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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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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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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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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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集成是集申了全国的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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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的心血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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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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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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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个舞蹈节日(或片断)的表演全过程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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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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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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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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各少数民族舞蹈歌曲未附原文唱词。曲谱下方所附为汉语唱词大意，不一

定可以填入曲调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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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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族民间舞蹈综述

山东省因地处太行山以东而得名。西周时武王封伯禽于曲阜建立鲁国；封姜尚于营丘

(今临淄区)建立齐国，故史称齐鲁，简称为鲁。它南连苏、皖，北与冀接壤，西和豫交界，东

部半鸟直插黄海和渤海之间，五岳之首的泰山屹立在鲁中山区；被称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

河横穿东西，古老的运河纵贯南北。鲁西、鲁北为平原，胶东半岛为丘陵，鲁中、鲁南则山区

和丘陵兼而有之，习称三大块。

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齐鲁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民间舞蹈是齐鲁文化中的重要一翼。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新中

国成立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经过民间艺人和专业

舞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山东民间舞蹈更以其独有的魅力饮誉国内外。

一、山东民间舞蹈的历史渊源

山东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沂源县骑子鞍山“沂源猿人”的发现，

证明山东早在四五十万年前的新生代更新世中期就已经有猿人活动，它和“北京猿人’’一

样，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山东又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故乡，从两地遗址出土的大

量文物可以证实，约在四千五百年前远古居民已经在这里建立了居民点，同时创造了我国



现行文字的远祖——陶文①，并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制造出各种造型精美、纹饰华丽的陶

器，尤以器壁漆黑光亮、薄如蛋壳的黑陶，为世人所称奇，故又称“黑陶文化”。

与“黑陶文化”处在同一个发展时期，山东居住着一支繁盛庞大的部落群体——东夷，

先祖是传说中的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氏，《春秋传》：“此少昊生于穷桑(今曲阜市)”，《左传·

昭公十七年》：“少吴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其后裔散居在山东的南部和东部地

区，《山东省通志·疆域志》记有：“介(今胶州市)东夷国’’“莱(今黄县)姜姓、东夷国”遂

(今宁阳县北)，虞舜之后”。除东夷外，还有传说中的黄帝、炎帝、颛顼等部族的后裔，散居

在山东的西部和西南一带，据《山东省通志·疆域志》记载，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山东大

小传国封地就有五十八个之多，其中“滕(今滕州市)，黄帝第十子”焦，炎帝之裔“颇(今

范县)，颛项之裔”。由于东夷部族和中原诸夏部族长期群居，东夷文化和中原文化相染互

融，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齐鲁文化体系。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山东或郡或道或分属

若干州，一直处在从属分裂状态。直至金代，“山东”第一次作为行政区名出现，明、清两代

沿袭。

山东从原始人群，历经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这四个

不同性质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历代祖先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文

化来自黄河流域，来自包括大汶口文化在内的众多自成体系的史前文化和封建文化，因而

灿烂的齐鲁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根基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这个极为丰富的文化宝库

中，乐舞艺术又先于其他艺术，它的产生、发展、流传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不同历史时期

的乐舞文化烙有不同时代的印记，同一时代的乐舞文化，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心态、生活习

俗、地理环境的不同，也都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因此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不同历史时期文

化的积淀，其积层久远且深厚，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长河，从远古流淌至今。

《乐记·乐言篇》中说：“土敝(音：必)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反之水深土肥才

能根深叶茂、繁花似锦。山东自古就有“礼乐之邦”之称，乐舞文化极为发达，这是因为它有

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培养它的肥沃的土壤。据古书记载，流传在山东境内最早的一部古代

乐舞是传说中黄帝时期的“清角”，《韩非子·十过》记有：“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

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培，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

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清角中出现的鬼神和奇鸟怪兽，无疑是黄帝一统天下

后，称臣于他的各部落的酋长，他们身着各自图腾标记的服饰，跳起各自的图腾舞蹈，声势

之大可以“惊天地、动鬼神”。这种以神鬼禽兽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拟兽舞蹈，与《尚书·舜

①据1992年12月29日，山东大学与山东省文物局联合向新闻界发布消息说：1991年山东大学实习考古队在

邹平县丁公村发现一件龙山文化刻字陶片。陶Ji上文字五行十一个。笔画流畅，排列规则，刻写有一定章法。国内二十

多位考古专家鉴定后确认，其绝对年代约在四千二百年左右，比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商代甲骨文还早八百年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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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所说的“百兽率舞”，应是同宗同类。发展到汉代，从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仍可看到

这种人兽共舞的图像，乃至今天，各种拟兽舞蹈在山东仍盛行不衰。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礼崩乐坏”，政权败落，国家处在“五霸七雄”的分裂状态，这时

齐、鲁两个大国在东方曾称雄一时，乐舞文化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文庙丁祭谱》：“当春

秋之际，鲁犹备六代乐，先圣自卫返鲁与师挚共相考订以传诸及门弟。"《春秋左传》：鲁襄

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札观周乐，“见舞象镝、南篱者。’’证实六代乐舞在鲁国不但

用于祭祀，还用来招待外宾，作为教育内容传授给子弟。从汉高帝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礼祀

孔开始，历代皇帝来鲁均以六代乐舞祭孔，或酹酒林墓或谒庙堂，史不绝书，直至清末民

初，山东各州府县建立孔庙，普遍以文舞和武舞的形式祭奠。除六代乐舞外，当时在民间乡

饮时还流传一种叫“白鹭”的舞蹈，《诗经·有秘》记有：“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于胥乐兮。”鲁地为少吴的后裔，所流传的鸟类舞蹈，无疑与鸟图腾有关。从史料记载看，齐

国的乐舞在当时好像比鲁国更为兴盛，“夷狄之乐”虽被孔子的弟子子夏视为“齐音骜辞骄

志”而不用，但在齐国却具有代表性并十分流行。《史记·孔子世家》曾记述齐景公与鲁定

公会盟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市)，会上齐国先奏“四方之乐”，莱夷三百人，手执旌旄戟剑等

兵器，“鼓噪而入”，被孔子斥之为“夷狄之乐”而止。又奏“宫中之乐”，倡优二十余人，异服

涂面，装男扮女，边歌边舞。另据1971年临淄郎家庄出土文物中有一组东周舞俑，舞人为

女性，有的舒臂扬袖，旋腰扭躯，有的翩翩欲飞，鼓掌雀跃，姿态优美，神色动人，极富东方

女性的内在之美。这与《墨子·非乐》中所记述的“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

褐，不可食糠糟。日：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赢不足观也。是

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两相印证，说明当时齐国的宫廷乐舞和民间乐舞，巴发展到一个

较高的水平。

“商羊舞”、“雩舞”、“傩舞”是山东古代的三大祭祀专用舞蹈，历史久远，流传普遍，《家

语·辩证》记有：“天将大雨，商羊起舞”；《论语·先进》记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风乎舞雩，谅而归。”《论语·乡党》记有：“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史料所述是三

种舞蹈的历史见证。至今，“商羊舞”虽然不用来求雨，但作为民俗舞蹈仍在鄄城的杏花岗

流传；“雩舞”虽已失传，但曲阜旧城南的舞雩台遗址还在。“傩舞”直到清代民间还有流传，

不过不是蒙熊皮的方相氏，而已演化为戴鬼面的面具舞，如《乐陵县志》(乾隆二十七年)

记：“儿童击锣鼓，饰鬼面，有傩戏，逐疫之遗也”。《寿光县志》(嘉庆四年)记：“⋯⋯或子弟

戴鬼面舞彩棒相戏于庭，盖古傩之遗意。”而今流传在各地的“大头娃娃”、“晃大人”和广饶

县的“罗汉秧歌”，即是“傩”的演化和延续。

西汉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与外域交流日趋频繁，文化艺术迅速发展，

在周代乐舞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扬精进，使乐舞百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像

《汉书·西域传》所说那样：“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作巴俞都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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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丰富多采的汉代乐舞文化，在齐鲁大地也留下了

丰厚的文物史料。其中以汉画像石数量最多，包罗的乐舞图像也最丰富，几乎在每一幅盛

大的燕饮图中，都有乐舞百戏的表演场面，或小型精彩的乐舞演出(图1、2)。百戏图中有

长袖凌空、袅娜多姿的“巾舞”和“长袖舞”(图3--．,5)；洒脱飘逸、妙趣横生的“踏鼓舞”和

“踏盘舞”(图6、7)；浑厚矫健、古朴凝重的“建鼓舞”(图8)；引“龙”、逗“虎“豹”、耍“熊”、

玩“鱼”、戏“大雀”(图9～14)，是百戏中常见的假形舞蹈。另有擒拿格斗的“勇士舞”(图

15)，人兽相戏，兽与兽斗的“角抵舞”，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人兽混杂，人兽共舞，好像原始

社会的“百兽率舞”(图16、17)。另外在微山县和古亢父城两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均有西

域舞人的图像，有的高鼻深目，手持钩镶(图18)，有的高鼻深目，裸体梳髻，都具有明显的

西域人的特征。证明早在汉代，西域的乐舞文化已经传入山东境内。山东汉画像石中的乐

舞文化，表现了山东人民伟大的气魄和创造智慧，它是汉代乐舞文化盛况的缩影，是人民

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

唐代是我国古代乐舞发展的又一高峰，山东乐舞同样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齐

鲁大地上留下了有关这一时期舞蹈活动的众多史迹，其中比较著名的如龙虎塔伎乐石雕。

龙虎塔位于济南市东南约三十余公里处的柳埠村自虎山下，与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隋建

单层石塔—二四门塔东西相望。此地原名金舆谷，东晋时有高僧竺僧朗在此筑精舍授徒，

时人即称之为朗公谷。以后历代佛子在此修寺造塔，成为齐鲁佛教的一大圣地。流传至今，

也是罕见的比较集中地保存唐代乐舞文物的一处遗址。

龙虎塔塔身建于唐，呈方形，四面均辟有火焰形券门，门之上部雕有龙、虎、菩萨及力

士、飞天、伎乐，雕饰精致华美，充分体现了唐代艺术风格。尤其是在石砌三层须弥座塔基

的中层，刻有八帧乐舞浮雕，计乐人六、舞伎二，均作坐姿。舞态袅娜，雍容娴雅(图19)，当

属唐代宫廷乐舞坐部乐的写照。可惜经千余年的风雨剥蚀，细部已模糊难辨。

龙虎塔的附近有一片历代僧人的墓塔林。其中有一座人称“小唐塔”的唐代墓塔，形制

与龙虎塔相仿，亦呈方形，石砌双层须弥座塔基，上为石板筑成的塔身，华丽精致，但体积

比龙虎塔小得多。可贵的是塔基塔身布满雕饰，特别是塔基部分，四周均雕有伎人的形象，

既有弄丸、舞盘、倒立、角抵等技艺，也有击鼓、抚琴、吹笛、对舞(图20)等乐舞，仿佛是一

场盛大的唐代散乐演出正在进行。如果说龙虎塔上的乐舞浮雕展现了唐代宫廷乐舞的神

彩，小唐塔的这部分伎乐场面则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百戏的风貌，较之前者它更多一点民间

色彩，也更多一份健壮豪爽的阳刚之气。在这两塔之间，尚有一处唐代的佛殿台基遗址，殿

已不存，但台基基本完好。台基四周镶满石刻图像，其中大部已经风化剥蚀，就现存的图像

看，多宗教内容，也有不少乐舞形象。舞蹈中既有中原风韵的宫廷乐舞，也有异域情调的外

来节目(图21、22)。这一组石雕不仅栩栩如生的描绘出了唐代乐舞的繁盛面貌，而且造型

优美灵动，刀法精湛流畅，堪称唐代石雕中的佳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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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章丘县出土的《长白山新会院碑》(后周显德三年立)碑文中窥测后唐时期的一点乐

舞活动情况，碑文说：五代时期，章丘县境内有一座和娘庙，每年庙会时，数以万计的群众

从淄、齐、德、棣等地来这里进香朝拜，庙会呈现出“阗(音：填)咽(音：业)如市，喧腾若雷”

的盛况，以及“俳优击掌以扬桴，曲尽诙谐之体”的民间舞队表演的真实场景。

“舞队”是宋代民间舞蹈的总称，在它所包括的舞蹈节目中，有很多种与现在山东流传

的舞蹈相同，有的是表演形式，或人物设置，或服饰道具或动态姿势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如舞队中的“踏跷”、“划旱船”、“跑竹马”等，则是山东常见的舞蹈形式。山东诸秧歌中的

“拉花”、“和尚”、“渔翁”、“傻小子”等角色均可在宋代“村田乐”中找到。流传在山东夏津县

的“架鼓”，不仅鼓型与宋代的“讶鼓”一样，其挎法也完全一致。说明宋代的许多民间舞蹈

流传到今天，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但基本元素和主要特征仍有保留。

明、清两代是山东民间舞蹈发展的兴盛期，尽管民间乐舞被各地官府视为“耗财荒业，

濮上桑间，弊不胜言”而遭严禁，但却屡禁不止。特别是秧歌自明代中期在农村得到了广泛

的发展，成书于明代洪熙一年(1425年)的海阳县《赵氏家谱》中记有：“欣逢五世同堂⋯⋯

乐部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唱于庭。”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撰写的《夏津县志》则

记有：“窃喜时和民乐业，秧歌方起又纭歌。”等颂扬太平盛世的诗句。如果说明代是秧歌的

形成期，而清代则是秧歌发展的鼎盛期。不少地区民间舞队的泛称为秧歌所代替，如《登州

府志》(清雍正七年)：“上元⋯⋯子弟陈百戏演杂剧，鸣答鼓谓之秧歌。”《莱阳县志》(康熙

十七年)：。上元⋯⋯亦多竹马、秧歌诸戏。”秧歌虽是舞队的延续，但它所包罗的内容更多，

活动范围更广，如《临清县志》(民国二十三年)记载：“⋯⋯元宵节，临郡所有不下百余起，

仅述数种以资考证，如《彩船》⋯⋯《高跷》⋯⋯《竹马》始于汉，《羯鼓》始于唐，《渔家乐》始

于六朝，其来源尤古。其余《龙舞》、《狮舞》、《花鼓》、《秧歌》等名目繁多不胜指数，每值庙会

则游行于衢，更番献技，亦临清之特殊情形也。”临清县是这样，全省百多个县城亦如此，大

县百余起，小县几十起，足见当时民间舞蹈发展之盛。

二、山东民间舞蹈的概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块土肥水美的东夷之地，勤劳智慧的先祖为我们创造了极为

丰富的乐舞文化，这些不同题材、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数以百计的民间舞蹈，是我们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财富。“世代沿袭谓之风，群居相染谓之俗”，山东自春秋的“夷狄之

乐”，经汉代“百戏”、唐代“乐舞”、宋代“舞队”至明、清的“秧歌”，历经数十个朝代的洗涤和

冲刷，保留下来的大部分为民间传统舞蹈的精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

经济的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民间舞也随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大批专业舞蹈工作者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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