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地秧歌风情

昌黎地秧歌 
巢湖秧歌 
广灵秧歌 
胶州秧歌 
满族秧歌 
祁太秧歌 
陕北秧歌 
高桥秧歌 

秧歌情结

  东北秧歌是在清朝康熙
年间，由流放到塞北的徒囚 
中艺人文士，将内地的戏曲
歌舞带到东北，到了乾嘉时
期，这种歌舞活动与东北人
民的热情浪漫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具稳、梗、翘风格
的秧歌舞，特别是渐渐成型
的秧歌音乐，那锣、鼓、
镲、唢呐等奏出的热烈而欢
快、谐趣而颠浪的曲调，令
人过耳不忘。在东北，无论
农村，还是大小城市，过年
的时候，扭秧歌的遍街都
是，一对一对地比赛着谁扭
得浪，高跷谁踩得好。城市
里，就是在平时，一些中老
年人自动组建秧歌队，晚饭
过后...

满族秧歌 

  满族现有人口985万，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其中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

古等省区和北京市较为集中。由于历史的演进、文化的变迁、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巨大

变化，原汁原味的满族风情日渐稀少且日益珍贵，其中的秧歌便是其中的一例。  

  满族秧歌，民间俗称“鞑子秧歌”，它是满族民间舞蹈中最通俗、最普及、最具生命

力，同时也是最受满族人民喜爱的舞蹈形式之一。  

  根据史书的记载，满族秧歌大致形成于康熙年间。由于满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因而

她比较善于吸收其它民族的文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土壤，秧歌便是满族人民在吸收汉

族文化过程中，学习、借鉴过来，并且加入了自身文化元素的民间舞蹈艺术形式。  

  满族秧歌与汉族秧歌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物的不同。例如满族秧歌中的“鞑子官”

实际上是秧歌队的头，而“克里吐”则是另一个人神兼备的神物；此外，在满族秧歌队中

还有一个丑角，用老满族的话说就叫做“以丑为美，以丑见长”，也有的说：“扭秧歌，

丑来逗，没有丑就没有逗”、“扭秧歌，没有丑，不如调头回家走”。从这些民间艺人的

口头禅中我们可以得知，丑角在满族秧歌里所具有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丑角的作用在于

活泼秧歌队伍，并且在其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除了这个丑角以外，满族秧歌还有如下几个鲜明的民族特点：一是以礼见长。通常秧

歌队伍必须边扭边走，每到一户都要拜茶桌，如果两支秧歌队在一地相遇时，必须要相互

见礼，其中的礼节多达30余种，因该说这和满族人民日常生活中讲礼貌、重礼节的民间习

俗是分不开的。  

  二是动作火爆。由于地域的原因，满族人生性豁达、开朗，因此舞蹈的动作幅度也相

对较大。再有，由于满族秧歌深受萨满舞中诸如跳腰铃等遗风的影响，因而其舞蹈中腰部

的扭动幅度就比较大，其它一些舞姿的动作也比别人粗犷。在旧时，满族人信奉萨满教，

在萨满教的祭天、祭祖等宗教仪式中，焚香、跳神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香又分为太平香与

还愿香，香烟缭绕之际，萨满手抓单鼓，身系腰铃，以舞祭天。在这些宗教祭祀舞蹈当

中，不少都是被吸收过来并改造了的满族民间舞蹈，再加上萨满本身又多是专业的民间舞

蹈艺人，他们又常常将宗教仪式上的舞蹈带回到民间，与民间舞蹈相互融合，相互推动，

所以萨满在舞蹈的风格、技巧等方面对满族民间舞蹈艺术作出了很大贡献。再有，满族妇

女均为“天足”，所以她们扭起来的时候也是很火爆的；舞蹈中男子所用的道具扇子及其

姿势也能给人一种强健、刚毅的感觉。  

  三是赋予舞蹈浓郁的历史属性。在满族秧歌（“鞑子秧歌”）中我们常常能看到舞者

模仿骏马奔驰、雄鹰盘旋，或战争排兵布阵（俗称“走阵”）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使得满

族秧歌与汉族秧歌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民族个性与特征，加之满族秧歌中所保留的对满族

先民早期渔猎生活、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的模仿内容，使得满族秧歌同时还被赋予了记

录历史，再现民族风情的等的独特作用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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