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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灯神乐舞:秀山花灯人类学研究》内容简介：行走于田野，观察艺术在民间的生存状态，体会民间文
化之“意味”；揭示秀山花灯发生与发展的变化过程以及与“外部场域”的互动；探讨艺术何以被宗
教所利用，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穿梭于仪式过程中，而仪式中的“人”又是如何表达情感诉求和
被塑造的；走进艺术本体，解析音乐与舞蹈是如何把人们的行为观念组合成为特定的“场”，发现艺
术本体之外的文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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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鸿飞，满族，人类学博士。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艺术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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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问题提出：从民间艺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节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人类学
视野下的民间艺术研究 二、民间艺术的人类学视角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学
术史回顾与评述 第二章我的田野 第一节 民歌《黄杨扁担》之争让我初识秀山花灯 第二节走进秀山，
走近秀山花灯 第三节重识秀山花灯 第三章秀山花灯的空间描述 第一节追源记忆语境中的起源多说 一
、本土说 二、外来说 三、本土外来结合说 第二节民间花灯班的“交往”  一、远离“中心”的分布 二
、“静态”的花灯班 第三节 “静止”与“固守”中的多流派 一、多流派形成 二、“同宗同族不同姓
”的花灯班 第四节村村寨寨跳花灯 一、村寨需求 二、承载愿望 第四章秀山花灯的灵魂：仪式 第一节
不变的仪式 一、多神的盛宴：请神 二、与神同在：跳灯 三、辞神 第二节花灯仪式的隐喻 一、花灯中
的“灯”  二、具有符号意义的“灯”  三、仪式隐喻及理解 第三节仪式的社会功效 一、宗教功能 二
、教育功能 三、娱乐审美功能 第四节独一无二的会灯仪式：龙缠灯 第五节仪式的表征 第五章秀山花
灯外在表现：歌舞 第一节音乐表现 一、不敲锣钹不跳灯：花灯伴奏乐器的 “控制”与“引领”  二、
生活场景的音乐化制作 三、“语言化”的旋律线 四、富有动感的节奏 五、曲体结构 第二节花灯舞蹈 
一、舞者 二、舞形 三、舞“神” 第六章结构性“叙事”：历史重建与文化解读 第一节记忆与“历史
”重建 一、最早的记载 二、消亡的花灯会 三、“文革”遭重创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恢复与重建 第二
节历史谱系恢复与传承 一、从三位数到一位数 二、从符号展演到艺术表演 三、两个时间，两种感受 
四、杨家班谈传承 五、开小车跳花灯的人 第三节花灯歌舞剧团个案分析 一、从“辰河戏剧团”到“
花灯歌舞剧团” 二、华丽转身：辉煌与失落并存 三、观望与徘徊：近20年的起伏变化 第四节第二次
华丽转身：政府主导 下的“非遗保护” 一、列入首批“非遗”名录 二、当地政府主导下的花灯保护
与传承 三、“非遗”保护与文化自觉 第七章深描：时代重构中的“花灯人” 第一节能唱能跳的花灯
人 第二节一堂生动的花灯课 第三节编“花灯大全”的人 第四节花灯舞蹈专家眼中的“宗教” 第五节
三获“五个一工程”奖的花灯人 第六节写花灯故事的人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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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方面，从秀山花灯音乐的表现来看，它具有从众性。
民间花灯班演出的内容相对固定，年复一年，周期性地重复，这样的演出早已印人百姓的记忆。
可以说，老百姓对演唱的内容可以做到有上句就能接下旬，看到动作、亮相就知道表演的内容。
既然都是些他们看过的、熟悉的表演，为什么还有如此高昂的热情长久不衰呢？
很明显，除了文化生活的贫乏外，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跳花灯表演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观众在看跳花灯时并不关心跳花灯的艺术性，而是关注跳花灯的内容，或者可以认为是关注与
自己相关的那些内容。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百姓会积极参与，不因表演的随意而感觉不妥，反而乐在其中了。
当然，作为优秀的民间艺术，秀山花灯在艺术加工、艺术表现上极具大众性，不但反映的题材和内容
是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事，甚至让人们感到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就是在“讲”自己的事。
这种由内容与参与者建立起来的高契合度的艺术形式成为人们表达情感的场所，重复展演强化，人们
因此而依赖并使之延续发展。
 另一方面，从秀山花灯音乐的结构与形式来看，它具有从属性。
通过对几个民间花灯班的现场表演及音乐作品分析来看，秀山花灯音乐呈现出的特征是：在音乐上少
装饰性音，旋律性不强而多“语言化”音调；音域也较窄，惯用二度、三度音程，旋律起伏不大，相
较南方其他民歌的秀丽，其强烈的节奏性更适合舞蹈；表现类型为声乐和器乐。
从花灯歌曲体裁上又分为两大类：一是紧扣花灯仪式主题内容的曲调，如启灯、出灯、观灯、祝贺、
参拜等；二是仪式进行过程中，为了活跃气氛而演唱的接近于民歌性质的花灯曲调，相较于正调其题
材也丰富多样。
前者具有强烈的“功效性”，后者则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但是，在秀山花灯仪式进行这两种功效的音乐有时混融在一起，使其呈现既严肃又热闹的场面。
作为仪式执行者的花灯客则是通过这种“音声”去强化仪式的效果，使其“附体”的状态得以充分的
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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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灯神乐舞:秀山花灯人类学研究》以民间艺术的表现形态为阐析对象，旨在解读在特定语境中，民间
艺术何以如此表现以及这样的表现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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