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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 +花 舞

(一)概 述

《炭花舞》流行于隆回县七江乡、鸟树下乡一带。该舞由两人表演，在元宵节中随同龙

灯在夜间活动，多在龙灯队前开路，开路时，在行进中做“黄龙缠腰”“雪花盖顶”等幅度小

的动作。到达村子后，都要选在大晒谷坪或大场院内，而且附近没有易燃物方能表演。表

演时，龙灯队围在场子的四周，《炭花舞》在场中进行，通常以“朝天三柱香”作为第一个动

作，其他动作无固定次序，还可临场即兴发挥，所以该舞有较大的随意性；动作之间，通过

在空中甩圆圈来连接；当要更换动作时，由一位为师傅的表演者大喊一声动作名称，另一

位表演者随声应和，再协同锣鼓的变化更换动作，使整个表演一气呵成。该舞深受当地人

民喜爱，以此庆祝丰收，祝愿风调雨顺，吉祥如意。它属于民间习俗舞蹈。

该舞是用枞树膏或栗树皮炭作燃料，装入用铁丝编织的小笼中，再用棕绳吊着小笼，

系在竹竿顶端，点着燃料，舞者甩动炭笼起舞，火星四溅，宛若游龙在夜空中翻腾，。煞是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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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型、服饰、道具

’

舞炭花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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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花杆用铁丝编成直径约13厘米的炭花笼，用长5米的棕绳系在5米长的竹竿顶
‘

端。以枞树膏或栗树皮制成燃料置笼中，舞时点燃。，．．⋯ ，

-
。．， ．，：、

，’

：炭花杼

(四)动作说明 ．

。

’’ ●

，r．1 ●

杆的握法
’

。‘ ’

。，

．1 两臂屈肘，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握住竹竿下端，两手相距30厘米左右，简称“握杆"．，

基本动作a 一． ． i
： 一

，

“

·

1．雪花盖顶 ·

．

’

：

、·’～做法二人并排“大八字步半蹲”，双手“握杆”。甲将炭花笼从身后甩到头顶，立竿，

使其在头顶顺时针方向划平圈，使火花形成连续的光环；乙做对称动作(见图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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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缠腰
、

。j

t；：t j‘做海：，站“大八字步"，“握杆"，将炭花笼向上甩成一条直线，尔后顺时针方向转动右

手，使炭花笼自上而下绕竿旋转(见图二)o再逆时针方向将绳旋开·‘一 +·一t √

图 二

’

3．二兔抢宝 ．

做法两人面相对，甲左“前弓步”，乙右“前弓步”，将炭花笼从下经对方左侧向前甩

出向』：，然后右手往回抖一下竹节，略往回收，使炭花笼由上而下成椭圆形运动(见图三)P·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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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o”字回纹
·

、

做法二人面相对站立，右脚稍面前，“握杆"，甩动炭花笼，使其在头上方做与身体垂

直的“oo，’形运
，：

行(见图四)·

图 四 ．

5．舀地莲花， ．

做法二人背对背，彼此相距10米远，脚站左(右)“前弓步”，先向右后方稍臁紧凄’
着将炭花笼向前上方甩去，再收回至右后方，又再甩向前上方，如此反复进行i．见图五)·

‘

o ≯i

‘

： 二，

．基 口一

，：：哥文

：7．：二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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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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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朝天兰柱香。
。。。 ‘

。

～．。

‘

做法：人并排面向同一芳向，站左“前弓步”，将炭花笼由头上向前方甩去，上下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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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竹竿三下，使绳形成波浪形(见图六)o

t

#。 ～。
(五)跳．法说

角-色，t。．··一“．t．． ，J，·r

．·，’． 一．

． 男二=人，每人手持一根炭花杆o．
’

．t
，

时间 ， _ Y．
●

，

一 元宵之夜。 。。，‘、
．

．。 ，

‘

． 。
／’、． ? ‘， ， 一＼

· 地点： ／ i
7

7’。 ·’∥
．。4 i 、＼

。’。

大晒谷坪或大摩院。．+， 。I ，‘．
．”

、、 i

打击乐无限反复掣人站在场中，首寿做“朝天三柱香’’，然后；人将炭花笼在空中甩

圆圈作为动作之间的连接，当其中一人(_般为装演者中的师傅)大喊下一个动作名称时，

另一人随声应和，即袅演下一个动作，动柞无固定次序，可以临场任意安排，动作不受音乐

。节拍限制。表演享毕，毒演者走芋孥边，打声乐予可攀续避孝。 岁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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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担舞》流行于湖南芷江县的山区，每当农闲季节，青少年成群结队，手拿扦担和摹
刀，在上山砍柴的途中边走边敲，变化各种动作，击打不同的节奏，有着浓厚的乡土氕息!：
没有固定的画面和构图，是一种简便的自娱性的民间舞蹈形式。

此舞与流行在湖南攸县、新邵等县的《三打三》形式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是本舞无唱j‘

以击打为主，击打点丰富多彩；而《三打三》是以歌舞对唱为主，舞蹈击打点一般为“三步三

打”o二舞可互为补充。 二j 二，：’

一二
．

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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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

该舞音乐无乐器伴奏，只由舞者手持柴刀，敲打扦担，因此只有节奏谱。“得"为用刀

面敲扦担声。“打”为用刀把下端敲扦担声：
一．．

， ．’·
-。

’l

节奏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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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

啬打l业打I凹丛l：毡I地业l打。。I

造型

(三)造型、服装、道具

’

男青年

服饰

日常生活服装，样式不拘。

道具

女青午

1．扦担约2米长的杂木棍，将两头削尖，套上铁尖·

2．柴刀铁质刀，木把。

-Ir嗣I=—?————j"--·．．c=芒=乡 ‘

；—=————————————————一 -·一_户-_E_E目9】

： ，．、抒担 ：’ 一．

柴刀

h．
’‘。

，

f
～r ， ’_、：：?

f ：· ．，；

：。。。，’l、 (四)动倌琴跳法说明 ；’，，·．

‘“’． ：

‘

’

《扦担舞》是去砍柴时走在路上，边走边变换持扦担的姿态，并用柴刀敲击扦担。每种

节奏谱均有相应的敲打姿态，无固定的顺序和队形o
’

’ 。



1．鸡啄米
‘ ·．一

做法左手握扦担中部，手心向下将扦担横于腹前，右手握柴刀于身右侧(见图一)．

击[喜鹊闹梅]节奏。

2．鸡展翅 ．

．：

．： 做法j左手持扦担于“提襟”位，扦担下端斜予身后，右手持柴刀敲打扦担上端(见图

二)，击[龙过岗]节奏o

3．牛摇尾

做法左手手心向上持扦担横于腰后，右手持柴刀在身前左、右交替敲击扦担，敲左

端时，上身稍向右倾，敲右端时，上身稍向左倾(见图--)，击[浪淘沙之一]节奏。

图 一
’．

图 二

4．兵役子(对旧时士兵的俗称)杠枪

“

，。 图 三

做法左手持扦担扛于左肩上，扦担前低后高似杠枪状，右手持柴刀在头后(见图四)

和身前(见图五)交替敲击扦担，击[浪淘沙之二]节奏。

5．喜鹊点头
’

做法左手持扦担垂直举于左斜前，右手持柴刀击扦担上端(见图六)，击[浪淘沙之

三]节奏。
●

●

1050

图 四 图’五 图 六



做法将扦担横杠于肩后，双臂自然搭在扦担的两头，右手在原位用刀把击扦担，上

身自然左右扭动(见图七)，击[敲刀把]节奏。

7．捶背
’

做法左手手心朝上握扦担左端于身左侧，将扦担中部横置在背后，右手握柴刀背于

身后，右肘弯处夹住扦担(见图八)，在背后敲打扦担。走便步，只用刀面击[敲刀把]节奏·

图 七 图 八

l·· ， ‘

传 授涂仁凤、张邦松

编 写 莫有源．

插 图蒋太禄

资料提供海·夭

执行编辑刘霁云，康玉岩

1'051



斗 牛 舞

(一)概

t斗牛舞》是会同县人民在春节和庆丰收时跳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俗称“牛打架p

或“牛斗角"o流行在会同县高椅、团河、连山一带山区。

据传说在明朝时，这里就有斗牛的习俗，也是村民们的一种娱乐形式。随着农业生产

的发展，耕牛成为农家之宝，村民不再忍心让耕牛打架．有人便以木雕刻成牛头替代真牛

表演，从而逐渐形成了《斗牛舞》。 ．

鬈斗牛舞》的动作有“吃革”、“擦痒，，’“对角"、“凹角"，“斗角”等，都是依据牛的生活习

性及殴斗时的神态演变而成的。有一人扮一牛的，有二人扮一牛的两种。后经过民间艺

人的加工，由两个十一，=岁的男女牧童参加表演，男孩戴着罗汉面具，身穿长衫，并有简

单的情节，从而增加了舞蹈的幽默感。

·《斗牛舞》道具有牛头，牛衣。牛头用老杉木树蔸雕刻成牛头状，配上牛角，神态逼真；

牛衣用白布缝成，染上灰色。表演时，只有锣鼓伴奏，动作无固定拍节。

《斗牛舞》表现了山区人民勤劳、勇敢、憨厚的性格，所以一直为当地人民所喜爱·

曲谱

L052

(二)音 乐

传授杨目其，张克侍
记谱王定兴，蒋秀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