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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击午{}
剐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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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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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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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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曲谱中所用的筒谱符号，尽量采取国内通用符号。唯打击乐谱中增加闷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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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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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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族民间舞蹈综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北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东北部与蒙

古国、俄罗斯为邻，东南部与甘肃、青海接壤，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相邻，西部与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及阿富汗、克什米尔地区相接，南部与西藏自治区相连。

横亘中部的天山山脉，雄峙北缘的阿尔泰山脉和耸踞南边的昆仑山脉为新疆的三大

山系。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形成了准噶尔盆地，泛称北疆；昆仑山与天山之间形成了塔里

木盆地，泛称南疆。

因为地处亚洲腹地，远离海洋，新疆属典型的内陆性气候，干燥少雨。但天山山脉、阿

尔泰山脉、昆仑山脉中的座座雪峰都容聚着丰富的冰川水源。三大山系的冰雪融化后形成

了塔里木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等条条河流，一些河流还潴集为湖泊，著名的有博斯腾

湖、艾比湖、罗布泊等。

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中海拔较高的山间谷地，有着片片水草肥美的草原；条条河流

及湖泊沿岸和水资源丰富的山麓台地，形成了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洲。草原和绿洲是人类

生息繁衍的乐园。两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得新疆同时存在着草原游牧型和绿

洲农耕型这样两种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河水不及的盆地深处，就是广袤的沙漠和戈壁。

据考古资料，距今约一万年至七千年前新疆就有人类活动。古代在天山以北活动的有

塞人、月氏人、匈奴人、乌孙人等，在天山以南活动的有羌人、楼兰人、车师人、焉耆人、龟兹

人、疏勒人、于阗人、粟特人等。后来，又有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黠戛斯人、回鹘人、吐蕃

人、蒙古人等活跃于天山南北。经历了迁徙、融合、分化等历史进程，到近现代新疆生活着

十三个主要民族：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

族、乌孜别克族、满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

新疆古称西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西汉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置治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并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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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垦”政策。东汉时期两置西域都护，设治于它乾城(今新疆库车、新和境内)。唐代先后

在西域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着自阿尔泰山以西至咸海所有游牧部族和

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起银山、西至阿姆河的城邦诸国。

公元840年，由内蒙古鄂尔浑河流域西迁而来的回鹘诸部中的一部分以高昌(今吐鲁

番)、北庭(今吉木萨尔)和龟兹(今库车)为中心建立了西州回鹘汗国，另一部分联合葛罗

禄等突厥部族在葱岭东西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公元十三世纪初，新疆成为蒙古汗国的统治

地区。分属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至清康熙十七年(公元

1678年)，察合台汗的后裔以叶’尔羌(今莎车)为中心建立了叶尔羌汗国。十八世纪中叶，

清朝统一了新疆，在伊犁设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的军政。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新疆改

设行省。民国时期，新疆曾为军阀割据和国民党统治。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地处欧亚古代陆上交通要冲，扼“丝绸之路”枢纽地段，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文化

交流、融合、荟萃之地，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几大宗教也都先后在这

里传播。这些地理、历史、宗教的原因使得新疆的文化具有着综合性的特点，而各民族的文

化又因为各自地理生态环境、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生产方式、民俗风情的不同而各不相

同。新疆各民族的舞蹈文化，更以其浓郁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独领风骚。 ：

新疆各民族的先民们早有喜好乐舞的习尚。分布在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的古老岩

画中，留下了远古舞蹈艺术的片影。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在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塔城

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都有岩画发现。岩画多反映放牧、狩猎、格斗、征战、祭祀、娱乐、

交媾、舞蹈等。除了牛、羊、马、驼等动物图象之外，人物形象在新疆各地的岩画中占有相当

重的比例。他们的双手或平举、或下垂、或上举、或握拳、或弯曲，他们的两脚都作叉开、略

屈或半蹲，还可见到扭动腰肢，头饰双叉短角或羽毛，手挥牛尾或身后带尾饰者，姿态舒展

活泼，具有动感。除单人、双人之外，还有四五人肩并肩、手拉手，踏着整齐的步伐，做着一

致的动作，表现了当时牧民们舞蹈的情景。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座落在康家石门子的一幅东

西长约14米，上下高9米，画面面积达120多平方米的大型岩画，其中人物总数达二三百

人。居画面最上方的是一列(九人)巨大的裸体女性舞蹈像。她们头戴高帽，帽上饰翎羽两

支斜向左右，面颊修长，大眼高鼻，十分秀美。其右臂平举，右肘上曲，五指伸张。左臂平伸，

左肘下垂，手指同样张开，小腿微弯曲，作动人的舞蹈姿势。人头部位使用了浅浮雕的手

， 法，凿技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间有两组高约20厘米的小人，上排三十四人，下排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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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整齐划一地作上身前倾、躬腰曲腿的舞蹈动作。下方又有一组三十一个动作整齐的

舞蹈小人和一群男性舞蹈者的形象。另有一女舞者的左臂平伸，左手上举，右手叉腰，整个

形象栩栩如生。多数学者认为这幅岩画既表现了新疆古代居民所信仰的原始巫术崇拜和

生殖崇拜，也是原始社会的大型舞蹈画面。

《穆天子传》中记载着周穆王西游，在“玄池”边举行盛大歌舞表演并在瑶池会见西王

母举行乐舞会的传说。这些记载和传说与新疆各地的岩画互为映证，向我们显示出远古时

代西域已有了发展水平相当高的乐舞艺术并与中原有着交流。

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成书于晋代的《西京杂记》载：汉

高祖宠姬威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出宫后谈到宫中娱乐活动；“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阒

乐。”可见于阗乐于西汉时已传到长安宫中。东汉时期，西域的乐舞和生活习俗对中原的影

响进一步扩大。由此，《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公元168～189年)好胡服、胡帐、胡座、

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一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域各绿洲城邦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取得重大的进

步，乐舞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同时，由于佛教在西域的迅速传播，开凿洞窟、造像

绘画蔚然成风。残存至今的克孜尔、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伯孜克里克等洞窟

壁画中都有着许多生动的乐舞图象。图中的舞者头上多有花蔓、珠冠等绚丽的装饰，臂戴

臂钏、身披彩帛或挂璎络。姿态立、跪、蹲、坐各异。双腿或叉开成大、小八字，或交叉半踮，

或一直一曲；双手或垂或举，或叉腰或抚胸，或高扬或屈肘。有手掌向上者，也有翻掌向下

或向两侧者；手指可相触造型，也可鼓掌、手指击节，或手执莲花、华盖、缯彩、璎络、布帛、

花绳、花盘、宝镜等各种道具。全身皆裸、半裸者相当多，衣冠华丽者也可见到。一个个飞

天潇洒飘逸，一位位侍者庄重虔诚，一组组舞女妖娆妩媚，表情生动，神态万千。其组合有

单人、双人、多人不等，腰肢扭曲、躯体呈三道弯曲线造型特征鲜明。急速旋转和腾跳动作

显示出当时的舞蹈已经具有了高难的技巧。这些图象虽然以佛传故事和对佛的礼赞和供

养为内容，但其乐舞形象必然大多摄取自当时的世俗社会，更多地反映着当地的风貌(见

图一、二、三、四)。 。

本世纪初，在库车县城东北昭怙厘佛寺(俗称苏巴什)遗址出土了一具舍利盒，盒盖上

绘有四名演奏着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筚篥等乐器的迦陵频伽，盒周外壁绘着一队乐舞图。

乐舞图以手持幡幢的女舞者和身后斜插舞旄的男舞者为先导，向后依次为：六个手牵手的

舞蹈者，随之是一位舞棍的独舞者，紧接着是一组乐队，最后又是一持棍的独舞者，并有三

位儿童围绕其身。八个舞蹈者均头戴英俊武士、威武将军、鹰头、浑脱尖帽人物、老者、猴子

等假面具，身着甲胄般的彩色舞服。舞者的双腿有的做旁吸腿状，有的做端腿状，也有的似

在旋转。他们生动的表情和矫健的舞姿为龟兹古国乐舞艺术的繁荣发达提供了极好的佐

证(见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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