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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前 言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是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第一都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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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有恒舞子宫酣歌予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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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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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从专业舞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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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民间舞蹈的翩翩身影。因此，被入羡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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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Z如此深入和广泛的流传于各民族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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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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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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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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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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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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还要记下每个舞蹈的流传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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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一体的地步，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历史现象。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面貌，这类舞蹈

的艺术部分在本书中也将尽可能完整地加以记录。因此，这部集成不仅具有艺术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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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也将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历史文献。 ．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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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介绍该民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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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集成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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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K

“

誓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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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iil．《中国民族民问舞蹈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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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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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舞蹈，均忠实于本来面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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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民族民同舞蹈调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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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与县之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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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傲详细说明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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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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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金过程(包括表演者位置，走向．

动作、队形等)·场记说明中：左边为场记圈，右边文字为该场记跳法的说明。场记圈按舞

蹈展开顺序排列、编码。图与图之问首尾相接——前一图的终点即后一圈的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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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即第一小节至第

”四小节o

V



八、本书舞蹈音乐根据介绍舞蹈节日和研究舞蹈音乐的需要，选入当地代表性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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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九、音乐曲谱中所用的筒谱符号，尽量采取国内通用符号。唯打击乐谱中增加闷击

符号Aj击鼓边符号^，记法如盆、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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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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民族民间舞蹈概论

‘

河北民间舞蹈的社会土壤
’ ‘

河北省因地处黄河下游以北而得名。又因是古九州之一的冀州，故简称冀。东临渤

海，西倚太行，北越燕山之阴，南达漳河之畔。四周与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辽宁省及内

蒙古自治区为邻。是以汉族为主体(占全省总人口的98．4缪)的北方省份。

河北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遍布于全省的许多古代遗址

表明，河北原始社会曾经历过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阶段。是炎、黄部

落的形成之地。传说中的尧、舜、禹都曾以冀州为活动中心。《汉书》载：“冀州尧所都”o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之人也"。《汉书》说：“禹治水自冀州始”。《礼记·乐记》载：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春秋时期，河北境内诸侯国，多达十余

个。经过不断的兼并，到了战国时期，北部属燕，南部归赵，中部还有鲜虞中山国。三国曹

操为魏王时；东晋六十国的后赵、冉魏、前燕、后燕；南北朝的东魏、北齐；与北宋对峙的辽、

金；统一了全国的元、明、清；都曾在河北境内建都。 ·

河北是我国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早期的人类遗址，遍布河北各地。“北京猿人”的

发现，说明河北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的磁山遗存表明，早在7300多年以前，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已经知道种植、贮存、加工谷物和饲养家畜、家禽。仰韶文化有彩色纹

陶。从商代遗址看，那时人们不仅已居住在地上房屋之中，而且掌握了纺织、漆器、釉陶，

磨玉、冶金、炼铜等复杂工艺。金，玉、铜制品，已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特别是铁刃锯

钺①的出土，更说明商代河北地区已能运用陨铁制造铜铁复合工具。 ，．，

战国以来，河北大地名人辈出：大思想家苟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者董仲

舒；“毛诗学”的开创者毛亨；《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街之；大诗人卢照邻、高适；元代书画家

o：商代武器，藁城县台西村，1972年出土· ：·
。



赵孟烦；元杂剧奠基者关汉卿，白朴；小说家曹雪芹等，都为御建和丰富封建时代的中华文

明，做出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贡献。故燕赵不仅“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更是人文荟萃

之地，艺术繁荣之乡。． z

¨-(二)河北民间舞蹈的概况

悠久的历史，丰饶的社会土壤，培育了绚丽多姿的河北民间乐舞文化。名目繁多的民

间舞蹈遍布于全省各地。凡有人群的地方，便有民间舞蹈生息繁衍的土壤。从河北的民

间舞蹈都可以追朔到清代这一史实来看，清代是河北民间舞蹈发展的高峰时期之一。民

国以后，河北大地，烽烟频起，农村破产，民间舞蹈活动日趋消沉。尽管如此，到解放前，河

北尚有各类型民间舞蹈近200种。此后，随着社会的变革，民间舞蹈祭祀功能逐步消亡，

。使部分完全依赖祭祀而存活的舞种，或转化为群众自娱性舞蹈，或随祭祀而消亡。在新中

国建立初期，每逢元宵佳节，河北大地，仍是一派遍地笙歌处处舞的欢乐景象。近三十年

来，虽然几经兴衰，但1982年调查，全省仍有170余种舞蹈为人所熟知。1984年复查，虽

然有70余种仅存名目，但尚有近百种(不包括北京、天津的资料)还能表演或有人传授。由

此可见，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的民间舞蹈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河北民间舞蹈不仅品种多，分布面广，而且个性鲜明，这是历史的创造。因为河北除

， 汉、唐、元、明、清以及历史很短的晋，隋之外，大多处于割据和分裂状态。因此造成河北各

地区间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审美情趣的差异。从而使河北民间舞蹈的品种，风格因地而

异，这一点古人已有发现。故河北的许多县志都把参加民俗和宗教祭祀活动的各类型民‘

间艺术，泛称之谓“杂剧”。究其立意，命名“杂剧”的主旨在“杂”，而不在“剧”o只要我们

对河北民间舞蹈的历史状况略加分析，便可知道，河北民间舞蹈确有极其鲜明的“杂”的特

点。“杂”构成了河北民间舞蹈的多属性，有以人体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传统歌舞；有具有杂

技属性的“高跷”、“中幡”，“节节高”；有以工艺美见长的“抬阁”、“抬花(皇)杠，，’“抬花

桌”、“抬皇箱”、“小车，，’“花船”以及各种灯类；有杂技、工艺两种属性兼而有之的“狮子”、

“龙灯"；有具有音乐属性的击鼓和击钹；还有属于武术范畴的“五虎棍”、“摔跤’，’“武社火"

等等。它们虽然审美属性不一，各有侧重，但长期以来，人们以“举手投足，皆可谓舞”的传

统舞蹈观念为依据，以宗教和民俗活动为依托，将不同属性的民间艺术和技溶为一体，构

成一个广义的河北民间舞蹈群体。

， “杂”构成河北民间舞蹈的多样性。千百年来，虽然被封建统治者屡加禁止，压抑、摧

残，但却顽强的生息、繁衍于长城内外，山海之间，成为广大农民表达自己心理愿望和满足．

文fl：生活需求的主要艺术形式。曾使“元君大惊"(《列子·说符》)的“高跷’气源于汉代百戏

2



l l I 亥么。一黝■踢黪-

的“龙舞”(《西京赋》、幺平乐观赋》)；由北魏寺庙“行象”时的“辟邪狮子’’(《洛阳伽蓝记》)演

变而成的“狮子舞”；都在河北省极为普遍，而且是技艺性较强的舞种。“狮子”在祭祀中，

地位仅次子“幢幡”。大凡没有“幢幡”的地方，“狮子”都是祭祀舞队之首。这很像是北魏

的行象遗俗。在审美时，则以技艺取胜，“登高’，’j‘走桩”、‘‘踩球”“高空翻滚”都是“狮舞”的

必备之技。在河北，数以百计的“狮子会”中，若论技巧高超，当推徐水县碑里村“狮子会"。

．50年代加工后出国比赛获得成功，逐步进入各地专业歌舞杂技团体。60年代后，一度曾

有“无狮不碑里”的说法。
．

二

“龙”在河北人民心目中，是司雨之神、民族的图腾，为历代帝王用作权势的化身，它主

宰着人类命运，形成我中华民族精神和力量的象征。因此，人们对龙是畏惧中怀有崇敬和

深沉的爱。作为艺术形象的“龙舞"，虽然摆脱了上述某些心理束缚，但仍然是一种社会心

理的外在显现。并进一步派生出世俗的人情味，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艺术素质较好的民间

舞种。尤其是易县的“摆字龙舞”，除舞动龙身，显示力的美之外，还能用龙体摆成字形，向

观者祝愿吉祥，使人感到更加亲切。 一，

‘

全省数以千计的“高跷”队列原来都是祭祀舞队。而且沿袭古代赛社的习俗，在庙祭

之时，两队相遇，总要争奇斗胜，分个上下。如果今年败了，冬季定要苦练，等待来年庙会再

比高低。因此，属于审美的技艺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有时，以互相嬉戏给人以美感；有

时又以惊险动作给人以刺激。在保定、廊坊．．沧州一带流行的“武高跷”，技艺性之强，为全

省之冠。举凡地上能做的技艺性动作，“高跷”表演者均力争实现。雄县有·首“高跷歌”，

歌中唱道：“五经四书无意瞧，一心秧歌场里把艺学；各样的秧歌学了个遍，好容易脚上才

绑上高跷。”这首高跷歌生动的唱出了当地“高跷”技艺难度之大，为其它民间舞蹈所不及。

晚清以后，冀东高跷受“地秧歌”演戏的影响，也运用高跷技艺表演《拾玉镯》、《铁弓缘》《张

生戏莺莺》等戏曲节目，为“高跷”从技艺型向艺术型发展开拓了道路。 ：

属于劳动再现性的“旱船’乞“小车■“拉碌碡”等，早在宋辽时代即已出现。千百年来

一直是河北各地普遍存在的舞种。它们的审美功能也在发展，但很缓慢。只能做到或加

点情节以引人注目(如“曲周花车"，“武安旱船”)i或在嬉逗上做文章以博观者之笑；有的

从技艺着手，如将“早船"演变为具有幻术色彩的“炮打五只船"。但是，毕竟他们自身的局

限性较大，加以业余活动，使审美发挥的容量不大，实质上大多是作为一种心理寄托，出现

在民俗和宗教活动的舞队中。但因它简便易学，观者对之并不苛求，可高可低，从而能延

续下来，至今仍是元宵节活动中非常普及的舞种。而流传于玉田县于椿庄的“转转悠”，是

以1日式大车，上置平板为舞台，舞台中间竖一木杆，杆上再横架一杆，悬6付秋千，以6名

少年儿童分扮白蛇、青蛇、许仙，法海、鹿童、鹤童等人物，在秋千上做表演j：这种艺术形式

表面看来似乎不过是“抬阁’，’“背哥”之类舞蹈的扩大。但如果拿它与宋代的“山车"比较，

=者都是“车上置小舞台，车子边前进边表演的艺术形式o“转转悠”的发现，似可做为研究

、 3



“山率"的实物。流传于衡水县的“五鬼闹判”，虽然已具有情节，但鬼是“恶"的化身，钟馗

捉鬼的立意依旧，当是宋代“舞判"、“跳钟馗”的延续。
。

值得一说的是“讶鼓’0它是中国舞蹈史上声名显赫的舞种之一。通常被认为是北宋

中叶，由王韶创造的一种军中自娱性歌舞艺术。明代关于“讶鼓”的记载很多，说明当时

“讶鼓”之盛行。朱有敦有“舞讶鼓欢声恰似雷”的说法。《雍熙乐府》中写着：‘‘一壁厢蹰着

高跷，一边厢踏着讶鼓”。《词林摘艳》中又有“社火将讶鼓敲，游人把灯乱挑”的词句。还有

．． 《散套》中的“一边厢敲着讶鼓，一壁厢舞着白旗”。这诸多记述，都强调“一边(壁)厢"、

“踏”、“舞”、“敲”的情景。唯有《朱子语类》中说：“如舞讶鼓，其间男子、妇女、僧道、杂色，

然无不有，，o‘把“讶鼓”说成是一种有多种角色的舞队，此论与王韶创歌舞式的讶鼓论点

吻合。但至目前止，从其它史料和现实生活中尚得不到印证。而那几种“一壁厢”的描绘，

却可以从河北的历史文物和现实生活中找到实例。 80年代初，在清理位于磁县的东魏、

’北齐古墓群(史传为曹操72疑冢)时，从茹茹邻和公主墓中，发现了成批的武士俑。其中

有男性击鼓俑若干，鼓的形制和持法(见图一)，都和现在流传在磁县民间的“讶鼓”(见图

=)相同。磁县兴仁街讶鼓队，虽然动作简单，但表演起来，步伐整齐，鼓声隆隆，小马锣不

时抛向空中，表现的甚为红火，很有些“舞讶鼓欢声恰似雷”的意境。而后湾漳村的讶鼓

．队，则属另一类型。它常与另一古老舞种“彩帷”(俗称“跑帷子”)相伴而舞。其情景真可谓

、 “一边厢敲着讶鼓，一壁厢舞着彩帷"。这确切地说明它实际上已经把伴奏的成份溶入“彩

帷”之中。用它来与一壁厢敲着、踏着、舞着相对照，倒也贴切。“讶鼓’准独立表演时，凭

借它那传统的72套鼓点，可以描绘自然景色，亦可以抒发人的情怀，确实能充分发挥审美
，，

价值。～。
_一 。’1 。_? _·：：。 。

^’

’

最令人注目的是河北不仅有众多的民间舞蹈，而且有古老的民间舞剧。这就是流行

予河北廊坊地区的《大头和尚戏柳翠》。它是一个主题鲜明，故事完整，场次清楚，情节细

致，并有众多人物的完整的民间舞剧。以大头和尚与柳翠的爱情波澜为题材，其结构形式

‘有明显的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痕迹。‘‘
?“

_
。

⋯‘关于“大头和尚0自宋到清有许多文字记载。。这些记载又可以从《北京走会图》和河

北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大头和尚逗柳翠》中得到佐证。但“逗柳翠”是以大头和尚与柳翠两

‘个角色的扭、逗为特腻’并无具体情节，与这个舞剧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亦有根本的差异。

而元、明杂剧和小说里见到的以柳翠与和尚为题材的作品，则大都以柳翠为佛界中的人或

妖，沦落凡尘，经高僧点化，而重归佛界为主旨，与舞剧的主题完全不同≯ 一

“

’唯早在元朝即已流传于河北、山西等省的赛戏(亦称“赛”或“赛赛”)中有《戏柳

翠》二折，写的是柳翠主动挑逗和尚，与之私含的故事(见武承仁《中国古典戏曲的活化石

“赛’，》)。而《永清县志》又称《大头和尚戏柳翠》是‘凑”的剧目。=者对照，主题相似，翩名

亦同，加以“赛”原是面具戏，唯在上演《戏柳翠》时，却舍面具而戴特大头套，这就与《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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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和尚戏柳翠》舞剧更加相似。至于=者有无源流关联?究竟孰前孰后?它与元人杂剧到
’

底是什么关系等问题，目前我们尚无资料可供研讨。但河北民间舞蹈中确有舞剧，而且甚

为古老，《大头和尚戏柳翠》就是一个例证。”

j’ “杂”反映了河北民间舞蹈的艺术个性因地而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河北各地都有古

，， 代遗传，而在封闭性的封建社会条件下，不可改变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形成

j． 钧审美情趣。地区与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乃至村与村之间，不仅不同属性的艺术形式

各有其独特的风貌，即便是相同属性的各个舞种，也各有各的风采。封建社会特有的“百

． 里不同俗”，在河北民间舞蹈方面的反映甚为敏感，塞北的“社火”、“架子鼓”等，以古代军

队的摆阵为队形称谓，显然是边塞驻军之所遣。沧州的“落子”、“花狸虎”以及众多舞种中

男性角色的舞姿动作，几乎都有鲜明的武术色彩，是千余年来沧州民多习武，武林高手辈

出之影响。又如兴隆县的“蹦醚会”，虽然动作简单，甚至有点“原始”，但它那多变的队形

．， 和别致的步法，又为其他舞种所不具。欢快、幽默、多情、乐观的“地秧歌”，是号称河北“鱼

米之乡"的昌(黎)、滦(州)，乐(亭)地区人民性格的艺术再现。刚健、俏丽、应变力强的“地

平跷”，展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风貌。深远、内向、苍凉的“拉花"，是地处晋、冀

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井陉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心理情态的历史写照。

”． 冀南尚鼓，反映了古代冀南尚巫崇佛好祭祀的风气。冀南尚巫早在《史记》中即有记载，清’

． 嘉庆四年(17∞年)的《涉县县志》有“民病多不服药，延请师婆跳神”之说。如今，冀南农

村盛行的“跑花”，便是一种以跳舞祀神，为人治病为目的的巫舞。鼓在古代曾是沟通人神
”

的媒介，这是冀南鼓类舞蹈盛行的根源。早期的“讶鼓”，以后的“挎鼓”、“八面鼓”，近期 ．

的“背灯挎鼓“，当代的“招子鼓”、“排鼓”、“掸子鼓”、“斗鼓’lo ai．o o都是冀南人民心态的生动

展现。在夏短冬长的塞北高原，入冬，人们无所事事，具有故事情节的歌舞艺术便应运而

生。19世纪中期由“社火”演变而成的众多“秧歌”小戏；成长于三、四十年代，兴盛予五，

六十年代的“二人台”，都具有鲜明的边塞特色，是塞上人民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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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人创造的。但在人类处于幼稚阶

段时，却把自身创造的一切，归功于神灵的恩赐。于是宗教与艺术便具有深广的联系。《尚

书·舜典》中所说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中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

足以歌八阕”，就是狩猎前后和农作物种植、收获前后，对神灵的一种祈求和酬谢仪式。可

见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以歌舞祀神，并同时娱乐自己。河北既经历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

段，舞蹈自应顺着这一规律而产生、延续和发展。遗憾的是，有关河北民间舞蹈的历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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