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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舞的文化特点 

新华网河北频道 ( 2008-06-13 10:35:29 )        稿件来源： 河北日报 

    中国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它在世界上是三大古老文化之一，或称

作世界性三大文明之一。它和其他两个古老文明类型的希腊型、中东以及印度地区型相比较，“是

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文化”。中国文化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舞蹈文化是它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运

用“动态切入法”探索中国舞蹈文化时，既要按历史发展纵向地考虑中国舞蹈文化的特点，还要根

据古代民族的融合、现代民族的形成、几次大的民族迁徙等重要历史事件，按历史断代的、地区划

分的方法对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分析研究。  

    中国的三大文化流派之间，也是从互相抵触、对抗，而发展为和谐相处的。隋唐初期，儒家、

佛教、道教三者尚属三足鼎立。唐宋之后，三大流派对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也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点，许多盛大的带有祭祀性的民间舞蹈，无不和宗教

活动有关，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更是如此，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所在。  

    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动态性的形象艺术，对它的文化探索，自然应该在动态中、典型环

境中运用各种文化知识进行研究。  

    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中，都不同程度地积淀着本民族的民族审美心理、风俗习惯等文化现

象，而且对于民族的形成、迁移居住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舞蹈文化

的探索，就是对舞蹈的内容与形成以及和舞蹈有关的活动进行探索。中国民间舞蹈中有许多奇异的

文化现象，常使人感到惊奇、有趣。例如：为什么有些舞蹈要在一定节日、场地、气氛中进行？为

什么把“一顺边”的动作舞得那么美？为什么许多民族都有戴面具表演的民间舞蹈，它们与中国古

代的驱傩有何源流关系等等，都属于民间舞蹈文化探索的范围。然而单纯地依靠舞蹈本身进行研

究，是无法弄清其源流始末的，还必须借助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地理学、

美学以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纵横探索民间舞蹈形成的文化背景，探索它们的多种文化因素，从而

促进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这一新学科的建设。  

    民间舞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其他学科的原理与方法纵横探索舞蹈文化时所

得的研究成果，由于是既有形象，又有文字，两种文化交融于一体的文化成果，所以对其他学科也

有参考价值，或许还能弥补其他学科研究中的空白。例如：同是居住在牧区的蒙古族、藏族、塔吉

克族都喜爱鹰，把鹰作为英雄的象征，但在他们的舞蹈中所塑造的鹰的形象，其形态、气质、气氛

却各不相同：蒙古族突出勇猛、矫健；藏族则显出强健、稳重、豪放；塔吉克族则表现轻捷、洒

脱，正所谓一鹰三态。  

    蒙古族舞蹈中鹰的形象，是生活在辽阔草原广大牧民的气势和精神面貌的艺术升华，体现了一

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鹰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是一种神鸟，人们认为鹰栖息在人迹罕至的高险岩端，与

天接近，与神为伍，具有神力和灵性。藏族天葬的习俗，也与鹰可以把死者灵魂带往天上的心理有

关。塔吉克族民间舞蹈，虽然也把鹰的气势、神态，对鹰的崇敬羡慕的心理融会于表演之中，但节

奏鲜明，风格别致。不论是鹰起落的跳跃，还是扶摇直上，由低到高的连续旋转，都显得无比轻捷

洒脱，这和塔吉克族居住在帕米尔高原丝绸古道，民间舞蹈中保存有古西域乐舞的文化遗存有关。

由于鹰在民间舞蹈中被赋予人性，具有高贵、稳重的品格，所以人们以崇敬的心情表演鹰的形象。  

    又如，同是喜爱孔雀，以孔雀作为吉祥、幸福、美丽象征的傣族、藏族，他们用舞蹈表现孔雀

时，前者主要用道具舞的形式表现孔雀的优美动态或扮演孔雀公主等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伴奏用

象脚鼓、钹与铓锣；后者不用道具，常以歌舞的方式互问互答，展袖起舞。  

    上述“一鹰三态”、“两种孔雀”等常见的舞蹈文化现象，正是由于民族性格、心理、历史、

自然环境、宗教信仰之不同造成的，必须通过各种学科对它们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才能找出其

文化背景与文化遗存。这种从动态中进行研究的成果，对美学、民俗学和民族学都有参考意义。 

  作者： 齐 昕 编辑： 杜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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