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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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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是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总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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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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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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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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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的翩翩身影。因此，被人羡称为“歌舞之乡”、“歌舞的海洋”的民族或地区，在我国

是相当普遍的。民族民间舞蹈之所以如此深入和广泛的流传于各民族生活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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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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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定，《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被列为

。六五”跨“七五”“八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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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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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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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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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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值，也将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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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介绍该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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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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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民族民闻舞蹈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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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舞蹈(包括中华苏

维埃和抗日时期的革命题材歌舞)。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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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舞蹈，均忠实于本来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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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民族民间舞蹈调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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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与县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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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简称为“统一图”)，不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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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全过程(包括表演者位置、走向、动

作、队形等)。场记说明中；左边为场记图，右边文字为该场记跳法的说明。场记图按舞蹈

展开顺序排列、编码。图与图之间首尾相接——前一图的终点即后一图的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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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第一小节至第四

V



小节。
。

八、本书舞蹈音乐根据介绍舞蹈节目和研究舞蹈音乐的需要，选入当地代表性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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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音乐曲谱中所用的简谱符号，尽量采取国内通用符号，唯打击乐谱中增加闷击
A 一

符号A，击鼓边符号一，记法如 x、x。其他特殊符号将在曲谱后加以注释。

十、本书纪年，公历用阿拉伯数码，如1930年10月生；张才(190l一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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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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民族民间舞蹈综述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部，南接吉林省，西邻内蒙古自治区，北、东隔黑龙江、乌苏里

江与俄罗斯相望。黑龙江古称黑水，因省内最大河流黑龙江而得名。

全省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交通发达，四季分明。地形复杂多样，北高东低。

有巍峨连绵的大、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和完达山脉。一望无际的松嫩平原，三江平

原、兴凯湖平原适于农耕和放牧。近代形成的镜伯湖、五大莲池火山群景观绮丽。气候冬

长夏短，冬季寒冷，夏季凉爽。盛产红松、东北虎、丹顶鹤、人参、鹿茸、猴头蘑等珍贵动植

物。农作物特产大豆、玉米、高梁。矿产以石油、煤炭、黄金著名。

省会哈尔滨是我国东北边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东南部的古城渤海

镇和阿什河流域的白城(阿城南)，曾是唐代渤海国都城和金太祖兴都之地。牡丹江沿岸的

宁古塔、黑龙江中游的瑷珲、嫩江畔的卜魁，是清代著名的北疆重镇。生活在这四十六万九

千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三千四百余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自十七世纪四

十年代起，各族人民不断奋起反抗沙俄哥萨克的入侵，七十年代筑黑龙江城(黑龙江左岸

旧瑷珲城)，清代第一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戍边瑷珲，抵御俄寇。在现代革命运动中，民族

英雄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一大批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同广大爱国军民一道，与侵华日

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1945年黑龙江省解放后，创立了北满革命根据地，积极支援全国解

放战争。丰富多采的黑龙江民族民间舞蹈，就是在这片风光壮丽别具北国特色的黑土地上

生成、流传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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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

早在二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原始人类——“哈尔滨人”劳动、生息、繁衍

的足迹。齐齐哈尔的昂昂溪和密山新开流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距今六千年前的黑龙江

原始部族，过着渔猎生活。 ．

有史以来，黑龙江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其居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地

固有的土著民族；另一部分是由中原等地移居来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考古资料和文献

记载说明，古代黑龙江地区分布着三大族系：西部大兴安岭一带的东胡族系；中部嫩江、松

花江地区的涉貊族系；东部及北部牡丹江、黑龙江流域的肃慎族系。这三大族系在历史的

演进中不断融合、发展，到清代已形成为满、朝鲜、蒙古、达斡尔、锡伯、鄂伦春、赫哲、鄂温’

克等诸多民族。其中东胡的后裔鲜卑、蒙古、契丹，肃慎的后裔女真、满族等，先后建立过北

魏、辽、金、元、清等或北方或全国的封建王朝。为我国多民族的发展和统一，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黑龙江各族自古以善歌舞著称。《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

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

公元前北部涉貊族活动于嫩江和松花江汇流地区。涉人崇尚祭祀，奉虎为神，并以歌

舞祭天。“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后汉

书·东夷列传》)居住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的鲜卑人，与乌桓同俗。《后汉书·乌桓鲜卑列

传》载：“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黑龙江中、南部地带的夫余

族“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并“以腊月祭天，大会连El，饮食歌舞，名日‘迎鼓’。”

(《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在跳这种群众性的大型“迎

鼓”舞时，还要进行“断刑狱，解囚徒”，可见祀神活动在当时夫余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肃慎族是先秦以前生活在黑龙江地区东部和北部的古老居民。《竹书纪年·五帝纪》：

“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方大国也，一名息慎。”北魏时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一带居住着乌

洛侯部落。有谷麦，好射猎。其俗绳发．皮服珠饰。“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魏

书·乌洛侯传》)南北期时东部的肃慎后裔勿吉兴起。常穴居，善射猎。头插虎豹尾，以皮

为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魏书·勿吉传》)隋唐之

际，勿吉被称为棘鞫。其人傈悍骁勇，精骑善战，常遣使向中原王朝贡献。隋开皇初年、南

迁的部分粟末棘鞫遣使到长安进献．隋文帝“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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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曲折多战斗之容。”(《隋书·棘羯传》)此记述不仅说明一千四百多年前鞣鞠人的舞蹈较

为普及，使者与随从皆可翩翩起舞，同时还描绘出棘鞠舞变化曲折，具有勇武、雄缝的精神

风貌。这从隋文帝观后惊谓：“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隋书·棘靼传》)

的言论中可见一斑。棘羯舞不但在隋唐时流传较广，在宋代亦颇有影响。北宋陈畅将编撰

的《乐书》献给宋徽宗时，曾将《棘鞠舞》作为名舞列载书中。秫韬族继承了其先民勿吉人的

舞蹈文化，《奉天通志》在引述秫羯舞后称：“此盖勿吉故俗也。”

唐代以粟末棘鞫为主体在黑龙江境内建立了区域性地方政权——渤海国。传十五世

历经二百二十九年的渤海国。曾两次迁都上京龙泉府(今宁安县渤海镇)。由于渤海国采取

对外开放政策，努力传播中原文化，并与当时的日本国频繁交往，被誉为“海东盛国”。公元

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渤海大兴三年)渤海使臣己蒙珍出访日本。在日廷“奏本国乐”

(《续日本纪》卷一三)，后被列为日本宫廷乐。公元777年(唐大历十二年，渤海宝历四年)

文王大钦茂曾将日皇759年(唐乾元二年，渤海大兴二十二年)“敕赐女乐”转贡唐廷，“献

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册府元龟》卷七九一)可见日本歌舞在唐代已传入中国。

渤海国时期。除宫廷乐舞外，民间舞蹈亦广泛传播。常于春节期1司表演的群众性歌舞

“踏锤”颇为流行。甚而在渤海亡后迁居柳河馆的遗民中，仍能保持渤海民族的传统歌舞风

俗。宋臣王曾出使契丹时，目睹了当时景况：“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善舞者数，

-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日‘踏锤’。”(《宋会要辑稿·蓄夷二》)

渤海亡于契丹，辽朝与北宋对峙。黑龙江境内的女真族歌舞广为流传。秫鞫后裔女真

族“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温辛苦。骑上下崖壁如飞。”(《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在

辽主每岁入秋山时“女真尝从，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职也。”(《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

三)辽代生女真经济生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讴歌求侣之习。《大金国志》载：“女年及笄，

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

归。’，

女真人“风俗好歌舞”。(《异域志》)有些贵游子弟为求佳偶，常“携尊驰马，戏饮，其地

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三朝北盟会

编》)女真人这种古朴的歌舞风习，不但在民间婚俗、喜庆时盛行，甚而“国主复来臣下之．
、

家，君臣宴乐，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大金国志》卷一O)《说

郛》引《虏廷事实》日：“女真风俗初甚淳质，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为贵。邻人酝酒欲熟，则烹

鲜击肥而邀主于其家，无贵贱老幼，团坐而饮。酒酣则宾主迭为歌舞以夸尚。”在女真人中

不仅部族成员能歌善舞，其首领亦擅长舞蹈，每在辽帝巡猎时贡礼献舞。辽天庆二年(1112

年)天祚帝春猎“幸混同江(按今松花江，一说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处)钓鱼，界外生女真酋

长在千里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

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辽史·天祚帝纪》)阿骨打并非不会舞蹈。只为辽主对女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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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残酷统治，压迫加剧，贪纵征索女真的名鹰海东青和北珠、人参、生金等名产，“后多强

取之，女真始怨”。(《松漠纪闻》)阿骨打因存叛辽之心，故敢于在头鱼宴上表现不驯。直面

辞舞。并险些因其“意气雄豪，顾视不常”(《辽史·天祚帝纪》)的辞舞事件而遭诛。

辽天庆五年(1115年)，在天祚帝面前辞舞的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金朝的建立

是黑龙江地区古代史上获得较大繁荣的时期之一。阿骨打建都会宁府(今阿城南白城)后

举兵南进。随军兵略地，女真人的民间歌舞流入关内。宋代江万里在《宣政杂录》中记述了

于京都街头击鼓表演的女真歌舞《臻蓬蓬歌》。‘‘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于朝。金民来居京

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其歌

日：‘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词本虏谶，故京师不

禁。”(载《说郛》卷二十六)这种涉猎时政的女真歌舞，能使京城人喜闻其声而效之，说明它

具有极强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

金建国后，积极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习汉俗、用汉语、奏汉音的风气，在贵族阶层和较

发达地区更为盛行。在金上京城址出土的古乐器“大晟南吕编钟”，是金灭北宋时流入黑龙

江的汉文化物证。伊春金山屯古墓中发掘的柱状八面体汉白玉‘‘乐舞浮雕石幢”(见图一)，

上刻八位乐舞优人，其中一人呈“蹲裆步”，两臂侧开手上翘，头微左扬，正翩翩起舞。余七

位乐工操箜篌、琵琶、笙、箫、鼓等汉族乐器。这些表演生动的乐舞雕像，是金代女真族乐舞

文化和汉文化交融的珍贵实物。在人类发展史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互渗，几乎是历史

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恩格斯曾说：“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

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金统治者对汉化风气日甚，使女真风俗日渐淡薄颇感忧虑。大定十三年(1173年)金

世宗谓宰臣日：“朕少时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

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欲一至会宁，使子孙

得见旧俗。”(《满洲源流考》)十二年后，世宗巡幸上京时，宴宗室，亲歌女真族曲，致“慨想

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歌，不能成声，歌毕泪下。”(《金史·世宗本纪》)宴间“宗室妇女起

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金史·乐志》)极欢乃罢。这些简略记述虽未言明所跳何舞，．

然从世宗“歌毕泪下”的情景看，自是一个感奋激昂的展示女真族传统民俗歌舞的动人场

面。世宗之所以必“欲一至会宁”，乃因黑龙江为金朝肇兴之地，素有“金源”、“内地”之称，

汉化较迟i致使女真文化传统得以保存之故。 ‘

明、清时期是黑龙江地区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战争等各种因素，

造成女真及北方民族南移、西迁，汉人大量北徙，使黑龙江地区出现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

流的新局面。民族民间舞蹈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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