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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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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氓吸取有益的养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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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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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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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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记下每食舞蹈的流传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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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部分在本书中也将尽可能完整地加以记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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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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民族民闯舞蹈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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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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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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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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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民间舞蹈综述

湖北，地处祖国腹地，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东邻安徽、西靠四川I，南连江西、湖

南，北接河南、陕西。西、北、东三面为山地和丘陵环抱，中、南为古云梦泽淤积而成的江汉

平原。鸟瞰全境，略呈向南敞开的半环抱型地貌。全省自老河口向南，经谷城、南漳、宜昌、

宜都一线，大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是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鄂西北，由秦岭山脉

东延部分、大巴山脉东段与武当山脉、荆山山脉组成山体高耸的“鄂西北山地”；鄂西南，由

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等组成山峦秀丽、景色迷人的“鄂西南山原”。东部——鄂东北，由大别

山、桐柏山相继南延，构成鄂豫皖之天然屏障；鄂东南，以幕阜山为主体的低山丘陵，其地

势如犬牙交错，谷岭相间。被誉为全国“十大粮仓”之一的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位于全境

中心腹地，这里一马平川、土地肥沃，从古至今，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地区。

万里长江，在本省由巫峡中段入境，横贯千余公里，由黄梅经赣、皖、苏，注入东海；历

史上久负盛名的汉水，九曲回肠，由丹江进入江汉平原，在武汉汇入长江。省内有中小河流

干余条，多以长江为流向，形成向心状水系。湖北素称“干湖之省”，境内有大小湖泊千余

个，星罗棋布的湖泊与纵横错综的河流交织相通，构成了水乡泽国秀美绚丽的景色。

湖北省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长江横贯东西，京广、焦枝铁路纵穿南北，河港湖汊结

网穿梭，古道新途四通八达。

湖北疆域，历经变迁。自“禹分天下为九州”(《尚书·禹贡》)以来，湖北大部分属荆州。

东周时期，为楚疆域的主要部分。秦统一中国，湖北大部曾以。荆”和“荆楚”称之。西汉，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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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主要部分属荆州刺史部。东汉末属“荆州牧”。三国时期，分属吴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仍称荆州，后一度称鄂州。唐时，湖北曾分属山南、江南、淮南、黔中道。宋，属荆湖北路。元

朝，曾分属湖广、河南、四川、陕西行省。明代，属湖广省。清，属湖广左布政使司，后改名为

湖北省，沿袭至今。疆域变迁，社会衍进曾带来历史上的人口迁徙、民族交融，从而形成民

族文化的相互影响。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大摇篮。远古时期，湖北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在

鄂西北，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有“郧县人”(距今约70万年)、“郧西人”(距今约

50万年)。在鄂西南，发现了“长阳人”(距今约10万年)。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全境发现数以

千计，其中重要的文化类型有三峡地区的宜都城背溪文化(距今约7000年)、大溪文化(距

今约6000年)，江汉平原的京山屈家岭文化(距今约4800年)、天门石家河文化(距今约

4500年)。湖北境内有著名的神农架，还流传有神农洞、炎帝庙等遗址。考古发现的商周以

来的重要遗址有黄陂盘龙城商城遗址(距今约3500年)、大冶铜绿山古矿址(距今约3100

年)、随州战国曾侯乙墓(距今约2430年)、江陵马山战国丝绸墓(约公元前300年)。秦汉

以后的各种遗址几乎遍及全省。

湖北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初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清末辛亥革命

都从这里兴起。湖北又是英雄辈出、人文荟萃之地，楚庄王、屈原、汉光武帝刘秀、军事家诸

葛亮、唐代。诗仙”李白、“茶圣”陆羽，明代“公安派”、“竞陵派990ep．．6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足

迹。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名人志士还与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故事、诗文为湖北的舞

蹈文化留下了闪光篇章。

作为湖北历史文化的一个部分，湖北民族民间舞蹈就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影响下，在社会历史的薰陶中，在传统和地域文化的氛围里形成、繁衍、延伸⋯⋯

湖北的民间乐舞遗存物，按乐舞同源说，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天门石家河出土的

陶铃(图1)、京山惠亭水库、黄岗渚城、蕲春易家河出土的陶响球——这些经考古鉴定为1

万至4千年前的原始娱乐器具，不少学者认为与乐舞有关。

本省崇阳县出土的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铜鼓，是商代的祭典乐舞重器，从其典雅的纹

饰、庄重的造型，可推断当时乐舞场面之隆重。

战国早期的乐舞面貌，以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乐舞文物为代表。1978年在这

里发掘出古乐器125件，陪棺殉葬乐舞女伎尸骨21具；还有漆木器“彩绘鸳鸯盒”绘乐舞

图与棺木漆绘“神奇怪兽图”。鸳鸯盒撞钟击磬图中有兽形人身者侧身舞棒撞钟，情态浪

漫。“击鼓起舞图”(图2)中有戴高冠佩长剑者，在击鼓中挥长袖起舞。。神奇怪兽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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