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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一族舞蹈



四川彝族舞蹈概况：．

(一)

彝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之一。总人口有六百五十

多万二居住在I舀)Jl省的有一百七十八万多，其中又有约一百五十多万聚居于省西南部的

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州北至大渡河，南达金沙江，西抵甘孜州，东接云南省，面积六万余

平方公里。辖西昌、昭觉、美姑、布拖、金阳、普格、越西、冕宁、喜德，会理．．会东，宁南、盐

源，木里，雷波、德昌．．甘洛十七个县(市)。另有近二十多万彝族同胞分布在攀枝花市，乐

山市、雅安地艮宜宾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县．．区o j

彝族有悠久的历史。在族源上与古氐羌有渊源关系。我国学术界对彝族来源没有统

一意见，不少学者持北来说，也有土著说、东来说，国外还有所谓西来说、南来说。在汉代，

彝族先民被称为“篙"’“邛弋“叟匕魏晋时期称为“爨0唐宋称为“乌蛮弋“白蛮一元代以后

称为“罗罗弋“倮倮”，解放后根据彝族人民的意愿统称彝族。四川彝族民间传说，凉山彝族

是从“古侯匕“曲涅扫两部繁衍而来。他们最早居住在云南的兹兹蒲吾，即今昭通一带。约

在距今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汉晋时期进入凉山。 。，

四川大小凉山彝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处于落后的奴隶社会。社会内部被

奴隶主阶级所主宰，他们按祖先留下的规距——‘‘习惯法”进行统治，习惯法的核心是维护

奴隶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
。7

‘，

。

建国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以农业为主，畜牧，狩猎为副。世代

相传的家庭手工业工艺品，造型奇特，技艺精湛，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彝族有自已的语言文字，起源较早，约有一千多年历史。史书上称为“爨文”，“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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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韪书"。一般统称为“彝文”。1974年四川省对彝文进行了科学的整理和规范，制定

了霞彝文规范方案》，即规范彝文，1980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使用。彝语属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文。各地彝语差别较大，全国分为六大方言。凉山彝语属北部方言，又可

分为“依诺”，“什扎∞、“所地”互个土语区，各土语区在服饰、生活与习俗方面有所差别。按

服饰又有大裤脚(“依诺p地区)，中裤脚(“什扎"地区)，小裤脚(“所地”地区)之分。

(二)

彝族人民通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宝贵

的艺术遗产，是祖国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有神话．．史诗、

童话、故事，民谣、谚语，格言、民歌，器乐，美术、舞蹈等。著名的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衣》

内容丰富，气势磅礴，形象生动，反映了彝族人民卓越的智慧和才华。

彝族舞蹈和歌舞，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们与古老的宗教信仰，生活

习俗、传统礼仪交织在一起，在什么场合，跳什么舞，怎样跳，均按功能和礼仪要求，具有一

定的程式性o÷般是不能随意变动的，但由于舞者大都不是职业艺人，，舞蹈又带有即兴

性，动作的多少，节奏的变化，反复的次数往往因人而异，于是使形成了彝族舞蹈程式性帮

即兴性的统一o ．：’：，，
～

j， ． ．，一．． ．一
。．彝族舞蹈的起源和历史，虽无确切的文字史料可据。但从其在婚、丧、礼仪及宗教，祭

祀活动中．具有的社会功能和舞蹈自身的古朴形态看，可以肯定是非常古老的。彝族舞蹈

按其形式和功能可划分为十种：“苏尼且”(皮鼓舞，请神治病用)，“孜额且_(丧事用)包括

有“蝶维兹”(迎宾用)、“知孜苏且．”(敬酒用)．．“瓦孜嘿"(悼念用)，“阿骨格?和“扯格■“锅

多”(丧事用)，“扑火舞”(丧事用)，“都火p(节日舞)，“喜希苏且"(披毡舞，婚礼用)，“达

踢”①(对脚舞，自娱)j“谷追"(跳蹀脚，自娱)j“舍解且”(铁叉舞，征战)．“格子且"(养子

舞，农作)。它们都与彝族的婚、丧、礼仪及宗教活动紧密相连o， ．．

0 凉山彝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崇拜自然、鬼神，认为万物有灵。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是

“毕摩”和“苏尼甜。毕摩是世袭男性祭司，他们主要是诵经、祀神，安灵，招魂，不舞o?苏

尼”和“莫尼”是彝族的男女巫师，在治病，驱鬼活动中，执法器(皮鼓)跳“苏尼且"o舞蹈肃

穆庄严，有较高的技巧，充满神秘感·：一．， ．-

，

7

．： j：

凉山彝族严格实行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同族内婚的包办买卖婚姻。他们的婚礼仪

式隆重而热烈。与婚姻礼仪紧密联系的歌舞是喜希苏且(披毡舞)，舞蹈具有凉山腹心地

①此处专指民间传统的

体”．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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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脚舞”．现凉山彝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新刨和推广了一套彝族集体舞蹈，称为“迭
；． ．J 。



区舞蹈的共有特色，又有彝族服饰“裹毡跣足"的个性特征。披毡的随手张合、飘动，‘给人

以优美抒情之感o
‘

“·
一

‘

彝族实行火葬，丧事活动包括丧葬，安灵，送灵。每项活动，都有严格的仪式，比其它

礼仪更为隆重。与之相联系的舞蹈也较多，有颂扬死者和祖先业绩，迎接吊丧亲友和安

灵，送灵的瓦孜嘿和蝶维兹；有引导死者灵魂回归祖先故土的阿骨格、扯格；以及向死者献

酒，向客人敬酒的知孜苏且等。这些舞蹈大都情调深沉，节奏徐缓o，· ’’，√i

’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是火把节和彝族年。火把节最为隆重，每年农历六月．廿四

日举行，连续三天。届时人们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一逝，进行斗牛，赛马，摔跤等竞

赛活动。夜间还要打着火把遍游山野田间，以示“照穗■“照岁气“照秽"·’：都火是火把

节的传统舞蹈，为女子集体歌舞，具有古老的圈舞形式，古朴‘典雅、抒情优美·．．：

会理，会东、宁南等地的彝族，他们居住在凉山边缘，与汉、藏、傈僳等族杂居。他们之

间流传着一种共同的彝族舞蹈跳蹀脚，或称打跳、彝族歌庄·舞蹈时男女互相拉手

厨圈而舞，自娱性强，大都在节日、庆丰收、婚娶时跳，热烈欢快o r
，’

●
．

’‘、。
●‘

●'

+凉山彝族舞蹈大都具有简朴、浑厚、含蓄、稳沉的风貌。杂居边缘区的舞蹈，受多民族

文化交流的影响，较腹心地区欢快、活泼，，．． ，’
．，

，

彝族舞蹈的基本体态为：上身挺直i头微俯，双手多为叉腰或拉披毡，双腿微屈，臀部

微翘o“
一 ⋯ ‘·“

·． h’ ’一．， ．，1_．。

舞蹈以腿部动作为主，小腿动作尤为丰富，“拐腿”、“对脚■“蹀脚"特色浓郁二双腿上

下屈仲和双膝颤动为腿部主要动律。上身与腿部的变化相呼应，成前‘旁，后的倾斜或拧

腰。手的动作小而少，主要是顺手顺拐的甩动。以手、腿，上身，膝盖等动律的有机结合

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四川彝族舞蹈总体风格和不同舞种的个性特色。

不同民族的舞蹈风貌，反映不同的民族性格。凉山彝族，在近两千年的奴隶社会中．

外受封建统治者大民族主义的岐视和压迫，内受奴隶制度的残酷剥削，加以长期的掠夺战

争和冤家械斗，使彝族人民大都生活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奴隶的逃亡、反

抗时有发生。无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培养了彝族人民坚韧，勇敢、刚强的性格，同时

又形成了彝族人民凝重、沉稳，含蓄的另一重性格。即使在都火和披毡舞这类同属于欢

庆日子的歌舞中，也少大跳大笑的情景，却表现为凝重和含蓄，仿佛是对奴隶社会的无言

反抗。

彝族舞蹈还不同程度的保留着原始舞蹈的遗风，它与古代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宗

8钉



教观念、巫术礼仪交织在一起，其主要的美学特征为实用性。在婚、丧，节日、祭祀时都有

特定的舞蹈。另一方面，歌伴舞、诵诗伴舞、念词伴舞、拍节合舞等原始歌舞诗，礼，乐相

结合的艺术特征，在现今的彝族舞蹈中也时有所见。这些古舞的积淀，使彝族舞蹈具有古

朴、浑厚的特色。 一

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服装饰物对舞蹈动作和舞姿体态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历史上

以畜牧为主的彝族，羊在生活中的地位特别重要，除供食用外，羊皮和羊毛为制衣、织披氇

所必须。披毡是他们主要的御寒衣物，长年披在身上。跳舞时，拔毡对手臂限制较大，这是

彝族舞蹈手臂动作较少的主要原因。彝族居住在山区，生产和生活劳动均需用人力背物，

除用绳子载物挂在头上外，还用臀部上端尾尻骨处托载重物，形成臀部微翘的体态。妇女

日常所带的银牌领饰硬而大，使头部不能灵活转动，形成了妇女昂首、端庄的体态。

彝族和羌族在族源上有渊源关系，故其传统习俗与聚居我省的古羌族，颇多相似。如

古羌人实行火葬，《吕氏春秋·义赏》篇记：“氐羌之民，其虏也，不优其系累，丽忧其死不焚

也。”彝族也实行火葬。羌族与彝族在命名方法上，同用父子连名制。服饰方面，郭义恭

‘广志》记：羌人“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而彝族现仍以披毡为其主要服饰。在舞蹈艺术

上也颇多类似之处。古羌人按逆时针方向进行的圈舞，其形式在彝族古老的都火及跳蹀

脚中依然可见。彝族舞蹈胴体的转动，顺手顺拐以及腿部动作为主的动律，也可在羌族

舞蹈中溯源。仅管如此，彝族舞蹈仍具有鲜明的独特风格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四川凉山的彝族人民，从落后的奴隶制中解放了出来，“一

步跨千年0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彝族文化，特另IJ是大凉山腹心地带的舞蹈文化，也有了

长足的进步。在保留着较多生活习性和古朴单一的民俗舞蹈基础上，经过专业和群众文化

舞蹈工作者与广大彝族人民的努力，不仅继承发展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舞蹈，而且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优秀节目，从广场搬上了舞台，在全省、全国各种汇演中屡获盛誉，在世界文化交

流中也做出了贡献·
’ 、

、

，。
·

· 执笔胡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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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彝族服饰统一的名称、术语

依诺(大裤脚)地区女子服饰

1．头饰
～‘

女青年(包括已婚未育者)多用66至100厘米傲86厘米宽的蓝布从布头起折成数

叠怍头帕顶在头上，上压发辫，帕的前端遮额；未婚姑娘的头帕短，折叠层数少。发辫上饰

有戴坠穗的珊瑚蜜蜡串珠，双耳戴珊瑚玛瑙耳环。颈戴银牌领扣。

已育妇女扎双辫盘于头上，戴荷叶形夹帽，帽顶饰银质圆片或布纽，帽后正中镶贴箭

形花布条，头上饰物同女青年。老年妇女则戴无穗银耳环。

依诺(大裤脚)’

地区女膏年服饰

程
女青年头饰 珊瑚玛瑙耳环

①蓝布折叠头帕

②珊瑚蜜蜡串珠

@珊瑚玛瑙耳环

④银牌领扣

画⋯‘Er
银牌领扣正面 。银牌领扣背面

①锁针

849



霪7‘g一
(正面) (背面)

己育妇女头饰
荷叶形夹帽俯视图

①黑色④银质圆片
@箭形花布条

。二P。
j。t ’ 。“|t ·_ ，}

’

2．女上衣j一般用青或蓝，或毛蓝三种布缝割。无领大襟，衣长及膝，袖短而宽。青
一

’

年穿的上衣前襟、后领圈和袖口饰花；中年穿的上衣则贴宽，窄青布条，加嵌黄、蓝、绿牙

边。

女上衣正面

①白色或浅绿色饰花

⑦青或蓝毛蓝底色布

@红或黄、蓝、绿牙边 ：一j
④。下摆以相应色镶边

女上衣背面

! ．
j

3．女围领，用多层红布或红呢缝制，领高齐耳，镊上贴银泡，彩绣或挑花。先穿好t

衣，然后围上围领，戴长方形银牌领扣。7
‘一

．

：

4．女背心套在上衣外面。背心长及小腹，为夹层，多用青色布料做成。胸襟，项

背饰各式纹状图案。
一

?

墨50

女围领‘

①红呢(布)@银
泡或挑花

女背心

。红色④绿色@红、绿
黄色纹状图案④青色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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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上农多为青蓝色棉布大襟短衫·中青年另戴红底黑边的高围领。衣长至脐

下6厘米左右，袖较狭窄，前襟，项背和袖肘．．袖口处镶红黄相问的布条(前襟中间的饰条

要镶成白色)。

3．男裤多用蓝布缝制，膝下镶一层约15厘米宽的青布(少年镶红布)，长裤裆，裤

脚宽达150厘米以上，裤口为毛边。裤子张开时如裙状o

男上衣正面

①白色布条@青蓝色④红、黄相同的布条
’，

。

，

高围馈

①黑布边

@红布

男上衣背面

男 裤

①蓝裤腰⑦蓝色

@膝部镶青色或红色布

4．男子腰带系用棉布或粗羊毛线编织而成，长约1．5米，宽约6厘米，带端可露予

衣外。青年用白色．老人喜用青，蓝色．．．

852



；

什扎(中裤脚)地区女子服饰
’

’．。j

1．头饰．， ．一 ．： ÷． 一

女青年(包括已婚未育妇女)用头帕盖头。头帕用四至八层青或红布，每层布均彩线

锁边，最上层罩一方莉绣或挑花的白布，将各层的边沿缝合蓟一起即成头帕。帕的前端

遮额，扎双发辫压于帕上· j

已育妇女头饰同依诺(大裤脚)地区已育妇女的头饰j但帽沿下不露发·．， ·t

，，老幼均戴串珠，耳佩蜜蜡珠o ’； 、 t．一’ ，

·．一20cm⋯⋯-一

魏觑豳蕊蕊成
尘凹b凹塑型塑鳘堂簟苎兰兰型生堂业
符丙内拭目9再々瞩q再碍目嚆礴日再习啊
，审V VV Vj
◇◇◇令◇◇
XA△／ix△A z

，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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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扎地区女青年服饰 女青年头饰 女青年头帕

①白布⑦用红、绿、黄三

色线绣花或挑花固四至／L。：一
。， 层红或黑布，

一．
，

’“．j 一 ’{。．，
，，， ．1

2．女上衣中青年衣长过膝，袖长过腕，袖口窄小，·红袖里，穿时卷袖口现红里，以

示美观。在双袖、项背、前襟绣花边(满三十五岁的妇女绣花从简)o衣服的底色青年喜用

红．绿、黄、橙等艳色，花纹样式较多；中年妇女多用天蓝，绿、青等深色，纹样简单o

女上衣’

o色布⑦红、黄、绿色相问的花纹
囝绿边一④蓝裁灰色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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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围领先穿上衣，然后系上围领。领高约4厘米，式样同依诺(大裤脚)地区。青

年妇女领面用色布，中老年妇女领面用青布，领的里料忌用红、黄色，领上有刺绣、挑花

等o ， ⋯。 一
．‘

4．女背心红或深蓝色底，衣襟镶花边，．袖笼边镶嵌白兔毛。这是什扎(中裤脚)地

区独有的装束，显得新颖美观。 ．

5．女裙上，中，下用三种颜色布接缝¨青年裙多用红、绿，黄、粉红、蓝等鲜色布料

做成，裙上的皱褶由上到下逐渐加多；中年裙多用紫红，蓝，毛蓝等深色布料缝制·柬裙

腰带系羊毛擀制的毡带，宽约2厘米J长需围腰两圈·

女背心

①用浅色布傲边并用深．

色布条绣花@白兔毛
④红或深蓝色

女 裙 ：

o蓝色@绿色@红色④黑色
@彩色布条装饰

什扎(中裤脚)地区男子服饰 ，

1．头饰建国前，中青年包头巾者不多，有的中年男子将头巾搓成条绳状，从下而上

盘绕缠头，有时则交叉缠起成斜十字形o ．J
，

85耷

固o，j“j、园橙-’ 橙
什扎地区男子服饰 一咖一男予头饰乏·‘一一1 男子头饰之二



，，

。

i-： 男上衣7一，，■·‘-，～
’

①衣上图案均为浅色布绣
“

④青或蓝

j

所地(小裤脚)地区女子服饰

，，男 裤

0红色或灰白色@红、黄、白线盘花
④青布镶边

1．’头饰
’

i 一．

女青年(包括已婚未育妇女)头饰，是先将一条内塞棉花和鸡毛、插有两根长约10厘

米竹棍的弧形黑布筒横置头上：然后将发辫盘放其上，r辫稍从两鬓垂下，黑布筒的两端插

进发辫内，用系绳交叉拴紧，再将一块用花线镇边的长方形黑布帕，对角折叠后，罩于头

上，似鸟翘膀，头帕四角收于脑后挽结。已育妇女头饰同依诺地区o ．“

，：4’j’一 ．，一：’
j

．， ⋯ ，r·，．：

所地地区女青年服饰 ·黑布筒

。细竹棍⑦内装棉花鸡
毛等物的罴布筒 @系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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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年头饰之一

e竹棍⑦发辫⑨黑布简
④银饰④银穗

女青年头饰之二(正面)

①黑布帕④发辫

黑布帕对角相折法

国黑色底布@绿、黄、红线绣花

女青年头饰之二(背面)

’

2．女上衣有长及脚面或短齐胯两种样式，均为灰色，均窄袖·大襟、项背、袖口处

镶青色宽或窄布条，或加镶红、黄色窄布边。

8．围领、银牌领扣 均与大裤脚地区相同。 i

4．女罩衣大襟短袖，长者不过胯，短者齐脐。前后开叉，多用绸缎料制成·

6．女坎肩 用较厚的羊毛毡缝制。对襟，无扣。多为本色或青色。身长及膝，袖笼

和领口极小。只披不穿。

女上衣 女罩衣 女坎肩



6．女裙多用细羊毛线用土织机织成。裙腰用夹层粗布制作，裙的上段(裙筒)长及

膝下为红色，中，下段用蓝、红、自，黑相闻的布条拼缝成褶相叠，中段皱折少于下段j下段

裙褶散成喇叭形(如用白仅天蓝色等绸缎或布制作时，裙脚则用红色或与天蓝色搭配镶
边)·。

。
?。 ，

女 裙

。裤腰@上段(裙筒)
@中段固下段

所地(小裤脚)地区男子服饰

1．头饰缠头巾。缠法同依诺(大裤脚)地区“老年男子头巾缠法之="，老少皆同。

2．男上衣素色、大襟，长仅及脐上，以不掩腰带为美。扣袢较长，约4厘米·袖n

宽约9至15厘米。

所地男青年服饰
9⋯’

“

。’

男上衣

①素色布④长扣谇
：

@‘小铜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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