细腰长袖，婀娜飘

逸(图四)。铜山县西汉前期墓出土的舞巾俑，单臂轻扬，踏足而歌(图五)。都是江苏汉代

乐舞的真实写照。

六朝时期，由于都城所在，江苏形成为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乐舞

艺术也得到更大的发展。《南史》记南朝民间歌舞的盛况：“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

蹈，触处成群。”又说：“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校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

风之下，无往非适。”流传于长江中下游的西曲吴歌，盛行一时，广泛流传。 t’

隋唐五代，我国的古代乐舞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乐舞文物也在江苏境内

大量发现，如扬州唐墓出土的乐舞俑(图六，七)，邗江五代大墓出土的琵琶等乐器，南京祖

堂山南唐二主陵出土的乐舞俑(图八、九)，都反映了当时的乐舞风貌和发展水平，具有值

得珍视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 ，， ．。

自宋而后，民间乐舞有了新的发展，江苏的民间歌舞也在这一时期更加蓬勃兴盛，

在史籍和文物中留下了它们的踪迹，如南宋诗人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

韵》：
j

“斗野丰年屡，吴台乐事并；酒炉先叠鼓，灯市早投琼。⋯⋯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

(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蓑笠野(村田乐)，街市管弦清(街

市细乐)。里巷分题句，官曹别扁门。早船遥似泛(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谓之划早船)，水，

儡近如生(水戏照以灯)"。 ．。

范成大是江苏吴县人，早年闭门读书，晚年闲居家园，创作了不少农家诗和描绘故乡

节令风俗的诗篇，除这首歌咏上元佳节良宵美景的诗章外，还有如“竹拥溪桥麦盖坡，土牛

行处亦笙歌。”(《立春IEI郊行》)描写了立春时的迎春仪式和歌舞。“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

椎鼓过清明。’’(《四时田园杂兴》)吟唱清明节的田野风光和农家乐事。在这些诗句中，都

如实地记下了当时民间歌舞的活动情况。 m·。 、’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曾于万历年间出任吴县令，他有一首《迎春歌》，记当时的迎春仪

式及民间舞队的活动盛况：． ，⋯ ．。

’

“铙吹拍拍走烟尘，炫服靓妆十万人。罗额鲜明纷彩胜，社歌缭绕簇芒神。绯衣金带印

如斗，前列长官石太守。乌纱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采莲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

双双。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裤捶大鼓。金蟒缠身

’神鬼妆，白衣合掌观音舞。观者如山锦相属，杂沓谁分丝与肉。” ，，’|。，，．j

， ：

清中叶顾禄所著《清嘉录》，详尽地记录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岁时风俗，其中也有关

于迎春“社伙”的记载：
’

-．
⋯

．．

“行春之仪：附郭县官，督委坊甲，装扮社伙，如《观音朝山》、《昭君出塞》、《学士登瀛》。

《张仙打弹》、《西施采莲》之类，名色种种。闻国初犹以优伶、官伎为之，今皆乞儿祗应。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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