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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民间舞蹈概况

傈僳族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贡、沪水、贡山、兰坪县和迪庆州的维西傈僳族自治

县为中心聚居地区，其余则分布在丽江、保山、德宏、临沧、大理、楚雄等地州，与汉族、彝

族、白族、纳西族、藏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阿昌族、德昂族、景颇族等民族交错杂居。由

于各地傈僳族居住环境、习俗、文化的不同，亦形成了本民族中以服饰色彩为标志的差异。

怒江州聚居区的傈僳族被称为“黑傈僳”、“白傈僳”，其服饰以黑或白色为基调；分散在保

山等地的傈僳族被称为“花傈僳”，其服饰以红、黄、蓝色为基调。

傈僳族远在公元八世纪以前便居住在雅砻江、金沙江一带，唐代被认为是当时“乌蛮”

的一个组成部分，属彝语部落的一支。唐·樊绰《云南志》里的“栗粟”和《新唐书·南蛮

传》中的“栗蛮”，就是指傈僳族的先民。十二世纪后，傈僳族受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元代)和

丽江土知府(明代)木氏土司的统治。在木土司与西藏农奴主的争夺战争中，因不堪木土司

的重压，傈僳族在头人木必扒的率领下，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大批的傈僳人渡澜

沧江，翻越碧罗雪山到达了怒江两岸。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二百多年间，傈僳族人民在

清王朝残酷的压迫和统治下，再次被迫进行了两次更大规模的迁徙：一部分沿澜沧江进入

德宏地区，再往南入临沧、耿马等地；另一部分沿金沙江两岸南迁进入楚雄、武定、元谋、禄

劝一带。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迁徙，一方面使傈僳族的居住区域从狭长的河谷地带扩大到

云南各地，形成了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I另一方面，受各地不同民

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傈僳族内部生产力水平的显著差异，尤其是

形成了内地和边远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

靠近内地的丽江、大理、保山等地区的傈僳族，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接近于当地汉族、白族；怒江地区由于地处高山峡谷，交通不便，与外界几近隔绝，因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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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滞留于原始的刀耕火种状态，采集和

狩猎仍是重要的生产活动。

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各地僳僳族在社会组织、婚姻制度、宗教习俗、物质和

精神文化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些特点也反映在舞蹈文化中。

在社会组织方面，一些地区的傈僳族内部还不同程度地保存着氏族组织名称和氏族

制度残余。他们把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集团称为“初俄”(eP“氏族”)，每个氏族皆把认

为与本氏族有关系的某种动物或植物做为本氏族的标志，进行图腾崇拜，并用来作为自己

氏族的称谓和代号。计有虎、熊、猴、蛇、鸟、蜂、鱼、荞、麻等十多种氏族的名称，这些以动植

物命名的氏族，同时也以该动植物作为图腾崇拜的象征。每逢节日，各个姓氏的家族、村落

就祭自己的图腾，活动中要进行歌舞。维西傈僳族每逢节日要跳“瓦器器”，就是用舞蹈讲

述一个有关氏族形成和图腾崇拜内容的古老传说。

一夫一妻制是傈僳族婚姻的主要形式，在父权制已建立和巩固的地方，傈僳族青年男

女的婚姻多由父母包办，聘礼很重，具有买卖婚姻的性质。同时，在大多保留着母权制残余

的地区，还盛行姑舅表优先婚，多由舅舅的儿子娶姑妈的女儿，只有舅舅家不娶，姑妈的女

儿才可另嫁人。由于傈僳族青年男女在婚前的社交十分自由，他们可以通过劳动、参加婚

礼、丧事、歌舞等活动，选择自己的意中人，但要双方结合，就须由父母同意才行。这样，自

由意愿与公开社交所建立的感情便常与买卖婚和包办婚形成矛盾，因而僳僳族青年中时

有逃婚现象发生。在傈僳族舞蹈中也有对这一现象的反映。如腾冲“三弦舞”中的《弯当啷

呀当啷弯》所唱跳的“蔡三姑娘跑掉了，窦三姑娘逃跑了，背着她爹跑掉了，背着她妈走掉

了”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写照。

在宗教信仰方面，内地的傈僳族大多崇拜祖先，怒江地区的傈僳族则相信万物有灵。

对信奉万物有灵的僳僳族来说，“鬼”和“神”的观念还未分化，而统称为“尼”。祭祀卜卦是

他们经常进行的活动。无论开荒、种地、盖房、狩猎、丧葬都要祭祀。在丧葬祭祀中还有用

歌舞祭祀亡人的习俗。因为，傈僳族人认为，人死了是去到另一个世界，有死的离别，和到

新的世界的双重意义。

傈僳村寨每当有人死后，全村人要停止劳动三天，大家要携带着米、酒和肉到死者家

致哀，其间要围棺跳舞以示对死者的哀悼，并以歌舞指引死者灵魂回祖先开发地。在兰坪

县傈僳族村寨中跳的围棺舞“诗德得”，就属这种丧葬祭祀舞。

傈僳族民间舞蹈除了与本民族的社会、婚姻、宗教等有难以割断的联系外，作为一个

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还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舞蹈在民间代代相传。这些舞蹈又各地有别。

怒江地区的舞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沪水为代表的“哇其”，另一种以福贡为代表的

“迁哦”。“哇其”为傈僳语，意即欢快地跳。有“期奔哇其”和“无伴奏哇其”之分。期奔哇其

以傈僳族传统的弹拨乐器“期奔”(三弦琵琶和四弦琵琶)伴奏起舞，有一人或几人自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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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的，也有弹期奔者站中间，众人围圈跳的。无伴奏哇其则是以踏地为节，男女老少围成一

大圈，一步一跺脚或一步一踏地，呼吼着跳。因此，无伴奏哇其显得粗犷和热烈，特别是当

参舞者成百上千时，其跺踏声呼吼声震天动地，气势壮观。通常人们所说的哇其指的就是

这种无伴奏哇其。

。迁哦”意为用脚轻轻擦地、整齐地跳。舞时，男弹期奔，女吹“笛哩吐”(四孔竹笛)，男

女各站一边排成行，作男进女退，女进男退，轻盈地踏步转身，整齐地用脚轻轻擦地，缓缓

地跳。在表现内容上，哇其和迁哦多反映傈僳族从狩猎、游牧阶段转变为农耕生产的过程

和情景，表现深山峡谷中特有的生活环境和动物情态。其中“生产舞”、“破板子舞’’、“淘金

舞”、“搓溜索舞’’、“洗麻舞”、‘‘烧栗炭舞”、“弩弓舞”、“鸡吃食”、“猴抓虱?、“猴子扳包谷”、

“小雀翻身”、“野鸡下蛋”、。麦叶舞”、“蕨苗茶”等都是常跳的套路。

维西傈僳族喜跳瓦器器和“阿尺木刮”。瓦器器共十八段，讲述：早时，天地间没有人

类，只有一只美丽的鸟。这只鸟用三年三月三天的时间孵蛋，孵出两个男孩来。两兄弟成

人后，告别母亲去寻求新的生活。家人分手之际难舍难离，走一步停一停，故舞蹈开始时舞

步是缓缓而起，前走一步退跺一脚。接下去是兄弟俩各奔前程，行进在荒野蔓草中，与飞禽

走兽打交道，故舞步较前稍快，并有模仿老鸹走路等动作。之后，老大顺江往上走，到了大

江源头处，开荒种地，与“鸟姑娘”婚配，生下的儿女又各自成家立业，形成鸟氏族村落。老

二沿江往下行，到了大江末尾处，与“鱼姑娘”结成夫妻，繁衍的后代形成鱼氏族村落。从

此，傈僳族后辈子孙代代相传，繁衍不息，形成许许多多的氏族。这时舞蹈的节奏更为加

快，形成全舞的高潮。瓦器器以期奔、菊律(六孔竹笛)、吉芝(--弦提琴)伴奏。男女老少围

圈齐跳。现只有维西能把十八段舞蹈完整地跳下来。

“阿尺木刮”意为。山羊的歌舞”。舞蹈时以歌模拟山羊的声音，以舞模拟山羊的形态，

反映了维西傈僳族长期从事于游牧与狩猎的生活特点。阿尺木刮有十余种不同的跳法。

丽江一带的傈僳族跳“葫芦笙舞”，又称“打跳”。打跳时伴以葫芦笙或笛子等乐器，多

为舞者并肩挽臂起舞。跳“瓜勒布”则是边甩手边跺地；‘‘子牙富”又叫。纺麻线”，舞蹈时是

二人相对边跳边对脚；“蛮跳”又叫“两步跳”，男的跳，女的则收脚。“亲棚跳”是举行婚嫁时

搭着棚子在棚下跳的，跳时要成双成对，以喻白头偕老之意。

保山和德宏地区的傈僳族，普遍喜欢跳“三弦舞”和“跳嘎”。三弦舞以小三弦为主要伴

奏乐器，曲调多短小、活泼、欢快、配有唱词，内容与傈僳族的日常生活和爱情生活关系密

切。其中《小姑娘呀来跳舞》、《我们打歌要伙伴》、《你我相处跳过舞》、《我们孤儿多可怜》是

经常跳的。动作风格有两种：龙陵为“蹉跺顺拐型”，腾冲为“跳踢摆动型”，后者较轻快、跳

跃；前者较稳健、顿挫。跳时，形式有多种，或围圈、或对跳、或穿花。

跳嘎是一种无伴奏的歌舞形式，由年长或有威望并善舞者充任嘎头，领唱领舞，众人

围圈牵手，随之相和“哟呀尼罗“相江多来相江多”或“哟哟呀例鹏四加多多四加尼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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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边舞，大多是脚上动作。跳嘎又因活动场合不同而分为“过年嘎”、“过节嘎”、。串亲访友

嘎”、。生日嘎”、。分家嘎”、“庆丰收嘎”、“新房落成嘎”等。跳时，舞蹈动作相同，唱词不同。

临沧傈僳族喜“跳歌”，有“直歌”和“花花歌”两种。直歌动作变化小，速度较慢，花花歌

动作变化大，热烈欢快，边跳边穿花。代表性节目有《岩子头上剥山驴》、《草根树根要挖

掉》、《摘桃子歌》、《摘蕨蕨歌》、《舂米头》、《扫地歌》、《山水进江》、《江边歌》。《江边歌》表现

傈僳族在江边对耍的场面，用“踏地擦脚”、“靠脚”和“送胯”等动作，较形象地模仿人们在

江边用双脚溅水扒沙的姿态。现临沧多个县均属高寒山区，已无水可溅，无水可戏。这些

舞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傈僳族生存环境的历史变迁。

大理一带的傈僳族多“打歌”。打歌时有坐唱山歌的，也有站跳的。山歌分两大类，一

类是“木刮布”，是告诫性的古歌；另一类是“哟义义”，即男女对唱的抒情调。这两类调子在

打歌场上，由一男一女或坐或蹲在场边，身体轻轻晃动着，手托腮部伴唱，所唱节奏与舞蹈

动作不完全协调一致。随意性很强。舞者则排成一字横排，以葫芦笙伴奏，同时众人随之

发出“噢噢”的吼叫，整体看似赶山奔跑。“赶街”、“迎亲”、“合脚”、“背荞舞”是常跳的套路。

楚雄傈僳族称跳舞为“咕扎”。跳咕扎时有两种队形；或围圈，吹奏乐器者站中间，舞者

逆时针方向跳转；或面对面站横排，吹奏者排在其中一排末尾，舞队横排移动。舞蹈多是

摹拟动物行为和生产、生活的。诸如“撵麂子一、“斑鸠吃水”、“哄娃娃lpl,,gg打窗封”等。

傈僳族舞蹈虽然各地不同，但舞蹈与酒连在一起，与年节连在一起却是各地相同的。

正所谓“无酒不舞”、“逢节必跳”。每逢过年节时，总要煮一锅“杵酒”(用玉米、高粱、大麦或

小米为原料酿制的低度食酒，味淡略回甜，爽口又解渴。)喝得微醉之后，男女老少翩然起

舞，这可说是傈僳族舞蹈所具有的两个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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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其

(一)概 述 ．

“哇其’’是傈僳语，意为“欢快地跳(舞)”。此舞普遍流传在怒江地区的傈僳族民间。

哇其有七十多个套路，其中有表现舞技的“一步跺”、。两步跺”、“三步跺”、“拍手跳”、

“翻身跳”、“踩翻跳”；模拟飞禽走兽的“乌鸦喝水”、“乌鸦找食”、“乌鸦走在树木上”、“母鸡

找食”、“豹子甩尾巴”、“马踢舞”等；反映生产劳动的“生产舞”、“破板子舞”、“簸簸箕舞”、

“洗麻舞”、“栽秧舞”、“撤养舞”、“栽漆树舞”；反映El常生活的“背娃娃摇摆”、“拣核桃”、

。赶早饭”；反映撵山狩猎的“打猴子”、“毒箭追食”；模似植物生长态势的“漆穗跳”、“麦叶

舞”、“荞叶”等；反映战争械斗的“打弩弓舞”、“盔甲舞”等等。反映的范围十分广泛。

在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节目是生产舞和破板子舞。生产舞以其普及面广、男女老少

皆喜参与，从而成为哇其中拥有舞者人数最多的集体自娱性舞蹈。它反映的是傈僳族刀耕

火种的原始生产劳动过程和以弓弩狩猎的情形。舞蹈把砍火山地、挖整山地、执棍剁地、点

种、撵雀、打猴子、赶老熊、收获、春碓等内容，形象地一一展现出来。

破板子舞傈僳语称作“塞角扒果皮克哦”，意为“有力气的人破板子’’。属男子自娱性集

体舞，不仅在怒江一带广为流传，也在保山一带的傈僳族村寨流传。舞蹈表现的是起屋盖

房时，从选树择材到砍伐树木、解剖圆木、劈砍成块的整个劳动过程。由于在僳僳族的生活

中，砍伐和解剖树木均由男子承担，加之该舞动作幅度大、力度强、节奏快，因此过去一直

只是青壮年男子跳。近年来，在有的村寨中也开始有女子参加跳此舞，以示自己与男子一

样强壮有力。该舞可在室外也可在新建好的房屋里跳。在屋内跳时，脚步的跺踏声越响，

动作力度越强、舞蹈气氛越烈，房主人就越高兴，因为这说明他的房子盖得结实，可以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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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安。

哇其与傈僳族劳动生产生活紧密联系，舞蹈形象生动，对称动作多，节奏鲜明，速度快

捷，跺抬有力，热烈粗犷。有形象丰富的上身和手的动作，变化快捷的脚步动作。跳时，无

任何乐器伴奏，也不用道具，舞者在跳的过程中同声齐呼“提、尼、撒、撤I”既是统一动作的

指令，又为热烈的舞蹈增添了高昂的气氛。哇其起舞时间长短灵活自便，除丧葬外，其它场

合均可起舞，参舞人数和场地均无限制，因而极易普及，是傈僳族男女老幼皆喜参予的集

体自娱性舞蹈。

造型

(二)造型、服饰、道具

男舞者 女舞者

服饰(均参见“造型图”)

1．男舞者头戴黑布包头，上身内穿细麻布对襟衣，外套自制的粗麻布无扣长衫；下

穿宽边大裆黑(或蓝)色长裤，多打赤脚。

2．女舞者头戴饰须黑布包头，上穿右衽绣花布扣上衣，下穿宽边黑色筒裤，系饰边

围腰。耳佩由珊瑚、贝壳等琢成的耳环、耳坠。腰、胸、颈佩挂由大小贝壳串联成的挂珠，穿

黑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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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 作 说 明

基本动作

1．踏跺步
．

第一拍左脚向左前跨出用力踏地屈膝为重一t,-，同时右腿屈膝勾脚快速前吸，上身随

之稍后仰，双臂屈肘上甩(见图一)。

图 一 图 二 图 三

第二拍右脚在左前用力跺地，同时左腿屈膝后抬，双臂屈肘用力甩至身两侧，上身

顺势前俯(见图--)。

2．踏踢颠刨步

第一拍左脚向左前迈步踏地，同时右腿微屈前踢，双手经前甩至头两侧，上身随之

稍后仰(见图三)。

第二拍保持第一拍姿态，左脚原地颠跳一下。

第三～四拍右脚向后撤一步，左脚经稍前抬快速以前掌擦地后踢随即提吸，同时双

手向下甩至身后，上身随之稍前俯，右脚顺势颠跳一下(见图四)。

图 四 图 五

3．单跳刨吸步

第一拍左脚向左轻跳一步，同时右脚稍前踢，双手向前下方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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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拍左脚原地颠跳一下，同时右脚由前擦地后踢随即提吸，上身稍前俯，双手甩

向后下方。

4．双跳刨吸步

第一拍双腿并拢稍屈膝向左前跳一步，落地时上身稍仰，顺势向左前送胯，双臂屈

肘甩向前上方，目视前上方。 ·

第二拍双脚向右后跳一步，右脚落地，同时左脚前脚掌向后擦地“刨”起，双手甩向

后下方，上身稍前俯(见图五)。

5．跺踏吸步

第一拍右脚上一步用力跺地，同时左腿屈膝后抬，双手由上向下甩，上身顺势前俯，

目视下方。

第二拍左脚在后踏地，同时右腿向上提吸，双手甩向后下方(或前上方)，上身微前

俯。

6．踏吸

做法左脚向左横移一步踏下，腿顺势稍屈膝；右腿随之稍前吸。一拍完成。

7．跺抬

做法右脚向前迈一步跺地顺势屈膝为重心，同时左小腿后抬45度。一拍完成。

8．踏踢

做法左脚向后踏地顺势稍屈膝，同时右腿稍前踢。一拍完成。

9．颠擦

做法左腿膝微屈伸颠颤一下，同时右脚前脚掌由前向后经擦地刨回成小吸腿。一拍

完成。

10．蹲拍

做法左腿屈膝下蹲，同时右腿屈膝前伸用脚掌拍地一下。一拍完成。

11．颠抬

做法左膝微屈伸颠颤一下，同时右腿提膝前抬。一拍完成。

套路动作

1．一步跺

第一～二拍做“双跳刨吸步”。

第三～十八拍做“踏踢颠刨步”四遍(第七拍时喊“提!”；第十一拍时喊“尼!”；第十

五拍和第十七拍时喊“撤!”)。

第十九～二十拍做“踏跺步”，动作幅度稍小。

第二十一～二十二拍做“单跳刨吸步”。

第二十三～二十六拍做第十九至二十二拍的对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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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二十八拍做“单跳刨吸步”。

第二十九～三十拍做“单跳刨吸步”的对称动作。

2．二步跺

第一～十八拍 同“一步跺”的第一至十八拍。

第十九～二十二拍做“踏跺步”两遍，动作幅度稍小。

第二十三～二十四拍做“单跳刨吸步”。

第二十五～三十拍做第十九至二十四拍的对称动作。

第三十一～三十二拍做“单跳刨吸步”。

第三十三～三十四拍做“单跳刨吸步”的对称动作。

3．三步跺

第一～十八拍 同“一步跺”的第一至十八拍。

第十九～二十四拍做“踏跺步”三遍。

第二十五～二十六拍做“单跳刨吸步”。

第二十七～三十四拍做第十九至二十六拍的对称动作。

第三十五～三十六拍做“单跳刨吸步”。

第三十七～三十八拍做“单跳刨吸步”的对称动作。

4．拍手跳

第一～十八拍 同“一步跺”的第一至十八拍。

第十九～二十拍做“双跳刨吸步”。

第二十一～二十二拍做“踏踢颠刨步”。

第二十三～二十六拍反复第十九至二十二拍的动作。

第二十七～二十八拍做“双跳刨吸步”。(表演时跳回原位后，舞者互相撒开手)。

第二十九拍左脚向前迈一步重踏地，右脚随之跟上小腿后抬，同时双手甩至头两侧

(掌心相对)，上身稍仰，目视前方。

第三十拍左脚原地轻跳一下，同时右腿提膝前抬，以左脚为轴左转半圈，双手由上

往下呈“x”形路线击掌挥至两肋后方，目视击掌点。

第三十一拍右脚后退一大步踏地，同时左脚提膝前抬，双手自然甩向后下方与舞伴

手相扣，目视对方，上身稍前俯。

第三十二拍右脚向后轻跳半步，双脚并拢落地，顺势稍屈膝，双臂屈肘后甩，耸肩，

上身稍前俯。

第三十三～四十四拍(面向4点)反复第二十一至三十二拍的动作。

5．翻身舞

第一～二拍左脚迈向左前做“单跳刨吸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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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拍做第一至二拍的对称动作。

第五拍左脚向前上半步踏地，右转四分之一圈，右腿顺势提膝前抬，同时双臂屈肘

上举，上身稍后仰，目视上方。

第六拍右脚向前迈步跺地，同时左小腿后抬，双手甩向前下方，上身随之稍前俯。

第七拍左脚向后一步踏地，上身左转四分之一圈，同时右腿提膝小腿回勾稍前吸，

双手自然甩动。

第八～十拍做第五至七拍的对称动作。

第十一～十三拍反复第五至七拍的动作；第七拍右小腿回勾后随即前撩，双手向上

甩动，上身顺势稍仰，目视上方。

第十四～十五拍 同第六至七拍。

第十六～二十拍做第十一至十五拍的对称动作。

第二十一～二十三拍同第五至七拍。

第二十四～二十五拍做“跺踏吸步”。

第二十六～二十七拍 同第六至七拍。

第二十八～三十四拍做第二十一至二十七拍的对称动作。

第三十五～四十拍同第五至十拍。

6．生产舞

(1)砍火山地

第一拍脚做“踏吸”顺势左转四分之一圈，同时双臂屈肘半握拳抱于胸前(见图六)。

图 六 图 七

第二拍脚做“跺抬”，上身稍前俯，双手由拳变掌，右手至左肩前掌心向下往右前下

方挥动，右手自右胸前向左后下方挥动(见图七)。

第三拍 脚做“踏踢”，上身立起，同时双手半握拳抱于胸前。

第四拍脚做“颠擦”右转四分之一圈，双手自然甩动，目视前方。

第五～八拍做第一至四拍的对称动作。

第九～十一拍同第一至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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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十四拍同第二至四拍。

第十五～二十拍做第九至十四拍的对称动作。

第二十一～二十三拍同第一至三拍。

第二十四～二十七拍做第二至三拍的动作两遍。

第二十八拍同第四拍。 j‘。

第二十九～三十六拍做第二十一至二十八拍的对称动作。

第三十七～四十四拍同第一至八拍。

(2)挖地

第一拍脚做“踏吸”左转四分之一圈，同时双手右手高左手低半握拳上举，(似举锄

状)，上身稍后仰，日视双手。

第二拍脚做“跺抬”，同时双拳向前甩落至膝上方，再迅速向腹前屈肘收回(似挖地

状)，上身稍前俯，目视左手。

第三拍脚做“踏抬”，上身立起，同时双手握拳抱于胸前，目视前方。

第四拍脚做“颠擦”右转四分之一圈，双手自然甩动，目视前方。

第五～八拍做第一至四拍的对称动作。

第九～四十四拍脚动作同“砍火山地”的第九至四十四拍，反复做第一至八拍手的

动作。

(3)种包谷

第一拍 同“砍火山地”的第一拍。

第二拍脚做“跺抬”，同时右臂屈肘半握拳举至右上方，再迅速

用力捣下(似持棍剥地状)，左臂屈肘半握拳摆向左侧，上身前俯，目视

前下方。

第三拍左脚踏地，右腿提膝小腿外摆，右手握拳向右上方挥动

(似拔棍状)，左手“剑指”插向左前(似点种)，上身稍左倾，目视左手

(见图八)。

第四拍脚做“颠擦”右转四分之一圈，双手自然甩动，目视前方。

第五～八拍做第一至四拍的对称动作。

图 八

第九～四十四拍脚动作同“砍火山地”的第九至四十四拍，反复做第一至八拍手的

动作。

(4)薅地锄草

第一～二拍同“挖地”的第一至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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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拍脚做“踏踢”，双手掌心相对于胸前做团草状(见图九)。

第四拍脚做“颠擦”，双臂自前上方分开甩落于身两侧双拳放开似甩草状(见图十)。

图 九 图 十

第五～八拍做第一至四拍的对称动作。

第九～四十四拍脚动作同“砍火山地”的第九至四十四拍，反复做第一至八拍手的

动作。

(5)打水

第一拍脚做“踏吸”，左臂屈肘掌心向上抱于身左侧、指尖指向左肋(似抱筒状)，右

臂屈肘掌心向下自胸前向右平划(似荡水伏)。

第二拍脚做“踏踢”，左臂保持原姿态，右臂前伸手于腹前掌心由向下翻成向上(似

舀水状)，上身前俯，目视右手(见图十一)。

第三拍脚做“踏踢”，右手在左臂圈中掌心由向上翻成向下(似倒水状)，上身顺势直

起。

第四拍双脚做“颠擦”，双手自然甩动，目视前方。

第五～八拍同第一至四拍。 ．

第九～四十四拍脚动作同“砍火山地”的第九至四十四拍，反复做第一至八拍手的

动作。

(6)背水舞

第一拍脚做“踏吸”，双臂屈肘上举拳至两耳上方(似套背绳于额前)，同时身体转向

左前(见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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