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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时空一网打尽；    无论是否承认
，每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
眩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
重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又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
人类文明，致力于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
麻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
、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
践，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
世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我国始自20世纪80年代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对中华文化遗
产所进行的保护行动。
由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文化艺术界的坚守与躬行，全民族的积极参与，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文
化遗产保护的领导体制，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规划，采取了包括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
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学术保护、产业保护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
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了对文化遗产杰出传承
人的命名，建立了国家遗产日制度，公布了一批国家文化遗产目录，申报成功了数十个世界遗产项目
，加速了文化遗产立法的步伐。
    由此所引发的文化盛事不可胜数，但见孔子学院大大方方走向世界。
满足了各国人民揭示“中国奇迹”的语言需求；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文化讲古深受欢迎，对华人
社会的历史传统“充电”及增强文化认同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传统节日的恢复如雨后春笋
，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整理国故正在拓展其广度与挖掘其深度，使儒学的第四次重振雄风
渐成可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与利用，多元一体的精神家园多姿多彩；与世界各
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中华文明日益显现出“和谐万邦”的魅力。
    这一切，昭示了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前景：一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新已经悄然开始，一个以大
繁荣、大发展为标志的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兴起，一场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正式开启。
    越过高山，跨过险滩，蓦然回首积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慨叹先人的惊人智慧、伟大创造、博
大胸怀。
    保护遗产，反思历史，我们终于发现它们并非是前进的障碍、发展的负担，反而是精神的支撑、知
识的宝藏，更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不竭资源与永久动力。
    展望未来，拥抱世界，我们确信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与世界互相理解的唯一
桥梁。
我们与它相伴始终。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历时两年创意出版了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
其目的是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承我们民族艺术创造的结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粹。
对于这项工作，中国文联极为重视，不仅给予资金支持，而且孙家正主席、胡振民副主席亲任编委会
主任具体指导；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关心具体表现在为其特批立项，并保障出版书号；中国文联出版
社将之确定为精品工程，力求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李舒东、宋建民、奚耀华、朱辉军、
王利明等领导及张海君主任等堪称鞠躬尽瘁，编辑和作者们不计名利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更是令我感动
。
    庚胜不才，却参与和见证了世纪之交启动中华文明复兴及其遗产保护的全部过程，还非常荣幸地担
任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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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非我的能力与地位所及，却是我不可推辞的使命。
    我所期待的是：通过这套丛书，中国的国粹艺术能为广大读者所认识、珍爱、传承，中国的文化遗
产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保护、利用，中国的精神财富能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赏、共享。
    如果因为这套丛书的问世而使国人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立、自强，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如
果由于这套丛书的存在使世界了解中国更加客观、全面、理性、准确、人文，我将感到非常愉悦。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这个时空不排斥古老，它秉持“推陈出新”。
    这个时空不拒绝外来文明，亦主张“中为洋用”。
    要么，御新时空如神骏；要么，被新时空所异化、吞没。
    是为序。
    2007年12月30日    (作者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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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从地域分布出发，选取人口较多的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四个
民族为主要对象，兼收傣、彝、佤等其他少数民族，通过对各民族历史概况、舞蹈特征及其文化根源
、舞蹈分类、舞蹈的主要表演形式以及作品赏析等方面的简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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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藏族民间舞蹈蕴藏丰富，可谓包罗万象，种类繁多。
不同的形式和跳法能够产生各异的功能：有的宣扬教义，有的使人们在尽情歌舞中抒发情感，有的让
人们精神得到满足与寄托。
    首先，从地域分布来看。
藏族生活的区域非常广泛。
而各地因受自然环境、人文习俗等影响，其舞蹈在共同特点的基础上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
从这一层面，藏族舞蹈可以分为：    西藏藏族舞蹈    西藏自治区是藏族的主要居住地。
其舞蹈主要有藏族人民自娱的“谐”、“卓”、“果谐”。
以及偏重于表演性质的“堆谐”、“热巴”、“囊玛”等。
    青海藏族舞蹈    青海也是我国藏族主要聚居区之一，分布在玉树、果洛、黄南、海南、海北州和海
西及海东八县。
代表性的舞蹈有“卓”、“依”、“热巴”、“则柔”、“羌姆”等。
    甘肃藏族舞蹈    甘肃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及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和张掖地区肃
南祜固族自治县，另外在陇南地区的武都、文县、宕县、岷县等地部分区乡也有分布。
他们大都信仰藏传佛教。
甘肃藏族舞蹈归纳起来有两大类：民间传统舞蹈和寺院舞蹈，主要有“卓”、“多地”、“则柔”、
“羌姆”四种。
除此之外，在甘肃部分藏族地区还流传有反映战斗生活的“摆阵”“玛谐舞”，以及带有原始祭祀风
貌的“老黑黑”、“猴子舞”、“尕巴舞”等。
    四川藏族舞蹈    四川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
族自治县和盐源、冕宁两县以及雅安地区的宝兴、石棉和绵阳市平武等县的部分区乡。
四川藏族主要的舞蹈种类有“卓”、“谐”、“雅卓”、“热巴”和宗教舞蹈“羌姆”。
除上述主要舞蹈形式外，在四川部分藏族地区还流传有反映狩猎的舞蹈，譬如黑水县的“沙尔普吉”
是带原始祭祀风貌的舞蹈，石棉县的“跳狼”是祭祀性的面具舞，以及平武县白马藏族的“达纳斯界
”，金山县的“十三战神”等等。
    云南藏族舞蹈    云南藏族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德钦、维西等县，此外在丽江、洱源
、贡山、宁蒗、大理等市县也有分布。
云南藏区的主要舞蹈种类有“卓”、“旋子”、“热巴”、“羌姆”等，其总体风格、动律、特征与
甘肃、青海、四川、西藏同类舞蹈相似。
    其次，从舞蹈功能来看，藏族民间舞蹈大致可分为自娱性舞蹈和表演性舞蹈两大类。
    自娱性舞蹈，顾名思义就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跳的舞蹈。
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这类舞蹈的目的不是为了表演，而是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和相互交际的手段；
其次，在舞蹈形式上有广泛的群众性，如场地不限，舞蹈简便易学等；再次，舞蹈者之间有密切的交
流，如手拉手、面对面，在频频交换位置和往返循环等欢舞中，人们得以广泛接触，交流感情。
    表演性舞蹈，是指专门为观众欣赏而表演的节目。
这种舞蹈除了在某种场合由舞蹈家即兴表演之外，一般都有主题思想、情节和人物(角色)，通过扮演
者的表演感染观众。
它的主要特征：首先是通过角色表达创作者的意图；其次是舞蹈由编导编排而成，受音乐长度所限，
舞者不能随意发挥；最后是它受舞台或表演场地空间的限制，但也可以充分利用舞台的各种条件，如
灯光、舞美等，来帮助表达作品的内容。
    藏族广场自娱性舞蹈主要包括“谐”、“卓”、“果谐”等，表演性舞蹈主要包括“堆谐”、“热
巴”、“囊玛”等。
从流传的区域看，“果谐”、“堆谐”、“朗玛谐”等主要流传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分布在金沙江流
域广大地区的歌舞形式主要有“谐”、“卓”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各类舞蹈正逐渐流行扩大至西藏全区及外省藏族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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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从舞蹈风格来看，藏族各地民间歌舞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过群众的创作和濡染，在总的整
体风格之下又各具独特的风格和韵味，有的豪迈粗犷，有的柔美开朗，如“谐”的细腻精湛、“果谐
”的洒脱奔放，“堆谐”的热情欢快、“热巴”的技巧劲道⋯⋯真是各领风骚，自有独到之处。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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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一书即将付梓。
有幸参与中国文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的撰写工作，我在兴奋之余也感受到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
我出身民族民间舞蹈专业，近年来转向民族民间舞蹈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到理论对之略有心得。
我深爱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她历经数千年历史流变，不仅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艺
术之美，亦是构成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
此书便着重于此，尽我所能将之展现于读者面前。
    囿于本人知识水平与掌握资料的有限，加之此书涉及内容广泛，在写作过程中我主要以介绍性文字
，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舞蹈形态进行描述，力求翔实、生动，通俗易懂。
    本书的撰写，波折颇多，得以完稿，首先感谢一代又一代的舞蹈工作者、形象记录者用自己的辛勤
劳作为中国舞蹈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我还要衷心感谢《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
程》等书籍提供的素材，感谢罗斌先生、张冬卉女士、雷娟女士、赵倪女士等人给予的大力帮助。
尽管本人竭尽所能收集、整编、核对，但书中的错漏和偏颇之处甚多，希望专家学者批评、赐教，本
人不甚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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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昧浓郁的经典故事，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亘一长的发展轨迹。
赏心悦目，生动反映光辉灿烂的国粹艺术图片，立体凸显中华五千年民族艺术的非凡成果。
一部让青年学子轻松愉快地走进国粹艺术大门的普及读本。
一部让每个家庭了解国粹文化与营造艺术氛围的首选图书。
一部具有多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国粹艺术百科全书。
陈琳琳等编著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之一。
本书通过众多的故事和图片带我们走入秧歌的海洋，去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汉族
歌舞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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