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舞蹈志（宁夏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华舞蹈志（宁夏卷）>>

13位ISBN编号：9787806684405

10位ISBN编号：7806684409

出版时间：2002-1

出版时间：学林出版

作者：庞玉瑛 编

页数：2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舞蹈志（宁夏卷）>>

前言

21世纪的世界是高科技的世界，亦是平民文化的世界，即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高雅文化，当跨入21世
纪后也将融汇社会而不断向平民靠拢。
人类创造的以人体运动构成的艺术——舞蹈，可说是各种艺术品种中最平民化的艺术样式之一。
它将人类的社会生存状态和感情累积投射于举手投足之间，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化深度和广度；而中
国舞蹈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更是体现了舞蹈的这一特殊功能。
这不仅仅是人类有了社会活动便有了舞蹈这门艺术这一基本命题，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人类另一层
面最活生生的、充满生机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
长期以来，孔孟儒家一直被认为是中华传统艾明的代名词。
自西汉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址以儒家为主流，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为支流的统一物。
但却一直忽视了中国民间存在的另一思想体系，即以历代劳动人民创作和活动其间的大量诗歌、小说
、戏曲，包括舞蹈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这种民间思想体系较之于儒家思想更富于创造精神和生命活力
。
所以，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道德观、幸福观等主要是得益于民间广泛流
传的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内的这些口授身传的民间文艺作品，而在民间最为广泛流传
的中国民间舞蹈则更是成为老百姓喜怒哀乐、是非评判的主要载体之一。
换句话说，它以人体活动的角度折射出了整个民族的心理流程，标示了这一流程发展的轨迹。
然而，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不同的是，中国的民间舞蹈由于它自身的艺术特点和活动形式具有民俗的
特性——杂糅于婚丧喜庆的民间百事中，形式灵活，随意性强，歌舞说唱并重而不拘一格，衣着装扮
的简陋和活动场所的流动性大，等等，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迷信的色彩有常常杂糅其间
，凡此种种，都使得数千年来的文人学士对这种“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因而既上不了所谓的正史，
就连野史杂记也少有记载。
这种状态的存在当然是历史累积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事业的繁荣，使我们有了为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立志”
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不仅如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行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在今天，如以往那样在
民间中自由繁殖又迅速在民间扩散和传播并深深地融入百姓的一切民俗百事中的情况，基本上是被舞
蹈的专业和非专业的创作所替代而中止了。
因此，通过立志的方式，详尽地整理和归纳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全部的生存、发展和活动情况，对于
了解一种文化形态与社会的关系，并在科学的总结上开辟今天的舞蹈发展途径和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
通道，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本书分为综述、志略、文物史迹、人物传记、图表几大部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卷出版，以
实际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
系统记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内容形式、风格流派、衍变特色以及
有关的节令风俗、信仰礼仪。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舞蹈收录不考虑相互之间的交叉和重叠问题，以期资料的翔实和地方特色
的保存。
本书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编写而成，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舞蹈工作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下，得到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文化厅、局的大力支持，作为承
办单位，上海市文广局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学林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上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我们一并谨致衷心的谢意。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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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艺术科学&ldquo;九五&rdquo;规划重点项目o中华舞蹈志：宁夏卷》分为文物史迹、图表、
人物传记等几个部分，系统记述了宁夏省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内容形式、风俗流派以及有关
的风俗、信仰礼仪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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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杂剧的兴起将中国古典戏剧推上灿烂辉煌的顶峰。
元代流传的以回回为主角和表现回回生活的戏曲很多，如《赏黄花浪子回回》（《奢摩他室曲从》）
、《回回梨花院》（《辍耕录》卷25）、《丁香回回鬼风月》（《录鬼簿》上卷），《马木黑当当》
、《清泉某当当》等。
据说，这些戏曲是中东传人的乐曲与中国戏曲相结合的产物（《辍耕录》卷28）。
在以上戏剧中，不仅有回回人跳舞的场景，而且亦有“看！
一个回回舞上来了！
”等类似的戏文台词。
从上述介绍看出，回回乐舞在元代艺术领域中占据着重娈位置。
回族先民喜歌爱舞，并活跃于元代艺苑，对艺术的繁荣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必须要看到元代所说的“回回”并不是特指某一个单一民族，而是泛指迁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
的各族人。
那么元代记载的回回乐舞应该是指从西域大地（西域极为广泛，包括阿拉伯诸国及新疆等地）传人的
具有浓郁异国特色的纯外域乐舞，尽管回族与元代所说的回回人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却不能简单
地将回回乐舞理解为回族舞蹈。
回回民族是在中国特定的土壤、气候、环境中哺育出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形成了回族鲜明
的民族特征、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所以，不能将回回乐舞与回族舞蹈划等号舞蹈艺术虽有很强的传
承关系，但真正意义的回族舞蹈应是在回回民族形成之后，也就是说是在元末明初以后，在回族中流
传的舞蹈，方是回族舞蹈：明代是回族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自推翻元统治阶级后，对回族强制实行汉化政策，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应与中国人
为婚姻，不许白相婚娶”。
（《明律集解》）又“洪武（朱元璋年号）元年，诏胡服、胡语、胡姓，一律禁止”（《日知录》）
。
这无疑加速了回族汉化的进程：由于中国本土是汉族数千年繁衍生息的地方，昕以回族的经济、生活
必定受到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在反映一定社会经济的意识形态
上、文化艺术上，必然涂有汉文化封建思想及儒家文化的重彩，这主要反映在伊斯兰教文化的微妙变
化上。
创立于七世纪的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人中国后，即成为“回回”的标志（或代称），而回回民族的诞
生又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
伊斯兰教对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与回族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民族
心理结构、生活方式有密切联系，穆斯林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都要遵守教门的规矩。
伊斯兰教进人中国后在中国出现了土著化、汉化现象。
有相当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文人学者亦十分崇尚儒学，出现了一批“回而兼儒”人士，在他们翻译
的大量伊斯兰教经典著作中，融人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及行为规范，伊靳兰教教规制度与儒家的宗
法礼教汇成强大的威慑力，约束着穆斯林的行为，故他们的心态较为拘谨，个性刚毅内向，举止循规
蹈矩，追求清心寡欲、清静安分的精神生活，认为歌舞是对“真主”的不敬和亵渎，因此，“不事歌
舞”便成为一条约定俗成的戒律被穆斯林群众遵守着，从而抑制了回族舞蹈的发展。
自明以后，统治阶级对回族压榨歧视逐渐升级，至清最甚。
回族人民衔悲含恨，揭竿而起，云南、西北、河北等地回族多次爆发了反压迫斗争，对此起彼伏的回
民起义，清政府进行大规模屠杀。
在陕西渭南，他们“焚其庐，籍其户尽法惩治”；在宁夏灵州（今灵武市）他们“肆行戮杀，满门剿
杀”（《回民起义》Ⅳ）；在甘肃（固原一带当时均属甘肃）他们“节节剿洗”。
其“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左宗棠全集》卷三十一）。
这些地区回民起义频繁，且时间绵长，仅同治回民起义延续十三年，遍及陕西、宁夏、甘肃、青海、
新疆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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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的战争极大地摧残着回族的发展，致使整个民族的经济文化停滞不前。
生活在社会最底屈的回族人，民族压抑感颇强，防范心理甚重，他们不可能轻松舒心地载歌载舞，而
是练拳习武以达到自卫及强身健体之目的，回族群众尚武遂成传统，回族武术渐具特色，“教门弹腿
”、“回回拳”等在武林界颇得称赞。
回族武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舞蹈的社会功能及自娱作用。
然而，音乐和舞蹈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大至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小至一个家庭、每
个人都离不开音乐舞蹈的陶冶。
回族人虽有不成文的清规戒律约束着歌舞娱乐，但他们喜爱歌舞的天性不泯，因此，回族舞蹈还是在
多层夹缝中萌生、形成、发展着。
它一方面传承伊斯兰传统文化融化在宗教仪式之中，一方面接受汉文化熏陶保留在日常生活习俗之中
。
[宴席曲]回族歌舞。
流传于银南地区中宁县鸣沙乡一带，1920年前后由甘肃河州（现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区迁徙来宁夏的
回民传人，是当地回族群众婚事喜庆中广为流传的一种自娱歌舞形式。
在娶亲当日，亲朋好友济济一堂，新娘坐轿（轿车多以马拉车装饰而成）来到婆家。
新娘脚不沾地，由其兄长（或舅父）托抱送进新房，端坐炕上后即摆上宴席。
在宴席中间，便有能歌者离席放喉歌唱，一般两人一组，表演者均为男性。
表演者有年轻人，也有长者，有专门邀请来的民间歌手，民间称其为“唱家子”，也有自告奋勇者。
演唱形式不限，有合唱，也有两人领唱众人和之，最多时达五六十人，经常持续到第二天鸡叫为止。
所唱歌曲有《四姑娘》、薛平贵出门》、《送丈夫》等，以唱《四姑娘》为主。
唱曲中间，演唱者两人和歌而舞，动律稳健、细腻，具有神情一体、情舞交融的特点。
表演时两人面相对，右脚后撤一步，手心向上滑至小腿前。
躬身施礼。
接着和歌，右脚上前，右肩相错，右转半圈做“扬手换位”、“施礼”、“绕手换位”。
表演者歌舞到兴起时伴有一些细小抒情动作，如情不自禁地微闭双眼，伴以“碎摇头”动作，抒发其
欢快、喜悦之情，增添了生活情趣和艺术感染力。
演唱时，表演者无需特意着装，日常生活装皆可。
解放前，常头戴白色礼拜帽，身穿黑长袍、黑便裤，脚蹬便鞋。
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服饰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解放后，以常见的对襟衣替代长袍，其他照旧，常以生活装参加表演。
据当地人介绍，中宁县解放前也曾出现过回族中有文化、有地位的女性参加演唱的情况，并且即兴填
词、赋诗，兼有三弦、四弦琴等伴奏。
回族在婚庆之日有“耍公婆”习俗，结婚三天里，不论男女老少可以不分大小相互开一些不分辈份的
玩笑。
有时，众人一早便用黑锅底灰和红胭脂涂抹于公公、婆婆、大伯、嫂嫂等人脸上，将羊皮袄翻穿在公
公、婆婆身上，并给公公耳朵上拴两个红辣椒，胸前挂一块用面、油做的干酪子，斜挎一条缀有串铃
的红带子，带子下端拖有很长的丝穗，恰似戏曲里的丑角，滑稽逗人。
如遇夏季酷暑，公婆被捂得汗流难耐也不得以此为忤。
等宾客尽兴散尽，公公抱拳送客之后，公婆等人才能洗脸就寝，《宴席曲》方告结束。
由于当地的回族长期同汉族杂居、交往，此风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据艺人马俊德（1917年生）说，甘肃河州地区的习俗是“耍公婆”，及至迁徙到鸣沙一带就变为“耍
新娘和新郎”，类似于汉族的闹新房。
这是受了本地汉族风俗习惯的影响。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因受教规约束，该舞动作几十年来无太大变化。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文艺工作者从唱宴席的婚俗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回族舞蹈《宴席
曲》，1959年赴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并被选人纪录片《百凤朝阳》中。
以后，又经几代编导的不断修改，使《宴席曲》成为宁夏歌舞团的保留节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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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令]自娱性回族酒令舞：主要流传于中宁县鸣沙乡一带的男性回族群众中，是宴席上猜拳行令时
边划拳、边配以丰富表情及手势动作的自娱形式。
因长期同汉族插花居住共同生活，回族的某些习俗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如婚礼宴席上也摆上水酒，以
招待前来祝贺的汉族客人，汉族人的猜拳行令不知不觉被回族人接纳。
但这种接纳并非全盘照端，他们将自身善于吟唱的特长糅于其中，以娱乐为主，以喝酒为点缀，形或
了独具回族特色的喝酒令。
划拳时，两人面相对，或坐或立，先对唱或合唱流传民间的酒曲子，如《数螃蟹》、《数麻雀》等。
唱时，两人面带微笑．时而出拳时而双手插腰，并微闭双眼，伴以“碎摇头”。
得意时还不时挑挑眉稍，自得其乐的欢愉之情跃然而出，同时，也体现出一种亲和、友爱的民族情结
。
这种唱酒曲划拳的娱乐方式又逐渐反馈至汉族群众中，然吟唱时却少了丰富的表情与动作，更加反衬
出回族人《喝酒令》的特点。
[汤瓶舞]回族舞蹈。
汤瓶是用铜或铁制成的盛水器皿，回族群众用以洗刷、沐浴等。
由于其卫生、实用，极符合回族爱清洁的习惯，故备受回民的青睐，并因此产生了“汤瓶拳”，进而
，又在娱乐嬉戏中孕育出《汤瓶舞》。
据传授人马耀生（回族，1928年生）介绍：1949年宁夏解放后，他所在的国民党起义部队被编人中国
人民解放军，调至甘肃回族地区临夏驻防。
马耀生自幼喜爱文艺，被选人师部宣传队。
同队好友参军前在本地清真寺做过“满拉子”（清真寺内初级宗教职业者），曾在寺里跳过《汤瓶舞
》。
清真寺的阿訇和满拉子每天都要做五次“礼拜”，亦称做“五功”。
礼拜前，须在水房进行“小净”（即洗手、漱口、呛鼻、洗脸、洗脖、洗肘、洗脚）：小满拉们常在
“小净”之时，模拟着汤瓶的造型，再现“小争”、“大净”（即沐浴全身）的动作，并加进一些做
“礼拜”时的动作，久而久之，动作间的顺序渐次固定。
诞生了一个自娱自乐的舞蹈形式。
由于盛水的物体是汤瓶，且舞中常有汤瓶造型的出现，故满拉们私下命名其为《汤瓶舞》。
在这种以嬉戏玩闹为主的自娱性活动中，免不了有许多即兴表演的成分，但就舞蹈动作本身而言，还
是逐渐形成了较固定的规律。
马耀生向好友学会此舞，闲暇之余，二人悄悄舞蹈一番，自得其乐，但从未公开表演过。
马复员返故里宁夏吴忠市马莲渠乡，亦未曾公开表演，故此舞未曾流传。
动作以回族习俗“小净”为基础，但又不限于“小净”的范围，仍有反映“大净”的动作，同时，还
糅进了日常宗教活动时的手式。
所以，该舞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经群众自创的回族舞蹈，如洗脸、洗脚、舞巾沐浴等均源自生活原
形：尤其是汤瓶的造型，倒水、揭壶盖等动作，显得逼真且有丰富的想象力，使整个舞蹈呈现出自然
、纯朴之风。
该舞为男性舞蹈，以自娱为主，无音乐伴奏，由舞者自喊“一、二、三、四”统一节拍。
跳时无固定场面调度，虽然也可相对而舞，互相换位，或相跟走圆圈，但随意性较大，没形成固定的
路线，行进路线由舞者即兴自定，然动作间的衔接较有规律，尤其是“小净”和“大净”的顺序、过
程不可颠倒。
先从“背巾”开始，依次做“撩甩巾”、“汤瓶亮相”、“汤瓶矮步”、“汤瓶揭盖”、“盛水”、
“转身撩巾”、“挽袖”、“洗脸”、“洗臂”、“洗脚”，即为“小净”。
然后做“喊邦克”过渡，接做“弓步叠手”、“洗裆”、“搓背”，即为“大净”。
舞者服饰无严格要求，日常生活装即可。
舞中所用道具为一条三尺长的白色浴巾，乃日常沐浴时的必备用品。
八十年代以后，宁夏的文艺工作者以回族人用汤瓶洗“大净”“净”的生活习俗为素材，相继创作了
女子独舞《汤瓶舞》、女子群舞《洗礼》和《心泉》，从而拓宽了回族舞蹈创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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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21世纪的世界是高科技的世界，亦是平民文化的世界，即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高雅文化，当
跨入21世纪后也将融汇社会而不断向平民靠拢。
　　人类创造的以人体运动构成的艺术——舞蹈，可说是各种艺术品种中最平民化的艺术样式之一。
它将人类的社会生存状态和感情累积投射于举手投足之间，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化深度和广度；而中
国舞蹈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更是体现了舞蹈的这一特殊功能。
这不仅仅是人类有了社会活动便有了舞蹈这门艺术这一基本命题，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人类另一层
面最活生生的、充满生机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
长期以来，孔孟儒家一直被认为是中华传统艾明的代名词。
自西汉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址以儒家为主流，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为支流的统一物。
但却一直忽视了中国民间存在的另一思想体系，即以历代劳动人民创作和活动其间的大量诗歌、小说
、戏曲，包括舞蹈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这种民间思想体系较之于儒家思想更富于创造精神和生命活力
。
所以，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道德观、幸福观等主要是得益于民间广泛流
传的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内的这些口授身传的民间文艺作品，而在民间最为广泛流传
的中国民间舞蹈则更是成为老百姓喜怒哀乐、是非评判的主要载体之一。
换句话说，它以人体活动的角度折射出了整个民族的心理流程，标示了这一流程发展的轨迹。
　　然而，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不同的是，中国的民间舞蹈由于它自身的艺术特点和活动形式具有民
俗的特性——杂糅于婚丧喜庆的民间百事中，形式灵活，随意性强，歌舞说唱并重而不拘一格，衣着
装扮的简陋和活动场所的流动性大，等等，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迷信的色彩有常常杂糅
其间，凡此种种，都使得数千年来的文人学士对这种“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因而既上不了所谓的正
史，就连野史杂记也少有记载。
这种状态的存在当然是历史累积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事业的繁荣，使我们有了为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立志”
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不仅如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行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在今天，如以往那样在
民间中自由繁殖又迅速在民间扩散和传播并深深地融入百姓的一切民俗百事中的情况，基本上是被舞
蹈的专业和非专业的创作所替代而中止了。
因此，通过立志的方式，详尽地整理和归纳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全部的生存、发展和活动情况，对于
了解一种文化形态与社会的关系，并在科学的总结上开辟今天的舞蹈发展途径和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
通道，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
　　本书分为综述、志略、文物史迹、人物传记、图表几大部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卷出版，
以实际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
系统记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内容形式、风格流派、衍变特色以及有
关的节令风俗、信仰礼仪。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舞蹈收录不考虑相互之间的交叉和重叠问题，以期资料的翔实和地方特色的
保存。
　　本书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编写而成，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舞蹈工作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下，得到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文化厅、局的大力支持，作为承办
单位，上海市文广局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学林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上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
此我们一并谨致衷心的谢意。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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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志分为文物史迹、图表、人物传记等几个部分，系统记述了宁夏省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
、内容形式、风俗流派以及有关的风俗、信仰礼仪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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