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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舞蹈志》

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华舞蹈志之一"，内容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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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舞蹈志》

作者简介

　　《中华舞蹈志》丛书为《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所编写，该委员会汇集了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的著名的舞蹈学者和专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和专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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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封建社会是以“敬天法祖”为社会的共同道德准则的，其理论根据是“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封建统治者长期提倡和宣扬的“君权天授”、“以孝治天下”，是它的政治体现。这种理论力图
使被统治者自愿置于神权和政权的双重统治之下，崇敬上天，奉守祖制，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
理。它束缚人的思想，扼杀人的创造本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反动。但单就民间舞蹈而言，它又具有两
重性，一方面崇奉神灵的社会心理，使一些古老的民间舞种因具有祭祀的实用价值而得以保存。另一
方面，祭祀又是封建礼教的附庸，它天然地排斥民间舞蹈的审美价值。因此，对某些民间舞种的庇护
，实质上又是抑制。以古老的磁县《讶鼓》而言，它之所以从北魏保留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它在祭祀中具有实用价值。正因为如此，它的审美价值也因祭祀而受到禁锢和抑制，虽时过一千五百
多年，却仍只能充当一个“一边厢敲着讶鼓”的角色，难以独立成舞。和它成为姊妹的《彩帷》，我
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它也源于北朝，但却可以断言，它是古老的，曾依附于祭祀而生存，又
因祭祀的消亡而灭迹的艺术形式。近年来，经过挖掘，才又出现于春节活动的行列之中，但它的舞谱(
帷谱)却是1884年时的复制品。这样古老而呆板的舞种，虽然可以依附其帷子的色彩鲜艳及形状奇异为
春节花会活动壮壮声势，但作为舞蹈，却很难激起当代人的审美共鸣。早在《列子·说符》中就有记
载，曾活跃了百戏及宋代舞队的《高跷》，虽然历史悠久，也已初步从纯技艺走向艺术表现的道路，
但因为它长期担任民间祭祀活动的主要角色，绝大多数仍处于较低的层次，审美功能不曾得到必要的
发挥。尽管后来增加了众多的角色和模仿戏曲的化装，但这些角色之间，很少横向联系，充其量不过
是若干个体表演者的联合。“见技不见情”是河北绝大多数高跷的通病。用今天的舞蹈定义来衡量，
它只能算做一个各种角色联合表演的松散舞队，而这种状况在河北省是俯拾即是，绝非个别现象。　
　封建制度下的道德规范，使民间舞蹈的表演者必然更多的着眼于舞蹈的祭祀功能的发挥。这种以祭
祀为主导的舞蹈观念，使民间舞蹈即使在纯娱人表演时，也不可能超越大多数舞者和观者的心理承受
力。这是河北民间舞蹈审美价值难以发挥的主要原因。自然，民间舞蹈的纯业余性，即一年一度，多
则月余，少则三五天的排练演出，也是造成民间舞蹈审美功能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民国以
后，《冀东地秧歌》突出了“出子”。主题多为男女爱情。但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是当地
商业资本较为发达，农民思想较为开放。二是“出子”的创始人王作云，是一位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
农村知识分子。即使是这种情况，长期封建制度形成的共同社会心理仍在起着重大的反作用。直到建
国初期，一些民间艺人还把自己的表演称之谓：缺德”，青年时代扭扭尚可，进人中年，特别是子女
成家之后，便绝对不可再行粉墨登场了。《沧州落子》是河北民间舞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为了自身
的生存，更多的着眼于审美功能发挥的少数舞种之一。它的发展多借助于半职业艺人的探索和尝试，
而更多的民间舞蹈，虽然也逐渐加进了男女扭逗，但却以丑角和彩婆的扭逗形式出现。青年男女的扭
逗，几乎都表现为纨绔子弟调戏良家妇女的恶行，本质上是站在封建礼教的角度，对恶行的批判，而
不是在表现爱情。　　总之，河北民间舞蹈具有鲜明的祭祀实用价值，这种价值的发挥，源于封建制
度下的共同社会心理，而这种心理的基础是“敬天法祖”。因此；只要封建经济基础存在，封建的社
会心理存在，造成共同社会心理的“敬天法祖”思想体系存在，由此出发的祭祀活动存在，表演者的
纯业余性质不变，民间舞蹈的审美价直是绝难发挥。而为封建礼教服务的祭祀功能的畸形发展乃是历
史发展阶段的必然。　　丰宁满族自治县地处塞北地区，冬长夏短，降雨量少。所以，当地人民尤为
信奉“三官”，即被道教奉为大神的“天官、地官、水官”。这表明当地人民对阳光、土壤、水分依
赖之重。为此，当地人民成立“三官圣会”，寄托自己的向往和心愿。三官圣会行使花会娱乐和祭祀
活动的一切行政权利。《小秧歌》就是其中的一个节目。每逢农历腊月，三官圣会所属的各档花会均
在各自的会首指挥下进行排练。农历正月十五日前后演出。所需费用由村民们量力捐助，钱粮物均可
。之后，将捐助人名单公布于众，当地称之“写布子”。如果经费尚不足维持花会活动所需，由大户
人家包下，因为三官圣会的会首由大户人家出任。　　演出时，先娱神表演，再娱人表演。农历正月
十三日，各档花会齐集于预定地点，《狮子》、《高跷》、《小秧歌》、《八仙庆寿》等，组成一支
庞大的祭祀舞队，在会首指挥下，浩浩荡荡进发至三官庙前，先放鞭炮，烧香、叩拜，以示对三官老
爷的虔诚，祈求保佑人畜两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万事如意。拜神之后，各档花会在庙前娱神表
演。娱神表演与娱人表演虽无二样，但显得庄严、肃穆，并有些神秘色彩。　　农历正月十四日，应
邀到外村演出，一为娱乐，二为密切村际关系。凡到外村演出，主方事先下请帖，舞队进村时，要鸣
炮欢迎，并以烟茶、糕点、糖果相待。演毕礼送出村。这种习俗，至今如故。　　据城关西街撵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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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舞蹈志》

艺人吴延年(1934年生)等人说：听老人们讲，清朝乾隆年间，每逢春节、庙会，临漳城到处闹“社火
”，惟独西街一无所有，居民们都感到脸上无光。为了给西街争口气，该街有位从河南省来此谋生开
饺子馆的掌柜，将自己会的“撵花”传给西街居民。从此以后，“撵花”便成为西街独有的民间艺术
。　　舞队一般为一男一女组成一出戏，扮成近似戏曲中的人物，并以戏曲剧目里的角色命名。如《
千里送京娘》即赵匡胤(红脸)和京娘；《打渔杀家》即萧恩和萧桂英，还有《西游记》中的“三打白
骨精”、“牛魔王”，《五鬼闹判》。人物均按剧目所需，手执必要的道具，但无严格要求。舞队中
除众多戏曲人物外，还有老道、包奎、傻小子(脖子挂一装水夜壶)、琉璃鬼(花头)、丑婆。　　琉璃
鬼头戴红毡帽，穿黑色打衣，红色彩裤，虎皮纹坎肩，腰系杏黄大带，脚穿黑色软靴。右肩背处背一
公文，腰间插一虎头牌，双手执长约九尺、两端系有两尾小鱼的铁链。八字眉，由眉间开始经鼻和嘴
画一上尖下方白瓦块，鼻头画红色，两颗假门牙由玉米核制成，套嵌在真牙上。两侧太阳穴各画一个
大白点，白点中间套小红点。丑婆黑布包头，形似头套，脑后扎纂。上安一红萝卜或玉米核，顶端插
一风葫芦，纂上扎两朵红花，两根辣椒做耳环。化妆同戏曲彩旦。身穿蓝缎子裤子袄，绿缎子大坎肩
，脚穿彩鞋，双手执“棒槌”。　　活动时间主要在农历正月。每年正月初一拜完年之后，即集中排
练，在领头(即总指挥)的指导下，舞者都要练习走“圆场步”，训练较为严格，要求走得快、稳、漂
，行如流水一般。“琉璃鬼”则要选择腰、腿灵活的少年进行各种技艺的训练。正月十五下午，先在
本街预演。正月十六日表演前要到本街济公庙拜庙。毕，放鞭炮。开始在县城各街表演。正月十七日
以后，如有外村邀请，也可到外村表演，至正月二十日，全部表演结束。旧时，也曾参加庙祭(佛教的
“开光”、道教的“起醮”)。　　分“串街”、“打场”两种表演形式。“串街”舞队成两路纵队，
领头手持令旗(三角形小旗，上书令字)走在舞队之前。琉璃鬼(花头)随后，面向舞队走“半蹲平步”
，手执铁链倒退行进。老道、包奎在舞队最后面(花尾)。老道手执拂尘走“跛子步”，包奎双手拄一
木棍指点老道前行。其余舞者大都按戏曲人物排列，男女相间，均走“小碎步”(圆场步)跑“编篱笆
”队形。乐队随舞队行进，用打击乐伴奏。在“串街”过程中，如遇有喜桌(欢迎舞队表演时，摆上桌
子并置酒、烟、糖果、糕点谓喜桌)便要做“打场”表演。“打场”先由傻小子用口将夜壶中的水喷向
观众，将场地打开，领头站于乐队旁指挥表演。此时，乐队用管乐演奏(打击尔停奏)，小镲随管乐队
敲击。舞队走各种队形，如珍珠倒卷帘”、“卷白菜心”、“二马分鬃”、“长蛇脱裤”、“八字”
等。此时，琉璃鬼可随意在场中央舞蹈并与舞队中的角色(多为丑角)做些风趣滑稽的即兴动作。在走
队形图时，领头可挥动令旗，指定某组表演。其表演较为简单，如指令“断桥”，只是由许仙耍耍伞
，白娘子耍耍水袖即可。最后由琉璃鬼和丑婆表演”琉璃鬼顶灯”(即地方戏曲中的怕老婆顶灯)。丑
婆手执棒槌，横眉立目，棒槌一击，吓得琉璃鬼魂不附体，开始了技艺的表演(其他角色绕场走“圆场
步”)，如“钻凳子”、“钻桌子”、“头顶油碗灯”、“跪行”、“卧”、“翻”、“滚”等，在桌
子上则做“凤凰展翅”、“探海”、“金鸡独立”等，待丑婆、琉璃鬼配合表演“大推磨”(琉璃鬼头
上顶着灯做探海动作，丑婆推琉璃鬼碾转)，乐队伴奏速度加快，表演达到高潮。此时，领头高举令旗
，打场表演结束。　　舞蹈动作有鲜明的个性，其主要角色琉璃鬼的“半蹲平步”，双脚交替迅速高
抬轻落，给人以灵巧、风趣之感。加之那些高难度的顶灯表演给人以艺术的感染。丑婆动作则以“顺
”为特点，所谓顺就是行进时头和身体一侧的肩、臂、腰、胯、腿同时启动，原地动作时则双臂屈肘
，手执棒槌，双腿屈伸，同时，双肩耸动，上身由前向后似波浪式滚动。这样平时称其为顺拐的动律
，造成了独特的动态形象。　　乐队由管乐和打击乐组成。管乐有唢呐、海笛(小唢呐)、笙、闷笛组
成。打击乐同戏曲武场。吹奏的乐曲多为[抬花轿]、[快赞子]及其他民间乐曲。由于许多角色为即兴
表演，故乐曲的长短、速度、强弱由演奏者紧密配合表演。[拉花]  产生并流传在井陉县境内，是一种
个性鲜明的山区民间舞蹈。其深沉含蓄的风韵，刚健、苍凉、压抑的艺术风格，富有表现力的舞姿和
动律，深受群众喜爱，被舞蹈界誉为河北省最有代表性的舞种之一。　　“拉花”一词，在河北一些
舞种中(如《万全社火》、《东寺秧歌鼓》等)是对中、青年妇女角色的称谓，而在井陉县却将其作为
一个舞种的专用名称，其渊源则无据可考。　　《拉花》的产生也无文字可考，在艺人中流传着源于
宋、元、明的诸多传说，但皆无确凿根据。有人依据山西金墓壁画中的乐舞姿态，认为源于金代。然
而，仅据一个舞姿就断定一个舞种起源，未免欠妥。如今，只能从艺人的师承关系、历史实物诸方面
究其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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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完稿搁笔之时，方感全身轻松，疲劳迎来了喜悦。　　此际，那历代参与舞蹈活动的燕赵儿
女们的舞蹈身影顿时浮现在眼前。《中华舞蹈志·河北卷》的编撰出版，就是对他们的回报。这使笔
者久未平静的心情也得到一些宽慰。　　河北省委和文化厅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并拨专款资助，
是《中华舞蹈志·河北卷》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中华舞蹈志·河北卷》在编写
过程中，曾得到《中华舞蹈志》总编辑部主编蓝凡同志和副主编张优同志的指导与帮助，如果没有他
们的热心指导与帮助，《中华舞蹈志·河北卷》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书的。在此特表谢意。　　《中
华舞蹈志·河北卷》是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河北卷》为主要资料编写而成。《河北舞蹈》也
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资料。谨在此说明，并对上述有关撰稿人表示谢意。　　《中华舞蹈志·河北卷》
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河北卷》可谓姊妹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作为舞蹈志书而言，前无
经验可鉴，且编者学识浅陋，笔力羸弱，难免留下遗憾，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今后改进和
提高。　　河北省可谓文物大省，但与河北舞蹈有关的文物史迹，难以寻觅，人卷不全，成为缺憾。
　　　　　　　　　　　　　　　　　　　　　　　　　　编  者　　　　　　　　　　　　　　　
　　　　　　　　　200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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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瑰丽文化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中外人士，其中的舞蹈艺术更是充满了
神秘和美丽的东方色彩。本书为您提供了一个了解东方舞蹈艺术的最佳渠道。徜徉于舞蹈艺术的海洋
中，您将真切的感受到中华舞蹈舞姿的轻盈曼妙、场面的热烈和激情。相信本书定能带给您无限美妙
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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