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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傣族民间舞蹈的民族文化特征
 

　   一、 引言  
 　　舞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效地反映了民族

文化的典型状态和样式。民间舞蹈是一切舞蹈之母，民间舞蹈源于民族文化。傣族民间舞
蹈的动作特色、表演技巧、肢体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特色，是其深远和厚重文化内涵的反
映，如果只关注舞蹈形式的绚丽、结构的精密、表现手法的完美而忽视舞蹈背后文化内涵
的价值，是无法真正理解傣族舞蹈的真美内涵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傣族民间舞蹈时，应
对其民族文化内涵给予高度重视。  

 　　二、安详、舒缓的动律 
 　　傣族舞蹈蕴藏着神秘而浓厚的民族氛围，有极高的文化品位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

极尽东方韵致。傣族舞蹈中透出山JlI秀美、人文毓秀的夺目光彩，充满着平和、恬静、隽
永、含蓄的风格，朴实自然毫无雕凿之感。舞蹈动作中那些人体的头、手、臂肘、肩、
腰、胯、膝等每一个关节都尽量弯曲，使整个体态由多种曲线组成，形成婀娜多姿的s型，
无论手的推拉和脚步起伏的动作，还是孔雀舞中的美丽造型的流动美，都具有造型丰富而
个性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会使人们感到秀丽山河的自然律动美，还会使人们感到傣
族人民生活的宁静祥和，朴实自然，更能使人感受到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恬静幸福生活的
向往。  

 　　傣族民间舞蹈风格浓郁，特点突出，感情内在而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感。傣族舞蹈中
上肢的手和下肢的脚以及头都极富有表现力，下体多保持半蹲状态，以膝部柔美的起伏，
身体与手臂形成丰富多彩的三道弯造型。舞时双腿半蹲，双手叉腰，上身向旁倾斜为基本
舞姿。舞时一般前脚掌着地，但不强调有力地踏和跺，落地时轻而稳。傣族舞除下肢有丰
富的步伐、小腿的灵活运用外，手和上身丰富的舞姿也极具特点，手式多样，同一姿态，
同一动作，手式不同就有不同的舞蹈形象和含义。在动态形象上，舞者多保持半蹲的舞
姿，重拍向下，均匀的节奏中，膝部的屈伸带动身体上下颠动和左右轻摆；舞步的踏或
跺，看似着力而下，却是重起、轻落，全脚掌平稳着地等，是动律的基本特征。这种均匀
的舞蹈动律中，有孔雀轻盈、柔美的舞姿，有大象漫步森林和缓、稳健的步态，更有舞蹈
者的生活感受和创造。而且，这些动态形象，是在象脚鼓、铭、钹等乐器和谐打击的伴奏
乐声中，像河水、小溪泊泊流淌，赏心悦目，沁人心脾。象脚鼓发出的“崩、巴、比、
泼”等音响形成各种鼓点，紧密配合舞蹈表演中的动作变化。鼓的节奏平稳、绵延的乐音
和舞蹈均匀的动律相呼应，增强了安详的气氛和热带的风情。这种静态的雕塑感和柔中带
刚的动态舞蹈韵律，使傣族舞蹈既有静态的造型美，又有动态的韵律美。以上说明了傣族
舞蹈的内涵及其形式特征，都是与傣族所居住的自然条件、民族性格、生产方式、审美心
理、文化信仰以及宗教意识分不开的。 

 　　三、“三道弯”和“一顺边”的舞姿造型  
 　　“三道弯”源于古代百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和对水的深切感情，而“一顺边”的美，

则源自高原地区的劳动生活，两者融合后形成的体态是傣族特色的舞蹈造型，这是傣族民
间舞蹈的又一特点。  

 　　“三道弯”的舞姿造型表现在舞蹈中为：保持半蹲状态下腿部做韧性屈伸与颤动，手
臂、身体、腿部都是“三道弯”的特殊动作与造型，这一舞姿特点，一直保持下来。现在
还可以在“软舞”(嘎温)中窥见过去跳舞时的一些踪迹。相比传统的孔雀舞，经过创新改
编的孑L雀舞表演，演员取掉了面具，加强了手、眼、身法的配合。首先是模仿这种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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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特征除了其他相关因素外，让人联想起它与小乘佛教的灵动教义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吻
合，使傣族舞蹈的风格特点更进一步地发展完善了。  

 　　过去，傣族在秋收后扬场中不使用风车，而是两手各持一把大竹篾扇，用扇风的方法
筛选稻谷，这种筛法就是别致的一顺边的动态。当她们右手高举篾扇的同时，右脚亦弯曲
并高高抬起，然后 ，手脚同时向下用力地扇风，身体由右方向左侧转动，左手扇风时，姿
态和转动与右手一致 ，都是手脚同出一侧，作为舞姿造型的一顺边，又和审美情趣有
关。“一顺边是高原舞蹈特有的动律和形态，高原民族的舞蹈中都有这种文化现象。而傣
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在于“三道弯”和“一顺边”融和后，又在傣族也有的安详、舒缓
的动律中体现出来，成为民族审美情趣和舞蹈者的动态形象。

四、孔雀和象的意境  
 　　在傣族民间舞蹈中，“孔雀舞”“象脚鼓舞”广泛流传，傣族视孔雀为神鸟，视大象

为圣象。把孔雀大象这些珍禽异兽升华到舞蹈艺术意境，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文化特
征。  

 　　由于气候及自然条件关系，傣族地区孔雀较多傣族人民很早就有饲养孔雀的习惯。傣
族人民认为孔雀美丽、善良、智慧，是吉祥的象征，对它怀有崇敬的感情。傣族群众常把
孔雀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以跳孔雀舞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歌颂美好的生
活。  

 　　大象，也是热带森林中的珍贵动物，它和孔雀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傣族人民聚
居的地方被称为“大象之国”。唐·樊绰《蛮书》说傣族地区“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
田”，象不仅可以耕田，还可以搬运木材，负重至远，甚至可以组阵打仗，象皮还可以制
成坚固的甲宵。由于象的特殊作用，傣族人把象当成财富的象征，傣族人对象的崇拜渗透
到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傣族人民长期与象和睦相处由此使得象在今天傣族群众中，
具有了吉祥、幸福的文化内涵。 

 　　五、水文化的特征  
 　　傣族人民喜爱水，勤于洗濯，对水有深切的感情，民族心态似水样平和温静。傣族民

间舞蹈普遍平和温静，正显示出水文化的这一特征。说到傣族的水文化特征，就不得不提
及著名的泼水节。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傣语称为“楞喝桑堪”或“桑堪比迈”。傣语
的“楞喝桑堪”，其意就是六月新年。由于欢度新年的时候，要举行热烈而隆重的泼水祝
福活动，外地人都把它称为泼水节。  

 　　傣族人民对水有着深切的感情，并以水表示无比的真诚。从流传下来的《挖井歌》
《祭祀歌》等古歌谣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特点。傣族 自己解释，“傣”有两种含义，一
是英雄勤劳的意思，一是酷爱自由的人，和平的意思。傣族也自称为“鲁傣鲁喃”，意
为“傣家的儿子，水的儿子”。傣族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他们滨水而居，他们
爱水，祈水，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  

 　　傣族人民勤劳勇敢，温柔善良，这是大家公认的；“水一样的民族”，这是对傣族性
格的又一描述他们待人礼貌温和，但外柔内刚，聪明又幽默诙谐像水一样，有时潺潺细
流，温柔而细腻，有时像大江汹涌而澎湃。其性格也是丰富多彩的。舞蹈中也充分反映了
这一特点，傣族舞蹈动作，大多婀娜多姿，节奏较为平缓，但外柔内刚，充满着内在的力
量。潇洒轻盈的篾帽舞，灵活、骄健、敏捷，充满阳刚之气的象脚鼓舞，刀舞和拳舞等都
具有水文化特征。而在孔雀舞的表演中，时而节奏缓慢，动作内在含蓄，时而节奏快速多
变，动作灵活跳跃，感情狂放而豪爽 ，也是水文化的表现。此外，傣族舞蹈以特有的屈伸
动律手、腿、身体都是“三道弯”的动作造型特点，刚柔相济，动静配合的表演，也是水
文化中柔和温情的表现。  

 　　这从上世纪 80年代由傣族舞蹈家刀美兰表演的《水》这一舞蹈节 目中，便可看出端
倪。这个在傣族民间舞蹈基础上创作的节目，它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久演不衰，就是因
为她深刻地表现了傣族水文化的特征。而别人模仿表演《水》时，观众们常常感到和刀美
兰相比大为逊色，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他艺术表演者对傣族水文化的理解不
够深入。  

 　　参考文献：  
 　　【1】张大鸣．傣族生态环境与傣族舞蹈．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  
 　　【2】张志萍．傣族舞蹈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3】李赞等．论中国民间舞艺术【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4】王锋，张晓琴．中国少数民族风情游丛书一一傣族．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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