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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前 言

t中国民族民甸舞蹈集成》是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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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诗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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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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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匝，它渗透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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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是渔村，还是山紊；是大漠，还是草原m··，可以说，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不会没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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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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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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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舞蹈题材丰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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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辉灿烂的民族民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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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影式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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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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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了大量搜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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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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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民闯舞蹈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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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完整地加以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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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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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集成本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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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民问舞蹈集成》总编辑部

lU

f≥



凡

一，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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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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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舞蹈，均忠实于本来面貌。力求完整地保存民族舞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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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民族民问舞蹈调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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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与县之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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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与图之闻首尾相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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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场记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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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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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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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入当地代表性曲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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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按当地民闻的习惯用语标记。

九．．音乐曲谱中所用的简谱符号、尽量采取国内通用符号。唯打击乐谱中增加阎击

符号^，击鼓边符号飞记法如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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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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族民间舞蹈综述

内蒙古自治区位子伟大祖国的北部。是我国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内蒙古地跨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区域。东部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毗邻，南部、西

南部与河北、山西、陕西接壤，西部与甘肃、宁夏相连，北部与蒙古国为邻，东北部与俄罗斯

联邦交界。

内蒙古早在新生代第四纪，就已经有了古人类生存繁衍的足迹。考古发现，这里有属

子旧石器时代的河套人、大窑文化及扎赉诺尔文化的遗存。进入新石器时代，又分别出现

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口一、二期文化。不仅说明了我国北方各民族

的祖先从古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劳作，也证实了内蒙古地区和祖国内地源远流长的历史

联系。

富饶美丽的内蒙古，是蒙、汉、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数十个民族共同生活

的地方。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起

团结友爱、水乳交融般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内蒙古的开发建设，祖国的繁荣昌盛，

谱写着新的篇章。

内蒙古民族民间舞蹈，在以地域为特征并由此著称于世的“草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

要的地位。历史上，它以纷繁的内容和形式，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感情上的抒发；现实

中，它又以其独特的艺术袭现力和审美功能，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以积淀深厚的艺术传统，

为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新舞蹈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着得天独厚的养料，起到了重要的

基石作用o
、

一、古代舞蹈

古往今来，地域广袤的内蒙古一直是我国诸多北方游牧民族生息劳作、纵横驰骋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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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从春秋战国起，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党项、敕勒、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漫长的

历史岁月中，凭依着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奠定了“草原文化p的基础。由这些古老的

民族所创造和积累而成的内蒙古舞蹈文化，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乃至血缘习俗

和信仰等许多方面的影响，故在舞蹈的审美属性、社会功能、内容形式以及风格特色等方

面，必然会存在着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彼此渗透交融的关系。虽说许多民族的舞蹈文化，

由于种种原因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使后人很难再见到这些古代舞蹈的风姿神韵。但

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不可能消亡殆尽，定然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散布在自治区

境内的阴山山脉，哲里木盟扎鲁特旗，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阿拉善盟阿右旗，乌

兰察布盟北部草原等地区的舞蹈岩画，为我们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据。在已知的岩

徊群中，阴山舞蹈岩画，不仅分布广、数量多，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堪称

内蒙古舞蹈岩画之首。

； 阴山山脉，横亘内蒙古中南部，东西绵延千里。这座雄伟峻峭的名山，不仅在地理上，

而且在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古代游牧民族，诸如北

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纥)、党项、蒙古等族都先后在这里活动过。阴山岩画便成了这

些民族在蔓草荒野中留下的、反映他们沧桑历史的遗迹。据考古学家研究鉴定，阴山岩画

早期始予一万年前，末期止于明清。作画民族除原始初民外，亦有后来的诸多北方游牧民

族。作画者除猎民、牧民外，大多出自胡巫、萨满和后来的喇嘛之手。(参见盖山林著《阴

山岩画》，文物出版社出版，下同)按其社会审美属性划分，阴山舞蹈岩画大略可分如下几

个部分。
'

狩猎舞 ．

，

狩猎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很长历史时期中的主要经济来源，故反映狩猎生活便成

了舞蹈的主要内容。“舞者和狩猎扫(图一)，左方有一执弓的猎人正在追捕一只奔跑着的

山羊，上方一只北山羊的两侧，有四个猎人正在两人一组的面对面起舞，其他猎人穿插

在北山羊和盘羊之间，各以不同的动作表达着即将捕到猎物时的兴奋情感o“集体狩猎舞Ⅳ

(图二)，左边有两个猎人，一人双手叉腰系尾饰，另一人妆扮成某种鸟兽的形象，正在翩翩

起舞；中间四人面向正前，裸体，尾饰，呈半圆形状，正在做连臂而舞，动作整齐，颇富韵律

感；上方有一位拉弓作满月形的舞者，动势夸张，只露出双腿；右上角二人似在作精彩的舞

蹈表演，其中一人双臂上举成环状，另一人双臂提起腿成弓步的造型；右边一人正在扬臂

而舞，整幅画面既富有构图的完整性，又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显然是猎人借用舞蹈的形

式，进行伪装行猎的演习o“舞者和鹿群”(图三)，画面上整齐地排列着六只糜鹿和盘羊、

山羊，左边有两个舞者双臂上举在对舞，其中一人系尾饰；右下方有一猎人正在作拉弓欲

射状。整幅画面生动地描述了原始人类以群体的形式进行围猎、行猎的目的，以及因成功

．的猎获而兴奋得手舞足蹈。另外，从众多反映狩猎生活的舞蹈岩画中不难看出，大多数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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