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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找锅庄舞这样一种传统藏民族文化样式在现代社会空间的着陆点，无疑需要研究者具备一种跨
界的眼光和深情的执著，八年的时光，《寻找锅庄舞：藏地锅庄的历史、社会、体育考察》作者在藏
民族的文化沃土里找寻养料，希图使其浸润于更广阔的民族文化田野。
而今，锅庄舞从西部出发，渐渐进入到中东部地区的广场文化中，其中有民间传播者的功劳。
然而这一文化样式的原有味道是否可以得到传袭、长久留存和发扬，对其文化内涵和文化张力深层次
的寻觅，成为研究者应有的担当。

　　人们很想知道锅庄舞是如何形成、保持和延续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锅庄舞的形成、保持和变迁
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过程。
要研究它的社会形成问题，必须考察锅庄舞的历史成因。
《寻找锅庄舞：藏地锅庄的历史、社会、体育考察》是从体育文化研究者的角度来考察发掘藏民族民
间舞蹈锅庄舞流派和研究它的民间传承过程，试图使其在现代文化空间以文化体验和体育健身的形式
存续。
切望有更多的同行者，从他们的发掘和创作中展现锅庄舞这一文化样式的特质，推动更广大场域民众
参与的愿望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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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研洁，回族，1961年生，山东济南人，1982年7月于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体操专业）本科毕业。
1982年7月至今在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任教，现为兰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社
会体育学。
现任兰州大学西北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所主任。
 冯涛，汉族，1972年生，甘肃兰州人，1995年7月于西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本科毕业。
1995年7月至今在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任教，现为兰州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体育教育学与训练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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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定日堆谐 流行于日喀则地区的定日、聂拉木、吉隆、萨噶等县的堆谐，风格基本
一致，它们以定日堆谐为代表。
定日位于堆地的西部，海拔四千余米，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即在境内。
这里气候恶劣，变化无常，高寒缺氧，生产以牧业为主，也有部分农业，工业、商业不够发达，除了
中尼公路通过该县外，交通相当不便，过去民间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牦牛和马。
 定日堆谐音乐古朴粗犷，舒展豪放，具有浓烈的高原特色。
它的音阶以五声音阶为主，兼有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
伴奏乐器为一把扎年琴，伴奏较简单，多为一拍一音。
扎年是形成定日堆谐和拉孜堆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整个歌舞中，它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所以，这
两个地区的堆谐，群众又称之为“扎年夏卓”，意为扎年伴奏的歌舞。
可能是由于高寒缺氧的原因，它的舞蹈动作幅度并不太大，速度并不太快，歌唱并不太激烈。
定日堆谐和拉孜堆谐的起源较早，拉萨堆谐相传五世达赖以后从拉孜等地渐渐地流传到日喀则、江孜
和拉萨等城镇。
后来城镇中的一些著名艺人，根据拉孜堆谐的基本艺术特点，改编或重新创造了一些新的曲目。
堆谐在西藏各地流传很广，是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一种舞蹈音乐艺术。
定日民间堆谐歌舞音乐与其他地区之间，从艺术形式的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
如唱、舞、乐三种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基本艺术特征是共同的。
但从音乐的旋律风格、音阶、调式、前奏、间奏、尾声以及主要伴奏乐器扎年琴的定弦、演奏法和风
格等方面与其他堆谐又有许多不同的表现。
比其他地区扎年琴的音域宽三度音。
特别在演奏风格上与其它两种演奏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
它们善于使用各种不同的加花或装饰音，弹奏出独具特色的风格。
 例如在前面演奏散板乐段时，通常人们以一同齐唱的形式进行演唱。
既不舞蹈也不用扎年琴的伴奏，当歌曲转入快板时才开始在扎年琴的伴奏下起舞。
这是在其他地区的民间堆谐中所没有的。
定日堆谐中的节拍也和其他堆谐较相同，通常有4／4和2／4两种。
 丹增次仁老师在他的一篇“堆谐舞蹈艺术”的历史演变的文章中是这样论述的：卫藏堆谐可分为南北
两派，即以定日县为代表的是南派，以拉孜县为代表的是北派。
关于南北之分虽早就有，但它并非指舞蹈的派别。
《卫藏道场胜迹志》（第191页）一书中谈到：“拉堆习惯称拉孜以西地区为拉堆。
拉堆分南北两大区，拉堆绛（北拉堆）以昂仁为中心，拉堆洛（南拉堆）以定日的协嘎为中心，包括
拉孜以西雅鲁藏布江南岸一带地区。
”而后人们把定日、拉孜地区带有各自风格特点的舞蹈，因其地南北之分而称其为南派、北派。
 北派重点要求步伐轻、重、缓、急以及步法的多样化，而且上身要求平稳不能有大的晃动，有时头上
放一碗水，跳完滴水不洒，但前后移动的动作较多，基本风格自由、欢快、有力、活泼；南派不但有
丰富多彩的步法，而且重点要求是上身的动律和手势，而上身动律，有侧身、拧身前倾、后仰等；手
势有双绕推手、前划手、后甩手、顺风旗绕手等。
南派的手势，比起北派丰富的多，基本上每一个步伐换一个手势，基本风格自由、活泼、奔放、潇洒
。
南北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开头和结尾动作。
如北派的开头动作是“单跺两步”接两次“两步一跺”，手势是“前后甩手”。
结尾动作是做一次“三步一踢”或“七步一踢”，手势是“胸前交叉手”到“斜垂手”。
而南派的开头动作是“跺跳两步”接“跳两步一跺”再做一次“两步一跺”，手势是“胸前交叉手”
（上身前倾微扣胯）到“顺风旗绕碗”，右手在上。
结尾动作是“左三步一掖”右腿半蹲，向左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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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之间不但动作不一样，而且动作的幅度、手势、体态都有根本的区别。
 3.拉孜堆谐 拉孜县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部，念青唐古拉山西部，东连萨迦县，西南接定日县，西靠昂
仁县，北邻谢通门县。
是日喀则地区西部七县必经之要塞，拉孜处于中尼公路的咽喉地段、日喀则至萨迦的要冲，交通较发
达，与外界接触频繁，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
海拔4000米左右，气候较好，土地肥沃，是后藏的重要农业基地之一，生产以农业为主。
在采风这段日子里，我时常被上了岁数的阿妈、阿爸们的面容所感动，这些面容充满慈爱又饱受风霜
，镇定、知足且安详。
当他们凝神注视着我们时，仿佛一棵老树，每个枝叶都繁茂而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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