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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族 舞蹈

【正坛芦笙舞】 是云南苗族为死了老人以后举行的丧

葬仪式舞蹈 。 广泛流传于操川黔滇方言的苗族中，也

被称为是"白喜"舞晤 。

苗族历史上迁徙频繁，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迁徙到什么地方，都离不开芦笙歌舞，并用芦笙歌舞记

录下他们新的迁徙过程和经历。 亲友分散了，又可凭

借着芦笙歌舞重新凝聚起来，生存下去，繁衍延续，仍

然是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的民族。 可以说芦笙歌舞既是

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标志。 芦笙歌

舞代表着祖先和灵魂，也代表着生命。

云南苗族对自己这种自古以来就具有特殊意义的

舞蹈，一般不称"芦笙舞"，而是以习俗定名 。 在某个特

定的习俗仪式上进行的舞蹈，便以这一习俗命名 。

《正坛芦笙舞》共设七坛，分别为:扫坛、祖先、纪

念、弟兄、姑妈、祭师、掌赏七坛。 由芦笙祭师主祭、一

名鼓师司鼓，鼓师可以兼歌师。 跳坛芦笙舞实际不设

坛，仅是一个称呼和舞蹈仪式的顺序 。 正坛芦笙舞就

是配合这七坛表达生者对死者悼念之情的舞蹈 。

《正坛芦笙舞》由主持祭仪的祭师吹笙独舞(有的

地方用两名芦笙手) ，另有一鼓师击大鼓伴奏 。 舞蹈都

在停放灵枢的堂屋里进行，舞者于棺材前作圆形或扇

面形运动，动作拘谨单调，自始至终很少变化。 但其意

义不在于表现舞蹈技巧，而在于芦笙曲调所叙述的内

容 。 在流传正坛芦笙舞的苗族地区，几乎男女老幼都

熟悉各坛芦笙所吹奏的内容，因而能随着芦笙舞激动、

悲伤或欢笑 。 按传统习惯，正坛芦笙舞的曲调和鼓点，

除祭奠死者的场合外，是不能随便使用的 。 由于居住

地不同，设坛亦略有不同 。

属于跳坛系统的还有"解簸寞"和"花坛" 。 "解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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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也称..敲斋"，苗语音译为"阿仿" 。 "阿"是"做"、"进

行"、"举行"之意，"仿"是"簸寞"，文山州马关县的苗族

直称为"解破烂簸冀"。 实质是祭灵，一般在葬后十二

天至三年内举行，有一套固定的程序，由祭师通过芦笙

歌舞主持祭祀仪式，舞蹈场面大，动作优美。

某一家族的某一房被"祖先缠着"(也称"朝着")

时，要举行祭祖仪式，叫"跳花坛"，跳花坛要现找鼓料，

现做鼓。 此坛一跳便要"跳三年"(实际是三年两头

跳) 。 由一祭师主祭，六名(男女各半)统一服装的舞者

伴舞。 杂以萧、笛伴奏，女舞者手持蜡染花手帕，与男

性舞者跟随祭师舞蹈 。 舞蹈程序中有男女追逐、交欢

等动作。 后来，由于封建意识增强，便取消女舞者，由

男舞者扮以女装代替。 "花坛"是一个舞蹈活跃的场

合。 分"吏坛"和"高兴坛"两种 。 吏坛仪式结束便散

场;高兴坛则在仪式结束以后，男女老幼统统要入场参

舞。 花坛进行时，坛中置一葫芦，舞者边舞边抢，直至

把葫芦抢烂为止。

【反坛芦笙舞】 流传于云南各苗族村寨。完整的"跳

坛"仪式，前设七坛称"正坛" , (( 跳正坛芦笙舞》。 七坛

之后的各坛，称"反坛"，也叫"耍坛"，所跳的就是反坛

芦笙舞。

"反坛"和"正坛"完全不同 。 正坛固定为七坛，舞

蹈古板肃穆，主要表现对死者的悼念之情;反坛舞蹈套

路众多，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明显带有娱乐色彩。

进入反坛舞蹈'时，芦笙不再由祭师吹，而由另外的

芦笙手吹奏坛调 。 坛场气氛随之转变，舞蹈'也由表现

哀悼为主转向表演，充满活力 。 其中有"转鼓滚"、"翻

鼓滚"、"滚汤锅" 、"滚灯"、"攘刀尖"等表现高难技巧的

芦笙舞，还有以芦笙为纯道具〈不吹)的要笙舞。 井有

与要大刀、棍棒、两节棍、板凳、拳术相结合，具有武术

性质的动作套路。 近代，更发展成了"芦笙拳"，还学习



l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舞蹈形式，如"团乐"等等 。 从而使

跳坛舞蹈从单纯的悼念发展为反映生活、表现情跑、融

体育武术为一体的表演性动作套路系列 。

"耍坛"开始的第一支调子是"牵纱"。 舞蹈情绪一

下子从哀悼气氛变为反映生产生活的欢乐气氛 。 围观

的青年男女纷纷拉手围圈人场起舞。笙调明'快、节奏

急促，只见舞者紧扣的双手微摆，脚步踏地有声，身体

随步伐晃动，徐徐前进 。 此后的舞蹈，便进入自娱表演

和竞技，动作套路很多 。 由于居住地不同，有的地区受

到其他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舞蹈反映的形式也不同，

现将全省范围具有代表性的动作套路集中整理如下:

第一 ，反映生产生活内容的如 : 牵纱舞 、滚纱舞、

滚麻纱舞、撒麻辈辈。 均为大集体舞，舞蹈由一名芦笙于

在前吹笙领舞，众男女跟随其后翩翩起舞，芦笙于边吹

边舞不管动作千变万化，口中的笙调不能断，主要以旋

转，蹬踏动作为主，吹出合节拍的笙调带领大家，众舞

者跟随笙调节拍舞出模仿各劳动过程。 开荒、挖地、撒

麻、藤麻、割麻、放麻、洗麻、晒麻、纺麻、织布等一系列

生产劳动进程，按程序一套套地表演，队形有围圆圆、

两横排对舞。 也可多次重复表演尽兴为止。

第二 ， 自娱自乐的有 : 耍笙、斗壁、对脚笙、滚笙、

芦笙拳等。主要是展示芦笙手舞技的舞蹈 ，有独舞、双

人舞、四人舞、集体舞多种形式。要笙是将芦笙做为道

具，只耍不吹，芦笙手将芦笙在自己身边飞舞，做出各

种高难度动作，手握芦笙不停地甩动，任凭自己自由发

挥，尽兴为止。而斗笙、对脚笙则是边吹边舞，主要展

示腿下的功夫，以斗脚的动作来变化舞姿，以前斗脚、

侧斗，脚、后斗脚等来组合，步伐多变灵活，每次斗，脚都

要讲究对上合上节拍，配合默契，潇洒自如，舞时可以

两人相对，也可四人对拌，或集体成行对舞。 滚笙属男

子独舞，事先要在场地上摆设尖刀、水碗、灯火等障碍

物。芦笙于一边吹芦笙一边舞，待舞到高潮时要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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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尖刀、水碗、灯火上面滚过去，并不能停止吹笙，还

要不能碰到障碍物，方算成功，滚过后兴趣大发，会做

一些惊险高难的动作，翻跟斗、打飞腿、旋转翻花，显示

芦笙于高超的吹笙舞笙技能。 芦笙拳是以芦笙曲为伴

奏，以武术为动作的舞蹈，大多由会武术的苗家青年男

子表演，其身法、脚功别具一格，很有观赏性。

第三，民族交往形成的舞蹈 。 有笛子、小三弦加入

伴奏的"团乐舞"。 在多年的民族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

一些除以传统形式芦笙伴奏外，还加入了笛子、小三弦

伴奏的集体围困踏歌的套路"迭脚" 。 每逢村子里逢年

过节和遇上喜事，青年男女便会聚到一起，除表演传统

的芦笙舞，还会表演"叠脚" 。 在笛子和小三弦的伴奏

下，且歌且舞，一问一答的对歌，大家围成圆一进一退

地舞动，歌词内容多是表达生活中男女青年相爱思念

之情。 舞者须男女配对交叉起舞，舞蹈动作以三步一

抬一踏的小跑步为主，双手随节奏前后自然摆动。 歌

词除约定俗成的套路以外，更多的是借题发挥，即兴创

作，独具苗族风格 。

《反坛芦笙舞》虽然套路多，其舞蹈特点主要展现

在芦笙手的高超技能上，不管是吹笙领舞，还是只耍不

吹，其运用芦笙的技巧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管是

滚 、翻、转、跳、打、甩、逗、踢、蹬等高难动作的完成，还

是对舞、倒立、高庄转步、矮庄转步、苍蝇搓脚、飞脚、大

蹦、翻跟头等技巧的完成，都全方位显示了芦笙手的高

超舞技，从而形成了反坛芦笙舞的动作特色，也是反坛

芦笙舞带有竞技性和观赏性的主要原因，同在一个舞

场上，各路芦笙手都会拿出多年练就的一身功夫，在舞

场上一比高低， 自娱自 乐 。 从而使反坛芦笙舞近年来

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苗族青年较为喜爱的舞蹈 ，表演时

身着整洁的生活装 。

【阿伟芦笙舞】 是云南操滇东北方言苗族所跳的"红



喜"舞蹈。阿作苗语原意是"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聚成

一帮"。主要在结婚娶媳妇的男家举行。这种芦笙歌

舞还含有通过叙述苗族历史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教育，

号召族人团结一致的意义 。

《阿作芦笙舞》的起源有多种传说，其中较主要的

有两种 : 一是古代苗族遭到异族侵略，大规模迁徙。

战争创伤深重，迁徙路途遥远，受尽折磨 。 为了呼唤族

人，在"仙人"的点悟下制造了芦笙 。 用天上的"九九八

|二一曲"来召唤和团结族人，后来长途迁徙结束，使用

芦笙曲记叙了这段苦难历史。二是人和自然界作斗争

取得胜利后，用"梓木苏"木做乐器吹奏欢跳表示庆祝。

传说和历史事实有一定距离。但是，没有文字历

史的苗族，传说往往和历史有密切的联系 。 现在阿作

芦笙舞的曲名几乎都是反映战争、迁徙内容的。 因此，

认为《阿作芦笙舞》是由于战争和迁徙而形成的，值得

相信。

古时，这部分苗族也只在祭祀时举行芦笙歌舞。

后来，由于战争、迁徙，才发展了一套迁徙芦笙舞，在专

门的时候进行舞蹈，对子孙讲述悲惨的历史 。 在社会

发展过程中，逐渐把特定场合移到婚娶场合。阿作芦

笙舞实质是利用婚娶时的群众集会进行传统德育。 进

行阿作芦笙舞有不可触犯的禁忌，即吹芦笙者一定要

遵从曲调顺序，绝对不允许从中间开始吹奏(不进行阿

作时可随便) 。 歌队中无论何人，只能唱《迁徙歌 )) ，五

更天以前(阿作多在夜间进行。如在白天，则要待芦笙

曲吹奏到《天亮曲 》时)不允许唱任何形式的情歌。

《阿作芦笙舞》主要在婚宴时举行。一场婚礼中总

要有若干阿作芦笙队伍。为了迎接来恭贺的阿作队，

主家要请一位芦笙高手在家坐镇。迎阿作则在村外路

口举行，一群姑娘用竹竿构成→道道屏障，阿作队必须

用舞蹈跃过横竿，才能喝到"迎阿作酒" 。 再续舞到主

家大门外，经过恭贺，方能进入堂屋舞蹈 。 阿作的程序

阿作芦笠舞

阿作芦笠舞

509 



阿作芦笠舞

阿作芦笠舞

王 !O

很繁 . 而且冗长 .往往一天一夜也进行不完这种程序。

《阿作芦笙舞》有固定的章节曲调，但无固定的舞

蹈套路。 说苗族群众"看"芦笙舞，不如说是"听"更为

确切 。 昕吹到明Il illl 了，叙述什么了，这才是重要的，而

舞蹈动作并不要紧。 自然也有品评吹奏水平高低和舞

蹈动作的优劣的，但这些仍属次耍。多数人昕芦笙舞，

常常听得泪流满面。 这才是阿作芦笙舞的主要作用 。

简单地说，有点年纪的人昕的多 ，年轻人看的多。 由于

芦笙舞男性舞者多 ，观者中常有被芦笙手迷上的妇女。

当一个年轻妇女被某芦笙手的吹奏、舞蹈给迷上了，便

会跑回家去煮好鸡蛋带来送给他 ， 甚至当场解下自己

的腰带送给这位芦笙手。 如此举动，亦不会遭到非议。

<q呵作卢「笙费n还有激烈竞争 的场面。 每当舞到

《鸡 l呜Elll>>时，如果同一地点有两个以上舞队，便会出现

激烈相搏、对踢、对勾、互背跳跃、翻滚、倒立、吹笙钻梯

等技巧性高难动作。 和惊险场面 .芦笙手不论做何动

作， 1攻奏不能停止，如果只顾做动作而中断吹奏，便被

认为无能，受到耻笑。 比赛败方，觉得是很大耻辱，将

有一段时间不再在公共场所演奏。

长期以来， <<阿作芦笙舞》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舞蹈及

吹奏要求 : 脚步要轻、转身要圆，踢脚腿要直，倒立要稳，

要蹬直腿;下蹲要轻，起身要快、跨要开、吹 r!&要有声，笙

声要如珠子落地 . 曲调连续不能断，等口诀要领。

这部分苗族除婚娶仪式时举行《阿作芦笙舞》外，

每年农历五月初为传统"踩花山"节日 。 这也是大型群

众集会，歌舞的海洋。 所表演竞技的芦笙舞套路均属

阿作芦笙舞范围 。

E二人穿花舞】 《二人穿花舞》也称"打歌"，是流传于

滇西凤庆县一带苗族中的芦笙舞。

苗族老人去世安葬以后，都要"做斋"，苗语称为

"阿仿飞汉语译为"解簸冀" 一般要进行两天两夜。 做



斋时要请"执司"(总理〉两人，祭师(为半专业"鬼师")

两人、厨师两人，做饭两人，烧茶两人，抱柴挑水两人，

芦笙手两人。

第一天晚上为"起场"，芦笙于l次芦笙，祭师敲响牛

皮鼓，做斋开始 。 亲朋好友杀羊上祭。 上祭分"明上"

和"暗上"两种 : 死者的兄弟姊妹为明上，摆祭品于亡

灵之前供献;其他人则暗上，一般送块把钱，斤把酒或

几斤粮食，交与主人 。 第二天敲(杀)牛，做几个人的斋

就敲几头牛，执司把祭师领到祭场(敲牛场)执司领头，

抬着"高万"(一个面筛内放一弓形蔑片，上面放死者衣

服，为死者亡灵象征，下面放三个弃粗粗) ，祭师居二 ，

牵牛者第三，孝子们第四，其他人员随后，吹着芦笙进

入祭场。 场内有两棵树做旗杆，一棵吊着个十字架，谁

打下来谁得喝一碗酒;一棵吊着一只牛皮鼓，牛拴在木

桩上，敲几头牛就栽几棵桩。

准备就绪，祭师致祭，向死者祷告说"某某，我用

|嘴喊你不应 。 我用酒祭鼓，用酒祭芦笙，让鼓来喊你，

让芦笙来叫你"。 随即敲起牛皮鼓，吹起芦笙。 祭辞

说"芦笙叫声声、皮鼓响沉沉 。 神灵起来了，魂魄起来

了 。 从坟墓中走出来了!柴火照你来到半路上，照你

来到你的簸宾上 。 魂魄来落家 ，魂魄来落屋。 坐好你

的地势，坐好你的座位 。 得肉吃 、得酒喝 。 牛魂 ! 来解

开你的簸寞 。 "

此时，孝子们在距牛皮鼓约五米处站好，先面对牛

皮鼓磕头，然后祭师绕大鼓和牛吹起芦笙，众男女跟着

成两圈，男在内圈，女在外圈绕动，男遁逆时针方向绕

四圈，顺时针方向绕五圈;女遁逆时针方向绕三圈，顺

时针方向绕四圈，接着执司向牛拨一瓢水，厨师持斧头

向牛磕一个头，表示"对不起了"，就向牛头砍去，伙伴们

便持刀相助开膛剥皮，完毕，将牛的头、皮、蹄子放在面

筛旁，然后给死者祷告，开始边唱边跳《二人穿花舞》。

舞蹈时，男女面相对排成两排，人数不限，一男一

二人穿花舞

二人穿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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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为一组，随着笙曲而舞。 男子踏步有力，翻转自如，

动作刚柔相济 ; 女子舞步轻柔，歌声舞姿融为一体，柔

中显刚，表现了苗族人民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

【+二套古代芦笙组舞】 流传于昆明安宁市水井湾苗

族村寨的"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由十二套完整的芦笙

组舞曲组成，以芦笙吹奏为主，伴以舞蹈 。 是一套系统

讲述苗族历史的芦笙组曲，它叙述了苗族先民为追求

和平幸福生活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历程，是至今为止保

留较完整的一套古芦笙组舞。

苗族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许多历史事件就记录

在他们世代相传的口头和歌舞艺术之中。《十二套古

代芦笙组舞》概括地表现了苗族历史上盛世、战争、流

亡三个时期 。 第一套[探路曲]主要反映苗族先民为寻

求美好的生活，爬山涉水，不辞劳苦顽强地与大自然拼

搏的艰难历程。 舞蹈形象地表现出探路行走时的艰

难。 第二套[祝愿舞曲]反映的是苗族人民经过艰苦的

旅程，寻找到优美的自然环境，安居乐业，人们沉浸在

欢乐喜悦之中 。 第三套[出征曲]当人们还沉浸在喜悦

之中，突遭外族侵袭，舞蹈展现出征征战的场面。第四

套[群舞曲 ] ，反映苗族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建立了自己

的家园，人们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再现盛世时期的欢

乐景象。 第五套[邀请舞曲]主要揭示苗族首领一度贪 

图享受，寻欢作乐，麻痹大意，致使再次遭到外来侵袭 。

第六套[团圆舞曲]反映苗家前线战事告急，哨兵一次

次传来东、西、南、北的战况。第七套[敬酒舞曲]，反映

苗家被包围后，开始盟誓饮鸡血酒，下战斗令。 第八套

"盼鸡鸣曲"，形势对苗家十分不利，苗家集会商量更换

有才能的人为首领。第九套[破阵曲]反映苗族人民出

征作战的情境。 第十套[鸡鸣舞曲]主要反映战败以

后，苗家确定了新首领，带领大家进行长途跋涉向南迁

徙。第十一套[天明曲]反映苗族人民经过长途跋涉，



摆脱了追兵，渴望得到光明 。 第十二套 [结亲舞曲]反

映苗族人民经过大迁徙，初步得到安定，人们又相互杀

猪、杀鸡、宰羊进行结亲繁衍后代 。

《十二套古代芦笙组舞 ))"是一部音乐舞蹈史诗"，

就像一本历史教科书在民族生活中起着团结和教育后

代的作用，在艺术上保留着古老的民族风格特点，是民

间芦笙舞之源。因年代久远，现在还能够完全掌握，这

卡二套组舞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老艺人，这是一份

值得人们珍视的苗族民间文化遗产。

【踩花杆芦笙舞】 是流传于滇东南文山州苗族地区的

一种祭祀性舞蹈。是每年正月初二到正月十五，苗族

举行传统踩花山节时，男女青年，进行表演的竞技的芦

笙歌舞。

传说很久以前，苗家有个王子叫蒙子菌，他有九个

儿子、八个姑娘，他们勤劳勇敢正直，苗家人很尊敬他

们 。 每到夜晚他领着儿女们吹芦笙舞蹈，扪'牛皮鼓，欢

庆太平日子。 有天晚上，鼓声震摇了宫殿、惊动了皇

帝、皇帝就派文武百官四处寻找 ，在一个大平原上听到

了鼓声，皇帝见到这样好的一块地方，就派兵攻打蒙子

菌，要霸占这块土地 。 他们见寨就烧，见人就杀、搅得

苗家妻离子散，不得安宁 。 为了苗家能生存下去 ，蒙子

西就带领苗族人民起来反抗，但因力量悬殊 ，加之没有

精制兵器，最终被打败躲进了深山老林全走散了 。 由

于山高林密，蒙王找遍深山老林也没有找到失散的苗

家兄弟。他想了个办法，把一棵笔直的大树染成红、自

两色(花杆) ，解下腰带拴在大树尖上，将其竖立在高山

顶上来召集苗家人民。 果然，用不了几天失散的苗家

人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 。 蒙王在花杆下扎营寨， 叫自

己的儿女们各统领一部分苗民守住各山头 。 从此，开

荒种地重建家园。不久，日子逐渐好起来了，牛皮鼓又

敲起来，芦笙舞又跳起来 。 鼓声再次惊动了皇帝 . 皇帝

飞」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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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准备再次攻打苗寨。蒙王知道后设了一个圈套，叫

几个美丽的苗族小姑娘和几个武艺高强的苗家小伙在

花杆下欢快地跳芦笙舞，在四周埋下重兵，布下天罗地

网 。 如果官兵来了就挂旗为号。 过一会儿，官兵就扑

了过来，蒙王的儿子立刻嘴咬红色旗向杆顶爬去，官兵

用箭向他射去，连爬几次都没有把红旗挂上，这时他已

经筋疲力尽，但是他想到红旗如果挂不上去，苗家兄弟

就要再一次遭到残杀 。 于是，他立刻背贴花杆倒立着

向顶端爬去躲过了射来的乱箭，终于把红旗挂上了，苗

家伏兵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猛打官兵 ，最后终于取得胜

利 。 但蒙王的儿女们全部战死在战场。 这一天正是农

历腊月二十六 日 。 苗家人把他们安埋在花杆脚下，杀

猪宰牛来祭献他们的英雄。 打起牛皮鼓，跳起芦笙舞。

从那时起，不论苗家谁家老人死去都要跳芦笙舞来祭

祀死者，表示对救了他们苗家先烈的怀念。 这个盛大

的节日从那时起一直流传至今。每年到腊月二十六

日，苗家人民就在山顶立起花杆，汇集四方苗家兄弟姐

妹，到正月初二开始，敲响牛皮鼓，要起大刀、棍棒，唱

起山歌，跳起芦笙舞。

此时的芦笙舞动作热烈大方激情饱满，时常出现

相互对舞、比技巧、比舞艺的竞争局面，舞艺高强者，自

然引起旁观者的赞扬及女子们的好感。 动作多以转、

踢、翻跟斗、对脚为主，场面精彩激烈，自娱性强 。

【竹竿舞】 流传于玉·溪市易门县苗族聚居区的集体自

娱性舞蹈。舞蹈描述了苗族先民进京城游玩的情景。

相传很早的时候，苗族的先民居住在黄河流域，和其他

兄弟民族一样，共同创造着灿烂的华夏文明 。 京城，是

苗民仰慕的地方 ，是苗民心目中的京都、首府。 后来，

由于外部敌人的攻打以及其他原因，苗族先民逐渐南

迁 。 由于那时苗族先民还没有文字，记事只是用口传

心授或其他方法记录下来，为了记住当时自己的京都，



苗家年轻小伙和姑娘的花坎肩后背的方帕上，都要绣

上京都城楼的图案，并世世代代往下传，直到如今。 往

昔的先民们要到京城， 要进九道门楼。 九道门楼雕龙

画凤，金点漆描，宏伟壮观。 而今，流传下来的竹竿舞

正是描述苗族先民进京城游玩的情景 。

《竹竿舞》是喜庆的舞蹈，多在逢年过节日寸跳。 舞

蹈时，要先布置好跳场、场地的两端各放一根又粗又长

的竹竿作为基础、上面相距摆放九对竹竿、竹竿两端缀

满鲜花、代表彩画门楼 。 分别由九对男女掌竿，敲打出

不同的节奏，但非常有规律。 |嘈|嗒原地敲、嗒嗒分开两

边，又嗒嗒原地敲，嗒嗒上举过头搭门，依次反复敲打。

舞者两人一对，顺序从竹竿上面从容跳过，舞者必须严

格掌握好起舞的节奏，不然不是被夹着腿，就是夹着

头 。 舞蹈'时先由一对芦笙手吹着笙向前跳走，随后便是

一对对男女顺序进入。 舞蹈十分讲究配合，不可慌乱，

特别是"过门楼"时，一定要警觉，在竹竿击地向上举的

一瞬间便要钻过去，过去后叉开始新的一轮，如此反复。

《竹竿舞》是苗族青年十分喜爱的舞蹈，到舞场那一天，

他们便早早地换上节日盛装.打扫舞场、布置所需道具、

认真点缀花竿，在舞场前还要扎好一座大花门 。 待一切

布置好了便由主持人宣布开始，顿时歌声、笑声响彻一

片，有时因有人失误，便会引起围观者的大笑，一旦顺利

通过，还会引起阵阵掌声，直至尽兴方才散去。

【甩手舞】 流传于滇西云龙县苗族村寨，属自娱性集

体舞蹈。 每当逢年过节和村寨遇到喜事时，青年男女

都要聚到一起，跳起欢快的甩手舞。

《甩于舞》是在芦笙~~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民族"跳

乐"、"打歌"等艺术形式，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舞时，由一男芦笙手吹笙领舞、众男女围成圆圈起舞、

后来者可按节奏随时加入到舞队中，舞者根据吹笙者

不断变化的曲调变化动作，舞蹈均按逆时针方向舞动，

竹竿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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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整齐划一，主要有跺、踏、跳、转、踢，加上身体的摆

动及双手的甩动形成自己的动律特点，整个舞蹈动作

姿态呈现出含胸、屈膝，臀部往后翘的形态。舞动时，

动作短促有力、踏地有声、有顿挫感、整个身体随节奏

向下压颤，呼吸深长，舞蹈动作的连贯中的摆腰、甩手、

旋转的飞舞，尽可以将衣裙服饰舒展开来，充分显示舞

姿和茵裙的美观。 舞蹈内容主要表现生产劳动和生活

习俗，模拟生产过程，如 : 洗麻、漂布、推磨、赶街、探

亲、访友等跟生活相关的内容，如双对脚、背合背、勾踢

脚跟等动作组合，充分体现了甩手舞的自娱自乐性，舞

蹈一般要跳完全套动作 ，尽兴方才散去 。

【咔兜】 (苗语"打歌"之意)流传于滇西漾在革县，每逢

过年过节，婚丧喜事都要聚众跳咔兜。 舞蹈由一男或

二男吹笙在前领舞，众舞者随后轻歌曼舞。 跳咔兜的

芦笙分为两种，一般逢节日、办喜事时使用中 、小号笙，

曲调欢快，音色清脆 ; 而办丧事则用特大号笙，音调低

沉、浑厚，曲调忧伤悲哀。 舞蹈时，舞者均一手各持一

条毛巾、站成二排或围圆起舞，舞蹈中一般形成两人对

舞交流配合。 舞蹈套路有:串花调、追鹿子调、点香

调、赶街调 、甩手调、转身抬脚调、合脚调、太阳落坡瞌

睡来，斑坞喝水、风摆柳、洗衣调等 。 舞蹈动作轻快，节

奏鲜明，伴随着服饰上的银铃甩动，特别是臀部的摆

动 .形成独具特色的卡兜舞风格 。

吨3 【岔都舞】 苗族"岔都舞"意为"打歌"。 是流行于滇西

地区苗族群众中自娱性传统舞蹈，多于婚丧和节日期

间举行 。

《岔都舞》开始，男女老幼均要穿着盛装，小伙子扛

起刀、枪、 弓 、弩等兵器，绕房三圈，到院场转丸圈，才能

起舞。喜事时必须由媒人先跳 ，新郎新娘方可加入。

芦笙手吹起芦笙作领舞，时-而在前领舞，时-而被围在圆



圈内独舞或与其他芦笙于对舞，姑娘们则跟芦笙调固

圆起舞，舞蹈的变化主要跟随芦笙手的曲调变化套路。

其基本动作为"三步一抬腿"或"三步一靠步"、"左右

掖腿跳"、"转身飘步"等 。

男女青年通过跳《岔都舞》和 11};:芦笙来进行感情交

流，相互表达爱慕之情和尽显才华。 父母们也可以通

过歌舞技能的观察品评其聪明才智以备选择佳婿。

【敬酒舞】 是流行于滇东北彝良县苗族地区的一种习

俗舞蹈，多在逢年过节和办婚事时迎接宾客和在宴席

上助兴时起舞。

据说 : 古时候苗族青年结婚时，都要请亲朋好友

相聚、相互祝福、边敬酒边跳舞，当时用的酒具是自制

的小木碗，到了清朝时期就改用牛角、岩羊角作为酒

具，而且每次敬一小嘴，只限于男的敬男的、女的敬女

的，主要是敬前来参加婚礼的老年人。 逢年过节时也

是主要先敬长辈。每次活动只有在吃早饭前迎宾时跳

一次，和晚饭后要送宾客时再跳一次。

跳《敬酒舞》还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苗家受到

汉官的欺压，不得不逃进深山老林。 一天他们被一条

河挡住了去路，水又深又急无法渡过去，有个聪明的人

想了个办法，他们把河边的竹子弄弯搭成一座桥让人

们过去。 后来人们走散了，这个聪明人又用刀把竹子

砍下来制成芦笙吹了起来，人们昕到芦笙响就从四面

八方又汇拢来，于是大家欢聚一堂 、杀羊喝酒 、互敬美

酒、诉说离散之苦、欢唱团聚之乐、青年男女跳起欢快

的舞蹈，一直沿续至今，形成现在的《敬酒舞》。

《敬酒舞》分前后两套，一是双手抱酒杯边唱边舞，

(歌词大意是:感谢你、来我家，请喝下这碗香甜的美

酒) 。 待客人喝完酒，主人便拿起芦笙跳一段激情扬溢

的芦笙舞 ，表示对客人的欢迎之情。 舞蹈人数根据敬

酒人数而定，可多可少，一般为面对面地边敬边舞。 $J

岔都舞

敬酒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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