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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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跨入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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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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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迷信的色彩有常常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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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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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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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市文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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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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边陲，东与陕西省

毗邻，北部和西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南部与甘肃

省接壤。全匠总面积为五万一千八百平方公里，人口
约五百六十二万，其中回族占全区人口的三分之一略

强(约百分之三十四)，是我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地区。

境内i六盘山雄踞南部，牧业发达，牛羊满坡；贺兰

山屹立西北部，削弱了西北高寒气流的侵袭，阻挡着

腾格里沙漠的流动；奔腾不息的黄河水由南向北纵贯

而过，灌溉着宁夏平原的万顷良田，素有“天下黄河

富宁夏”之说。唐代诗人韦蟾用“贺兰山下果园成，塞

北江南旧有名”这样的诗句，来描绘这片沃土得天独

厚的自然景象。

宁夏乐舞发展的历史轨迹

宁夏是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其文化源远

流长。1923年灵武水洞沟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三万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从同时出土的驼鸟蛋皮圆形装饰品中可看出，此时人

类已有了审美的萌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比比皆

是，根据不同的特征，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分布在

黄河平原一带以打制细小石器和陶器为特点的“细石

器文化”；另一种是南部山区以彩色陶器为特点的“马

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由此可见，约在五千年前，

宁夏已形成了南北两地各异的经济生活方式和不同的

原始文化系列。挖掘出土的陶器及骨簪、骨串珠和缀

有绿松石的装饰品，外形美观，造型和谐，图案绚丽，

说明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先民们的

3



贺兰山岩画中的六人连臂舞

4

戴着羊头起舞的岩画

工艺制作程度已日趋精细，审美意识日益提高。

宁夏古地，疆域辽阔。北部平原系西北地区最

为悠久的农耕之地，贺兰山、六盘山却是驻牧游猎

的天然场所，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先后有

西戎、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党项、蒙古

族、回族、汉族等二十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由

于地处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交界地带，地势险要，

史属“关中之屏障、河陇之噤喉”，自古便是兵家

必争之地。唐肃宗李亨曾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

登基称帝，西夏元昊曾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

立国建都，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

康熙等帝王都曾涉足宁夏，使宁夏以屯田戍边的军事

重镇而声名远扬。宁夏又是“丝绸之路”之要冲，

是东西各族文化交流碰撞的绳结之地，也是北方农耕

汉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交汇的衔接地带，随着各

民族的不断迁徙、流动，互通有无，结下了民族间

既相通又各具特色的文化渊源。宁夏的民族民间舞蹈

就是在这种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中产生发

展起来的。

迄今，在宁夏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舞蹈资料是

贺兰山岩画。贺兰山耸立宁夏西北部，是宁夏与内蒙

古的界山，南北绵亘二百五十公里，跨越石嘴山、惠

农、贺兰、中宁、中卫等七县。贺兰山峰峦叠翠，崖

险壁削，林草葱茏，自商周春秋战国至宋元的二千多

年，一直是北方各少数民族“居人畋猎樵牧之所”(《嘉

靖宁夏新志》卷一)。贺兰山岩画正是他们在不同历史

时期前仆后继共同完成的历史画卷。在多达万幅以上

的岩画中，有不少反映舞蹈的岩画。其形式多样，反

映内容丰富，有独自起舞的单人舞，默契配合的双人

舞，立于牛背抓牛尾手相牵的三人舞，弩弓满箭的四

人械斗舞，有戴着羊头(或牛头、鸟首)做伪饰的狩

猎舞，男女挽臂搭肩履巨人足迹渴望生育的生育舞，有



图腾祭祀的娱神舞和人兽同欢的集体舞，甚至还有在

奔驰的马上做倒立或攀于牛角做惊险表演的马术以及

叠罗汉、玩蛇的杂技等。其姿态各异，舞者多做“马步”，

双手五指伸张，双小臂或下扣、或屈肘上举、或双手

叉腰，动作稚拙，形态古朴，与《尚书》中“予击石

拊石，百兽率舞”、“顿足踏地，连臂歌舞”及《吕氏

春秋·古乐篇》中“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

足以歌八阕”的记载十分吻合。舞者大多拖有尾饰，大

部分冠以头饰，此乃原始舞蹈的主要特点。尤其不少

岩画中所表现的图腾信仰、太阳崇拜、生殖崇拜，都

反映出原始社会的特征。由此可推断，贺兰山岩画中

早期凿刻的舞蹈形态应属原始舞蹈。

奴隶社会开始出现了专业的巫人，他们掌管占卜

祭祀，以乐舞娱神。曾生活于此的羌、匈奴、突厥、鲜

卑、吐蕃等族均有“敬鬼神、祀日月星辰”，“重鬼右

巫”，“信巫觋”(《宁夏文物》1992年总第六期)之习

俗。在贺兰山岩画中就有不少反映敬天地礼鬼神的活

动场面，除了虔诚跪地的祈祷、顶礼膜拜的形象外，还

有多幅巫师作法起舞的场面和巫觋在法器或人面像旁

舞蹈的姿态，充分体现了黄河流域一带北方游牧民族

以乐舞祭鬼神的宗教习俗以及当时巫舞盛行的状况。

春秋之时，居住在宁夏南部的义渠戎与中原地区

的诸侯和居民已有了接触和交往，戎王向秦献财物和

怪兽，秦穆王“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

而悦之，终年不还”(《史记·秦本纪》)。诸多记载说

明中原文化已悄然进入宁夏领地。

汉代是俗乐文化发展的高潮，百戏、民间舞蹈遍

及各地。汉武帝曾派七十万内地人到宁夏，以充实防

御力量，同时垦荒屯田，发展经济。在此之前的宁夏

全境属秦，“秦攘匈奴，徙民充之”(《史记。秦本

纪》)，移民们不但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也带来了

先进的中原音乐和舞蹈。从盐池汉墓古城出土的微型

立于牛背操牛尾而舞

手执法器舞蹈的巫师

内



}霸j
绿轴扁壹上的“胡腾舞

编钟f因墓多次被盗．仅剩j=个J及浮畦在陶灶|j1_『侧的舞

人形象(女轻舒广袖，男蹲步向前1，到五十年代尚存的

“毛野人”、“狮子走绳索”、“柔术”等丧演．

汉代歌舞百戏的痕迹依稀可辨：

自西汉张骞通四域打开中西门户，F辟“丝绸之路”

以来，加强了边疆L_内地的联系，给中外各民族乐舞

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场所，宁夏同原县居“丝绸之路”的

4；段北道．系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

占当其冲，成为最早接受西域文化的区域之一 尤其

鲜卑族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北魏后，更注重加强了与

四域各国的联系，东西方之间的礼尚往来骤然增多，北

魂太武帝曾从西域带回疏勒(今新疆疏勒一带j．安围

(今中亚布哈拉)的伎乐。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

年)，波斯同给北魏贡狮子，路经高平(今宁夏同原县：

被农民起义军领袖万俟丑奴截获。并因此定年号为“神

兽”，从此，阎原人视狮子为神灵的化身、吉祥的神兽：

当《i师子舞》从西域传人内地．受到同原人格外青睐，

他们很快摒弃了以往耍老虎的传统．而以耍狮子替代，

并将《狮子舞》排列于社火队之首。如今，每逢春节．

即使是最贫穷的山村，也要尽其所能装扮一头狮子挨

家逐户拜年、驱邪．祈保一年平安，

随着东西疗经济文化r。顷繁交往，西域的胡舞在

卞夏亦有发现现固原博物馆．《有一充满波斯风格

的北魏绿釉小扁壶．壶身两面均有一位深目高鼻的西

域人在圃毯中扬手腾踏地跳《胡腾舞》．旁边还有六位

乐人吹拉弹唱地伴奏，1983年，在固原发现的北周住

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婆t{，，藏

有玻璃碗、金成指和鎏金银壶一：件外来品，金戒指七

镶有青金打．石l二雕有双手举花环的辫人，鎏金银壶

壶身I自男女六人组成的二组画面生动传种，造型各异，

很橡瞬问亮卡}；|．叉似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精彩片断．系

占波斯萨珊时期的]i艺制品．有极珍贵的f：艺价歧和



研究价值．是中国与西域在经济文化艺术方面友好交

往的有力佐证与此同时．墓穴中还发现绘有武士、侍

女、伎乐等形象的残存壁画．其中一乐伎双手持鼓槌

作击鼓状，另一乐伎腰系细腰鼓．左手击鼓漫舞．舞

肯寿宽袖长衫，或应是当时颇为盛行的汉旅乐舞一陪

葬的还有骑在马t：做鼓腮吹奏状的四个吹奏俑和数壤

不菲的胡俑、女侍俑、文官、武士俑等，似系浓缩了

的出行仪仗队：在彭阳县新集乡发现的另一座北魏墓

中，出土了一瑟、一竿、一大一小两面鼓．同时还有

大量的陶俑：其中有十个乐人俑引人注目．两个吹奏

俑双手托弯形角笛正在鼓腮吹奏，八个击鼓俑腰间置

鼓，双手执槌正在击打，估计是墓主家乐班模型。乐

俑从形象到服饰与该墓及李贤墓出土的胡俑相同，皆

鼻高目深．面带胡须，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以

E文物勾勒出北朝统治阶层眷养乐伎追求歌舞享受的

社会风气及西域舞、汉族舞、北方少数民族乐舞并存

共进的实况，这同舞史中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乐

舞(含西域乐舞)交流纷呈的繁荣景象很是相符。

丽晋十六国时，匈奴赫连勃勃建立夏围．宁夏大

部分地区隶属夏同。匈奴在今银川市建丽子院。据考，

银川海宝塔f叉称“北塔”)乃赫连勃勃重新葺建，匈

奴是个能歌善舞的马上民族，按其俗，在每年正月、五

月、秋季有三次大的集会，届时．族人欢聚一堂，载

歌载舞，祭天地种灵，庆人马昌盛。北魏天兴六年(403

年l太武帝拓跋焘“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

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魏书·乐志》)可

见大夏国内的乐舞艺人及雅乐已颇具规模：由于年代

久远，乐舞悉佚失，但其所使用的乐器．如胡笳、鼓

等，则沿用几代，直至明代在宁夏的诗人仍写有“怕

听胡笳韵悲咽”、“满地胡笳关晓月．一声羌笛塞云稠”

(《嘉靖宁夏新志》)等诗句：匈奴在宁夏盘踞时间绵

长，因此，匈奴乐舞文化在宁夏的民族文化中所占位

丧毒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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