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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

前言

2000年9月，历史将我推到了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位置上。深感责任重大的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一
所边疆综合艺术院校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可能是什么。如何不辜负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的厚望，在自
己的任期里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获得新的办学收成。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
活动，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学院
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
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就成为新班子新生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
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
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筑的犬牙交错状态与后院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
中；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够而被提议“合并”的悬剑仍在项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性，
成为新里程途中首先遇到的关隘。勒紧裤带，创造条件建设校园。我们设法获得政府的支持，废除了
穿过校园、将校园一分为三的不合理的城市规划道路，从而获得了校园被占用的近20亩土地；建成了
美观、现代、受人交口称赞的12000平方米的四号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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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结集出版发行，是云南艺术学院“‘十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规划国家西部项
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组成员凝聚了自己心血与智慧的成
果，是课题组全体成员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暨云南艺术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的一份特
殊礼物。本书内容包括：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研究；璀璨的佤族传统文化；大理
洱源西山地区白族民间打歌“哩格高”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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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裕祖，彝族，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华学院科研建设规划办公
室主任。历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系主任，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云南少数民族舞蹈理论学
会副理事长。系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会员。曾担任云南省第
八届体育运动会、云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歌舞总设计、总编导、总导演
。1982年至2002年，承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
卷》白族、彝族分册副主编：出版专著《云南民族舞蹈史》，发表论文百余篇，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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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杏坛拈花(总序)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南涧彝族“跳菜”舞蹈传承的现状分析
纳西族东巴舞蹈传承人调查——以香格里拉三坝乡为例云南白族巫舞及霸王鞭舞传承状况的调查报告
白族“霸王鞭舞”调查与研究楚雄州双柏县法脓乡者科哨村彝族“大锣笙”考察报告云南省砚山县维
摩乡幕菲勒村祭祀舞蹈——“顶灯跳弦”调查报告浅析德昂族“水鼓舞”的变迁与传承——以潞西市
三台山乡德昂族“水鼓舞”调查报告为例记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陇巴村勒巴舞“与虎共舞”：宗
教与世俗的和谐——云南彝族“老虎笙”文化内涵与传承分析云南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乐舞文化的关
联性浅析苗族芦笙舞的文化价值及其创新发展怒江州福贡县傈僳族民间传统舞蹈文化特征及演变初探
从玉溪花灯的发展看花灯舞蹈文化建设的价值璀璨的佤族传统文化佤族民间乐舞教材建设与其在高校
图书馆建设中的作用景颇族婚丧乐舞文化现状初探云南彝族尼苏支系烟盒舞初探关于傣族传统民间舞
蹈的传承与发展试论民族舞蹈的保护与传承——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舞蹈为例云南跨境少数民族音乐
舞蹈教育特殊性与对策研究论云南石屏彝族海菜腔、烟盒舞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大理洱源西山
地区白族民间打歌“哩格高”初探博大精深的云南藏族乐舞文化论少数民族舞蹈多渠道保存与多层面
发展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综合研究附录附录一：项目最终成果简介附录二：
“云南民族民间舞蹈传承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专家鉴定结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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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毕摩为一老者，时而念，时而唱，另有两位年纪稍小点的人和他一块儿念，这应该是口传心授的传承
方式。据了解，老人也是向老一辈一句句口耳相传学会的，其经文中的一些内容他也不是很清楚。念
了近半小时，接近尾声时，家中的一位老妇人在屋外与毕摩对唱起来，约持续了十分钟，之后，毕摩
把酒端给主人，主人敬天地之后，喝下酒。毕摩把清水喷到地上。毕摩念、唱完后，主人家便招待跳
锣队及另一些随从人员吃饭。吃饭在堂屋内，不用桌子，而是把四面锣分开放在四角当桌子，装菜的
碗便放在锣上，大家六七人一“桌”，围坐而食。菜肴有洋芋、茄子、莲花白、肥猪肉。每人一个碗
，先喝酒，喝完酒才吃饭。吃饭时，不时有人用彝族罗婺支系语唱上几句，长辈唱时，小辈便不能唱
。屋内吃饭的人全是男性。吃完饭，跳锣队拿起大锣，先行敲锣出发，两个驱白虎者进入堂屋，拿了
碗底压着的钱，并拿起铁链舞动，一间间房子敲打驱鬼，最后关上每间房屋的门。两人从另一条路离
开。主人拿着点燃的香到堆放谷物，畜养牲畜的房子旁，将香插到房门缝上，祈求来年的丰收。之后
，跳锣队又去了两户人家跳傩驱疫，其程序与第一家相同。下午一点半左右，两支跳锣队各自从不同
地方相聚在村里的一块空地上，在这里，他们将为村寨跳锣驱疫。空地中央放着一堆松枝，松枝下伸
出一根木头。这次跳“大锣笙”的人有二十人左右，其中有村支书、副主任，还有两个小孩，会跳的
人都上来表演，为村寨驱鬼，周围有四十多人观看。舞蹈开始，跳锣队围着松堆呈圆圈而边击锣，边
跳跃，遇到那根木头则跳过去。舞蹈仪式的程序与在村民家跳的一样，只是因为人数众多，显得更加
热闹，有气势。在这儿跳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领舞者，他穿着彝族的白布小褂，戴着白色头包，头包
上插两根羽毛，右手拿一把扇子，队伍跟随着他手中扇子的节拍、方向而舞蹈。舞蹈持续约半个小时
结束，这时毕摩等五个人在松枝堆旁站成一排，四人手持点燃的香，一人手持一根编织过的草茎，开
始念经、唱经，用来驱鬼祈福，唱完后，持草茎的老人将草茎从中折断，象征与过去的一年从此一刀
两断。结束后，跳锣队休息约两小时，为下场戏做准备，届时，师公、师母将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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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是“‘十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规划国家西部课题”——
“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组历经三年完成的最终研究成果汇编。本课
题自2005年立项以来，云南艺术学院党政领导及“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
课题组在收到文化部“文教科发[2007]30号”文件及“立项通知书”后，对该课题予以高度重视。云
南艺术学院院长吴卫民教授、副院长李晓明教授及科研处、舞蹈学院、文华学院领导分别在学校、院
系科研会议上进行了宣传发动，在经费、人员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以确保课题顺利进行。我作
为主持本课题的负责人，曾先后多次召集课题组全体成员召开课题各阶段研究工作计划进度的部署、
检查与督促的专题业务会议，使每一位课题组成员明确了各自承担的任务与分工，并向课题组成员提
供了符合体例的研究成果参考样本。鉴于时至2007年3月，我从事舞蹈工作已达44年，达到国家规定退
休的条件。对此，许多关心我的师长、同事、学友纷纷劝勉说：你拼搏了一辈子啦，曾经多次担任省
州级大型艺术节、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总编导；你用二十余年的时间杰出地完成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
首项国家社科艺术学重点科研课题——《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白族民间舞蹈》及大
理州12个县的舞蹈集成县卷本的组织、指导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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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是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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