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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对甘肃地方戏曲表演的影响

[作者：周 琳 来源：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 更新时间：2006-10-19]

     民间舞蹈与地方戏曲是两种类型完全不同的艺术品种，但她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出自于民间，深受民众的喜爱和欢迎。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

的民间舞蹈，经过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

涵，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

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作为有几百年历史的甘肃地方戏曲在其形成、发展、繁荣和衍变的

过程中，特别是在表演方面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民间舞蹈的元素和养分，不断充实、完善了自己的表现手段，成为民众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 

     （一）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如此，地方戏曲也是如此。民间舞蹈与地方戏曲的时

间性，即舞蹈文化与戏曲文化的纵向面，展现舞蹈与地方戏曲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

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与地方戏曲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两种形式。两种形态的生

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众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

用。民间舞蹈与地方戏曲的空间性，即她们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和地方戏曲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

之为“空间文化层”。 

    如在甘肃民间流传至今的传统民间舞蹈《剑舞》，无论是从“时间文化层”还是在“空间文化层”的意义上讲，在甘肃后

来的地方戏曲的表演手段上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甘肃，几乎所有表现“舞剑”形式的地方戏曲都吸收和借鉴了古代民间

《剑舞》的优秀传统。唐诗人岑参“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的诗句说明，河西走廊一带在唐代就流行此种舞蹈

艺术。敦煌画上所描绘的唐代舞姿，在今天河西走廊民间舞蹈中还有若干保存，当地把一种手持水流星跳的民间舞叫做“剑

器”。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唐史所载的《西河剑器》和清人见甘肃女子舞《剑器》的历史，以及“酒泉太守能剑舞”的诗

句，都和甘肃这个地方有关系。虽地方戏曲在借鉴传承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其本质的东西仍会或多或少的保存下来。 



     在甘肃，特别在春节期间，武威、张掖、平凉等地社火盛行，地方小戏曲穿插其中，表演时往往是“春官”开路，其后

是鼓乐等各种表演队，多有腰鼓、蜡花、花鼓等队列。元宵节的晚上，民间舞蹈活动更为广泛，满街灯火灿燃，雪岭晴川相

互辉映，“游人杂沓，达旦不休，歌呼呜呜，秦声盈耳”（见清代《岷州志》）。“踏歌”是人们手拉手一边唱一边随节奏

而舞蹈的民间歌舞形式，这种舞蹈相传已久，唐代敦煌地区，有“寒食”踏歌的习俗。明清时，“踏歌”更是节日赛会中不

可缺少的一项活动。《甘州府志》载：正月十五晚上“庶民作花炮、竹马、龙灯、踏歌戏舞街市，以庆丰年。”清代诗人汪

士□有诗写道：“社鼓逢逢禳赛时，青旗白马二郎祠，踏歌游女知多少，齐唱迎神舞柘枝。”字里行间，无不反映出甘肃民

舞中仍有“踏歌”的内容。今天甘肃各地还可见到许多与唐宋乐舞有着历史渊源的歌舞，如宋、元以来的《秧歌》、《蜡

（拉）花》等，都保留在今天的民间社火中，而唐宋时的《跑旱船》一直流行于民间。甘肃省不少地区表演的《大头和尚戏

柳翠》亦是沿袭了宋代的《花和尚》和《耍大头》。流行于天水地区的民间舞蹈《云阳板》（俗称打夹板），舞者双手执长

约尺余、宽二寸的木拍，起舞时两手各执拍板下端拍打，拍板随舞步节秦上下左右拍击。从道具的造型看，是一种古代乐

器，与敦煌壁画中的拍板及击法相似。这些民间舞蹈中的表演元素和基本动作，被后来流行于甘肃民间的地方小戏曲大量吸

收并使用，特别是在小曲子戏中表现尤为突出。如敦煌小曲子戏《撞黑煞》，酒泉老曲子戏《闹书馆》、《姐儿卖菜》，平

凉曲子戏《二胍子赶车》、《俩亲家打架》、《挖蔓菁》，秦州平腔戏《哭坟》、《小和尚捕蝶》，太平车戏《红娘戏张

生》，通渭小曲子戏《赶坡》以及高腔戏、玉垒花灯戏、西礼曲子戏、民勤小曲子戏中的民间传统剧目《牛娃指路》、《绣

红鞋》、《闹老爷上轿》、《墙头会》、《二姐娃醉酒》等，这些剧目的很多表演手段，都是艺人们借鉴了社火中民间舞蹈

的表现方式，来充实自己的表演效果，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西凉乐》代表性舞蹈“方舞”（四人舞）舞者装束为：头戴假髻，插玉支钗，身穿紫色丝褶，

白色大口裤，袖子上用五色丝布横断接袖，此种装束在今甘肃的地方戏曲中多采用。 

（二） 

    地方戏曲的物质载体是人在舞台上的行动（表演），以语言、歌唱外，诸多的舞蹈动作成为主要表现手段，通过一定的情

节事件表现人物性的矛盾冲突。地方戏曲由于演员在舞台上塑造出具体、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可以让观众通过视觉和听

觉进行直接的审美感知，同时还可以通过舞蹈动作创造出独特的氛围和意境，使舞台上的角色和舞台下的观众进行动态式的

交流，因之能够产生极为强烈的艺术感染效应，达到别的艺术所不能取代的社会功能和影响。舞蹈形象和戏曲形象都是直觉

的艺术形象，但它不是一种静止状态的直觉形象，而是流动状态的直觉形象。人物情感、思想、性格的表现，情节、事件的

发展，矛盾冲突的推进，情调、氛围的渲染，意境的形成，都要由一系列舞蹈（或称之为戏曲舞蹈）动作所组成的艺术语言

的不停顿地发展、变化来完成。所有艺术形象的动作性，无不包涵着民间舞蹈艺术的表现手段—人体的舞蹈动作。 

     甘肃地方戏曲中吸收的民间舞蹈的动作元素，可大致分为表现性动作、再现性动作和装饰性联结性动作三类。表现性动

作是戏曲艺人通常用来表现故事人物的情感、思想和性格特征的动作。这类动作具有一定的类型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如表现



人物激情时，急速地跳跃、旋转，描绘人们细腻的思想感情和抒发人们宽阔胸怀的圆润、流畅的缓慢动作，以及具有不同人

物性格特点，表现不同阶层人物思想感情、风格特点的表现手段均属此类。再现性动作，是展示戏曲故事中人物行动的目的

和具体内容的动作。这类动作具有更多的模拟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多数民间戏曲艺人借用传统民间舞蹈中的穿针引线、上楼

下梯、坐船行舟、武斗厮打动作等均是。装饰性联结性动作一般没有明显的含义，在戏曲表演中起装饰和衬托的作用，有时

也用它作为表现性动作和再现性动作相互转换和连接的过渡动作。如戏曲艺人借用的民族传统舞蹈中的云手、晃手、垫步、

错步和一些群舞中作陪衬的造型姿态动作等亦属此类。 

  《诗经•大序》中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暖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就从发生学方面对舞蹈艺术的特长作了很好的说明。因此，我们说，舞蹈在表现人的情感方面所具有的

真实、直切、纯朴、激越、丰富、深厚等往往是其他艺术所经常借鉴的。 

甘肃地方戏曲剧目中，常用舞蹈动作来表现语言和歌唱所难以表达的人物情感的那一部分内容。如肃州老曲子戏《闹老爷找

驴》一折，在表现闹老爷一觉醒来，发现借来的毛驴不见了，由于这是他借难缠的农妇的，于是他急忙起身，下楼、开门、

在街上寻找的一段舞蹈动作，就把他内心的焦急、慌乱、忧虑等内心的情感作了非常生动、形象而深刻的表现。在这段表演

中，既没有语言也没有歌唱，因为此时此地闹老爷的思想感情是语言所不能予以充分表现的，所以，这里的舞蹈身段就起到

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作用。 

    总之，民间舞蹈对甘肃地方戏曲的表演影响是巨大的，直观的，探索和研究民间舞蹈和地方戏曲表演的关系是很有意义

的。 

2006年7月11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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