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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前言

　　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
识，体现着各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世界各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贵州是
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民族渊源及历史变迁，形成了具有显著区域特征
的文化生态环境。贵州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及多样的民族
性，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商业化、
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正在改变，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趋势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迅速改变。譬如，贵州各民族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每年多达1000多个，随着当
前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民族节日正在逐渐消失；贵州黔东南是中国苗族侗族服饰之都，但近年来，
掌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越来越少，制作工艺越来越简单化、商业化，其艺术性、民族性的特征呈
现明显的弱化趋势。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做好其传承和保护是我们每一
个人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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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作通过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对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现象学、原因学和对策学等基本要素的分析与研究。可以说，这是一部熔资料性、学术性、实践性
于一炉的著作，它的出版与发行，必将对贵州乃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产
生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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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贵州是一个资源大省，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舞蹈方面也是“富矿”。从总体上看，其舞蹈主要有
：　　1.苗族舞蹈。在苗族中，芦笙舞是一种流行最广最具特色的舞蹈形式，除铜仁地区外，其余地
区均有流行。芦笙舞多在节日中表演，以集体舞为主。黔西北的芦笙舞除集体舞外，也有一人或数人
表演的。有的芦笙舞表演者能做出许多惊险的高难度动作，集舞蹈、杂技、体育和音乐为一体。鼓舞
也是苗族中比较流行的舞蹈，尤其以松桃一带的花鼓舞最为著名。有男子舞、女子舞、男女混合舞、
单人舞、双人舞、四人舞、八人舞等形式。从乐器数量看，则有单面鼓、双面鼓、四面鼓等。舞姿可
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台江反排木鼓舞的动作热情奔放，被誉为“东方迪斯科”。丹寨的“锦鸡
舞”也很有特点，这是一种男女混合的集体舞，数名男青年排成数行在前面吹芦笙做引导，数十名乃
至上百名青年妇女排成长蛇阵紧跟其后，沿逆时针方向转圈，边转边舞。舞蹈以脚步动作为主，腰膝
自然摆动，双手则垂直放松于裙边，舞步舒缓有致，在独具特色的服饰的衬托下，整个舞蹈就犹如锦
鸡觅食，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此外，在黔东南、黔南和黔西南的一些苗族地区，还流行板凳舞、铜
鼓舞等。　　2.布依族舞蹈。布依族的舞蹈有模拟鸟类和兽类为主要特征的鸟兽舞，有在祭祀仪式上
表演驱邪逐魔、祈福攘灾的祭祀舞，还有表现生产、生活、斗争以及风俗等的民俗舞等。其中，祭祀
类的舞蹈占有较大比重。如“铜鼓刷把舞”、“回旋舞”、“转场舞”等都是在丧葬仪式上表演的。
布依族舞蹈以男女共舞为多，表演人数大多为偶数。舞蹈音乐以打击乐为主。道具在舞蹈中的普遍运
用，构成了布依族舞蹈的显著特征之一。　　3.侗族舞蹈。侗族舞蹈有“多耶”、芦笙舞、舞龙、舞
狮等。“多耶”主要流行于从江、榕江和黎平等地。舞蹈时，或男或女，或男女混合，围成圆圈，手
牵手，踏着整齐的步伐边跳边唱，同时甩手为拍，气氛热烈。芦笙舞由舞者自己吹芦笙伴奏，多为集
体舞，人数多时可达上百人。也有的是独吹独舞。芦笙舞可以模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模仿人和
动物的动作，表现力很强。侗族中还有一种较有民族特色的舞蹈形式“龙喘”。表演时，青年男女分
成两路纵队，先由外向里绕，再由里向外旋，盘成螺圈状，犹如长龙迂回。舞龙和舞狮多在春节期间
举行，与其他民族的舞龙、舞狮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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