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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1世纪的世界是高科技的世界，亦是平民文化的世

界，即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高雅文化，当跨人2l世纪

后也将融汇社会而不断向平民靠拢。

人类创造的以人体运动构成的艺术——舞蹈，可

说是各种艺术品种中最平民化的艺术样式之一。它将

人类的社会生存状态和感情累积投射于举手投足之

间，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化深度和广度；而中国舞蹈

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更是体现了舞蹈的这一

特殊功能。这不仅仅是人类有了社会活动便有了舞蹈

这门艺术这一基本命题，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人类

另一层面最活生生的、充满生机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

系。长期以来，孔孟儒家一直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明

的代名词。自西汉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是以儒

家为主流，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为支流的统一

物。但却一直忽视了中国民间存在的另一思想体系，

即以历代劳动人民创作和活动其间的大量诗歌、小

说、戏曲，包括舞蹈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这种民间思想

体系较之于儒家思想更富于创造精神和生命活力。所

以，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道

德观、幸福观等，主要便是得益于民间广泛流传的包

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内的这些口授身传的民

间文艺作品，而在民间最为广泛流传的中国民间舞蹈

则更是成为老百姓喜怒哀乐、是非评判的主要载体之

一。换句话说，它以人体活动的角度折射出了整个民

族的心理流程，标示了这一流程发展的轨迹。

然而，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不同的是，中国的民

间舞蹈由于它自身的艺术特点和活动形式具有民俗

的特性——杂糅于婚丧喜庆的民间百事中，形式灵

活，随意性强，歌舞说唱并重而不拘一格，衣着装扮的

简陋和活动场所的流动性大，等等，不仅如此，由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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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原因，宗教迷信的色彩又常常杂糅其间，凡此种

种，都使得数千年来的文人学士对这种“雕虫小技”不

屑一顾，因而既上不了所谓的正史，就连野史杂记也

少有记载。这种状态的存在当然是历史累积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改

革开放带来的文化事业的繁荣，使我们有了为中国的

宝贵文化遗产——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立志”的天时

地利人和的条件。不仅如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

一种人类活动行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在今天，如

以往那样在民间中自由繁殖又迅速在民间扩散和传

播并深深地融入百姓的一切民俗百事中的情况，基本

上是被舞蹈的专业和非专业的创作所替代而中止

了。因此，通过立志的方式，详尽地整理和归纳出中国

民族民间舞蹈全部的生存、发展和活动情况，对于了

解一种文化形态与社会的关系，并在科学的总结上开

辟今天的舞蹈发展途径和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通道。

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本书分为综述、志略、文物史迹、人物传记、图表

几大部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卷出版，以实际调

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系统记述各省(直辖市、自治

区)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内容形式、风格流派、

衍变特色以及有关的节令风俗、信仰礼仪。各省(市、

自治区)的舞蹈收录不考虑相互之间的交叉和重叠问

题，以期资料的翔实和地方特色的保存。

：本书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编写而成，参加编写

工作的有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舞蹈工作者。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下，得到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文化厅、局的大力支持，作为承办单位，上海市文化局付

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学林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上也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一并谨致衷心的谢意。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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