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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舞祭：广西民间祭祀舞蹈文化田野考察与研究》作者以几年来对广西壮族、瑶族、毛南族、仫
佬族、京族田野考察所掌握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舞蹈生态学、
舞蹈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广西特有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产生、变异、功能、发展和传承的整体面
貌进行梳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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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小明，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广西师范大学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校艺术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音乐、舞蹈类分委员会委员，广西教学名师，广西师范大学拔尖人才，中国舞蹈家
协会会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广西舞蹈家协会理事。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广西特有民族民间舞蹈现状田野调查与研究”，主持和在研广西
哲社及省厅项目8项，主持广西精品课程“广西民族民间舞”，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成果二等奖，
主编教材获广西优秀教材二等奖。
主编出版《中外舞蹈鉴赏语言》、《高师音乐舞蹈教学论》、《音乐教育理论与学科教学研究》等书
。
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侗族歌舞“多耶”的文化变迁》、《论壮族师公舞的研究价值》、《论瑶族
“还愿”仪式中“长鼓舞”的多元文化性》、《毛南族还愿仪式舞蹈“条套”的动作特征与文化内涵
》、《仫佬族依饭节舞蹈与道教文化的关系》等论文30余篇。
 胡晶莹，满族，辽宁省沈阳市人。
199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编导专业，1998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与他人合著及撰写《从道具媒介中探索形式语言>、《论群舞画面构图结构》、《独舞作品的个性
创作》、《宗教与艺术的交融——羌姆》、《探索使用“动作语言”的准确性》等论文。
曾担任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民间
舞蹈组成员，撰写考察报告《陕北秧歌考察报告》、《甘南郎木寺羌姆考察》（合著）、《新疆南疆
地区维吾尔族民间舞蹈考察报告》、《甘肃省民族民间舞蹈考察报告》等。
现主持“中国现代舞历史发展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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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万岁娘娘”送子之恩所设。
在当地流传着一段有关“还愿”的起源说。
从前有一位南宁人，名叫宗廷，妻子姓陆，小日子过得倒是挺富裕，可美中不足是二人年过五旬还未
生有子女。
焦急之下，妻子在“万岁娘娘”面前许下了求子心愿，果然，二人如愿以偿。
多年之后，他们已是五男二女之父母了，一家人快乐地生活着，也许是过于高兴，妻子早已把向“万
岁娘娘”还愿之事忘在了脑后。
结果，“万岁娘娘”一气之下收回了他们的七位子女，这下可急坏了夫妻二人。
在一位“家仙”的引领下，他们见到“万岁娘娘”，并答应回家后以酒敬众神。
随后，夫妻二人在家中设神坛、摆筵场、迎众神来家做客，以还“万岁娘娘”送子之愿，最终七位子
女返回家中。
从此，毛南族民众便有了“还愿”的习俗，同时也反映出毛南族民众知恩图报的观念。
设“红筵”需请七位神灵，“东方花林女神”、“南方陆桥”、“西方多生神”、“北方花家女神”
、“中央花妇女神”、“万岁娘娘”和“瑶公”。
“黄筵”是为避免家畜病疫和钱财不旺，而在向神灵祈求并得以应验后，向“雷王”进行“还愿”的
形式。
现在一般很少单独举行“红筵”或“黄筵”仪式，而是多将两种“还愿”仪式合为一次连续性的祭祀
活动。
在仪式程序中，首先行还“万岁娘娘的送子之恩”，然后再行还报“雷王给予的招财之福”。
同时举行这两种“还愿”仪式时可共用一个神坛，坛上挂“设坛逐解雷王愿，摆筵偿还圣母恩”的对
联。
做“黄筵”时需请“堂岸男神”、“雷斌男神”、“雷王”和“冯三界公爷”四位神。
 （二）环江玉免球家“还愿”仪式内容与特征 笔者所考察的“还愿”仪式是在下南乡川山镇的古宾
村，该村子为壮族和毛南族混居的村庄，在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毛南族、壮族、汉族相互影
响的情况。
古宾村的壮族和毛南族都有做“还愿”的习俗，但因壮族师公不做“还愿”法事，而导致无论谁家做
“还愿”都请毛南族师公进行主持。
 1.举办“还愿”的缘由 此行考察的“还愿”仪式的女主人名叫玉免球，56岁。
她的丈夫韦振狂，60岁，于几个月前卧病在床。
大儿子韦赞坚，35岁，已成家，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某研究所工作。
二儿子韦赞严，32岁，已成家，在家做生意。
三子韦赞别，30岁，已成家，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现在北京工作。
主人玉免球向我们讲述了她家做此次“还愿”的原因，一是为感谢“万岁娘娘”送子恩，二是为祈求
神灵保佑全家平安。
为了这次“还愿”活动她家里用近半年时间准备资金，以及祭祀物品和牛、猪、鸭、鸡等食物，以供
前来参加活动的远近乡邻享用，资金则包括交付师公主持仪式的3000元费用。
2008年12月19日为“还愿”日期，是半年前玉免球和师公共同协商定下的。
 2.师公班子的组成 “师公”是中国南方地区民间对主持祭祀活动巫师的一种称谓。
在中国古代，“巫”是具有特殊功能的人，是连接人和神的中介。
“巫”以舞通神、娱神，而且“巫”在人群中有一定的聚合作用，也是巫文化的传承者。
 毛南族师公班子一般由家族传承，掌坛师公由具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班子成员相对固定，但也有一
定的灵活性。
如果某次外出做“还愿”，班子成员因有事不能参加，也可从其他班子借用。
每个班子10人左右，其服装、道具、唱本、乐器自备。
据记载，1949年以前，中南地区南谟、古周、堂八、上干强、松崖、玉环、下塘等地的7个大师公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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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班子有十几人，服装、道具、唱本比较齐全。
⋯古宾村现有师公班子仅为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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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祭:广西民间祭祀舞蹈文化田野考察与研究》所指每当置身于广西民族民间祭祀仪式现场，看到神
秘的面具、优美的舞蹈，听到铿锵的锣鼓声、喃喃的诵经声，我们的内心都会有一种强烈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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