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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舞蹈是 古老的艺术门类，舞蹈包含了原生态艺术的基本元素，“原生态”舞

蹈，保留了先民的文化心理、这是较少受到“现代化”侵入的具有“文化源头”意义的民间舞蹈。原

生态舞蹈与民族民间舞蹈具有共通的神韵与风貌，具有独特的文化心理；突出体现在以图腾符号

为神圣力量的崇拜心理，以生命本体为主题的仪式神圣心理；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文化心

理；以民间生活为基调的大众文化心理和以原初样态为基础的稳定心理结构等。 

   
  【关键词】：原生态；舞蹈；文化心理；特点 

  舞蹈是我国 古老的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所称“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乐”则是一种综合

艺术形态，反映着民族精神的深层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古人认为，“诗，言其志也：歌，

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注）包含诗歌舞乐基本要素的这个

古老艺术是先民自然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其个体生物肢体的活动内容。这种原始的艺术形态产生

之后，就作为原生样态的先民心理结构图式沉淀于人类的文化记忆中，并成为人类在漫长发展道

路上须臾无离的忠实伴侣，陪同人类从幼年到成人，由蒙昧到文明。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和文化

传统，不平衡的历史发展．对这种原生态艺术产生巨大影响，异彩纷呈的舞蹈由原生性的源头流

变至今已成为民族智慧和心灵的结晶，而原生态舞蹈则作为文化艺术发展链条中的第一环具有基

础性永恒性的意义，作为现代社会所有文化艺术演进长河中的源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毫无疑问．当代舞蹈中内含了原生态艺术的基本元素，但原生态舞蹈既作为一种舞蹈发展演

变中受到社会文化心理影响 少的艺术形态而存在，又作为一种相对现代社会而言更具有民间性

与“草根”意义的舞蹈形态而受到关注。 

     
  目前关于原生态舞蹈并没有确定的定义，不同的人尚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其原生性意义．则

无可争议。资华筠在谈到舞蹈诗《云南映象》时发人深省地说：…原生态’文化具有比较严格的界

定，它是木之本．水之源——为民众及艺术家所共享。《云南映象》显然是艺术家创作的舞台艺

术品，凝聚了艺术家的个性化创造和相当程度的舞台包装．而非民间艺术的‘土坯’。或许在历史

的演进中，其中的某些‘舞蹈元素’能够成为汇入奔腾不息的传统长河中的新鲜水脉，但那将是一

个渐进的、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盲目打出。原生态’之品牌，既低估了《云南映象》的艺术创

造力，更会混淆‘文化源头’的概念。”（注）一般认为．原生态舞蹈是广场的而不是剧场的，是自

娱自乐的而不是表演性质的．是参与的而不是观赏的，是随机的而不是规范的．是省力的而不是

刻意的．是常态的而不是超长的．是传承的而不是创编的。（注）原生态舞蹈是由普通民众负载．且

由他们在民俗仪式或民俗活动中传承的民间舞蹈。 

     
  因此．可以看出，所谓”原生态”舞蹈．并不仅仅是当下众多舞蹈形式中的一种，而是保留先

民文化心理、较少受到“现代化”侵入的具有“文化源头”意义的民间舞蹈。研究原生态舞蹈的文化

心理，就是研究舞蹈的起源，研究舞蹈的基本文化内涵。 

     
  我国民间舞蹈具有强烈的原生性。品类繁多、性格各异的民族民间舞蹈．与原生态舞蹈血脉

相连；作为一个整体．民族民间舞蹈应该作为发展了的原生态舞蹈，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内容。或者说，原生态舞蹈与民族民间舞蹈具有共通的神韵与风貌，反

映了原始艺术特定的文化心理特征。 



  一、以图腾符号为神圣力量的崇拜心理 

     
  当代美国著名的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谈到“原始舞蹈”时认为，“原始艺术既不是产生于

单纯的好奇心，也不产生于创造性的冲动本身，原始艺术的目的，并不在于去产生愉快的形象．而

是把它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实践工具和一种超凡的力量。”（注）这种超凡的力量就是“图腾崇

拜”。图腾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标记和象征。图腾文化作为形成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原

始积淀层，具有民族文化之元、民族灵魂之源与人性之本真的元初意义。涂尔干在分析图腾崇拜

时认为．在氏族成员之外“存在着支配他们同时又支持他们的力”，（注）这种力是宗教力，它是

群体群体成员中所激起的情感，这种情感已经投射到了体验他们的意识的外部，并且对象化了。

为了对象化，它们被固定在某种客体上，如图腾，于是这些东西就变得神圣了。所以．图腾本原

是在它所寄托的事物之外。（注）图腾崇拜在于部落和氏族成员对图腾的社会本质．即隐藏在其

背后的宗教力这种社会力量的神圣感情和心理归依感。原生态舞蹈就是表现图腾崇拜或本身即以

某种作为图腾符号的动物动作为舞蹈动作．使其获得群体认同的标记性，满足和实现社会性集体

意识和归属心理。 

     
  例如，龙舞是汉族各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舞蹈形式．这是和汉族人民对龙的图腾崇拜分不开

的。龙，在神话传说中是吉祥的象征，它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舞的历史悠久，史料记载，汉

代时人们就舞起长龙以祈天求雨。汉代董舒《春秋繁露》记载．春夏秋冬祭祀中．分别舞青、赤、

黄、白龙。舞龙可以求除害、祈福、五谷丰登等，这种舞蹈形式千百年来世代相传，不断创造．今

天流传在各地的龙舞各具特色．从”龙”的材料构成上来看有火龙、布龙、草龙、百叶龙、板凳龙、

纸龙、人龙等；从舞蹈的队形来看，有”龙腾云”，“龙下海”、“龙戏水”、“龙滚潭”、“龙翻沙”、“龙

出洞”、“龙摆尾”、“双龙抱柱”、“海龙寻珠”等，这些动态造型表现了人们想象中的龙的形态与习

性。龙舞作为典型的汉族图腾崇拜性舞蹈．都源于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和祖先信仰的需要，反映了

华夏民族对生命的追求和生活的向往，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愿望。龙舞深刻地表现了汉民族

对以祥瑞为文化内涵的图腾符号的崇拜心理，显示出他们向往幸福、自由、平安、协和的强烈心

理需要。 

二、以生命本体为主题的仪式神圣心理 

     
  仪式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仪式舞蹈在原生态舞蹈中占有重要位置，从一些仪式舞蹈中我们可

以发现一些古老的仪式对人们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的深远影响。仪式舞蹈产生于对超自然神灵的

敬畏和依赖．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里曾提到：“原始氏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

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恩格斯也曾经说过舞蹈是原始祭祀活动中 重要、 精彩、

激烈的部分。 

     
  在原始社会，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巫术祭祀等活动都离不开舞蹈．甚至有人说“一切跳舞

原来都是宗教的”。巫术即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两者的区别在于：宗教是通过祈祷祭祀，祈求

自然与外界事物的恩赐：巫术则是操纵虚构的“超自然力量”，企图驾驭自然与社会，实现施行者

的非人力所能实现的意图。巫术是在科学尚不昌明的时代．人们认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实用

手段，不少娱乐与之有关，巫术与舞蹈同样紧密相联。不论是宗教还是巫术，都是以仪式舞蹈为

行为方式。 

     
  仪式舞蹈在行为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膜拜行为，一种是模仿行为。无论是对神灵的膜拜

还是以神灵依附及扮装神鬼，目的都是为了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实现驱邪纳吉。在仪式舞蹈的显性

形式之后，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心理结构．就是人们由对死的恐惧和生的渴望组成的生命意识。这



个生命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体自身生老病死的焦虑．人们用鬼神意识来解释生命程序，

把生者病死归结于鬼神的作用，由此衍生出一套与生命循环相对应的各种仪式。二是人们对用以

维持肉体生命的对物和畜牧等物质资料的追求所形成的仪式舞蹈。（注) 

   
  仪式舞蹈的主题是生命本体，表现形式是以富于宗教性感情的严格而传统的既定舞蹈动作程

序．以使自己和进入仪式的人们以神圣的心理从这些程序中体验并深信不疑地感受到神灵对生命

本体的佑助。例如，佤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木鼓舞”的习俗．他们将“木鼓舞”看成很神圣的仪式。

在佤族人们的历史上，“木鼓舞”通常在本族人受到外族人入侵时、村里的老人过世时、取外族人

的头颅祭祀古神时，敲鼓而舞。现在“木鼓舞”在佤族大多在两种情况下跳，一是村民拉木鼓回村

寨时跳，二是有重要的活动在木鼓房中所处的村寨中跳。“木鼓舞”原始风貌浓厚，动作丰富．舞

者时而站成两横排或两竖排交错变动，时而相互拉手将木鼓围成圆圈伴随着鼓点而舞，舞蹈情绪

激烈，狂野粗砺．在简单奔放的律动中勃发出生命的情感。 

  三、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文化心理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天人合一”

的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原始文化心理中，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自然秩序的服从，并在此基

础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的初始含义为“神”，是指通过神或神

性表现出来的天地秩序。它统摄一切，人只能消极被动地顺从。在不断变化中，人对天的认识不

断发展，人们后来认为天即自然，是指大自然及自然界的演化规律。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

和谐统一。人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地的本性与人的本性是内在统一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绝对依赖而和谐。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

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

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

始文化心理。表现在原生态舞蹈中，就是反映人们祈天祷地、求取风调雨顺的各种仪式舞蹈，而

具有原生态性质的民族民间舞蹈，也含有大量类似内容。 

     
  例如，鄂温克族的“篝火舞”就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生态舞蹈。鄂温克族是一个以狩

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他们的舞蹈主要是游戏意味的而非宗教意味的，是狩猎劳动在舞蹈中

的反映。“篝火舞”，也被称为“圈舞”．可以追溯到鄂温克先民烧荒引兽、放火寻兽的原始时期。

初，篝火舞只是人们在夜晚围着火堆手拉手而跳，后来即使在晴朗的白天人们也手拉手围着大

树而舞．舞者不分男女载歌载舞，群情激奋，直至兴酣意尽，舞蹈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交融。

再如，居住在我国海南岛地区的黎族，在他们的文化习俗中，舞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大部分

舞蹈都是和人们的劳动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他们的《打柴舞》就是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直接相联

系的一种跳跃性舞蹈。舞蹈时，人们在空旷宽敞的平地上放上两根四方木．两木相距四米，木上

架起六至八根竹竿，由六至八人分别蹲在两边，双手各执竹竿的顶端．在方木上有节奏的敲击，

舞蹈者在竹竿分合的空隙中穿梭、跳跃、转身，周围群众会有节律的加以吆喝，舞者也会因为合

不上竹竿的节奏而引来阵阵笑声。据说这种独特的舞蹈形式与当地人们上山打柴穿越藤蔓的行走

有关。这些舞蹈反映着人们的生存样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折射着人们先初时代的文化心

理。 

 
  四、以民间生活为基调的大众文化心理 

     
  原生态舞蹈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内容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是民间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一个部分，

是以民间生活为基调，以大众审美为旨趣的民间舞蹈艺术。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对原始民



族的舞蹈艺术进行了考察后认为：“再没有别的艺术行为．能像舞蹈那样的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

原始人类无疑已经在舞蹈中发现了那种他们能普遍地感受的 强烈的审美享乐。多数的原始舞蹈

运动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只要一追溯我们的童年时代，就会记起这样的用力和迅速的运动，倘使

持续的时间和所用的力气不超过某一种限度是会带来如何的快乐。因这种运动促成之情绪的紧张

愈强，则快乐也愈大。人们的内心有忧动．而外表还须维持平静的态度总是苦的：而能籍外表的

动作来发泄内心的郁积，却总是乐的。（注）所以，原生态舞蹈反映的是大众文化心理和普遍人

类情感。如彝族 普遍的歌舞形式“打歌”．真实的表现了他们质朴而浓烈的情感生活。无论在田

间地头还是屋里屋外，只要一把芦笙或一把三弦，人们就能欢乐起舞。歌舞者白发而成，边歌边

舞，舞步时而激烈时而舒缓．歌舞者的情绪随着山歌的变化而变化。有打歌调称：“弹弦唱调来

打歌，一夜打过十里坡，口不干来脚不软，越打心里越热火”。民谣谈到打歌时称：“天跺通了，

用云彩去补；地跺通了，拿地瓜藤去补”。这种源自内心的欢乐情绪通过歌舞的形式更强烈地“转

移和激动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是人类 基本的活动．原生态舞蹈以人类体力活动形式为舞蹈的

基本表现形式，形成反映劳动活动的原生态舞蹈，同时表现在劳动中自然流露的美好感情。例

如．流传于中国南方产茶区的“采茶舞”，也称“茶歌”，“采茶歌”、“唱采茶”、“灯歌”、“采茶灯”

等。这些舞蹈中的动作模拟采茶劳动中的正采、倒采、蹲采以及盘茶、送茶等动作，有时也模仿

生活中的动作，如梳妆、上山以及表示青年男女爱慕之情。（注） 

 
  五、以原初样态为基础的稳定心理结构 

     
  从原生态舞蹈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样态而言，我国原生态舞蹈保留原生态艺术的原初特点，

具有原生态、原性态、原情态、原心态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结构既反映着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又

体现原生态舞蹈稳定的文化心理特点。 

     
  首先，原生态舞蹈的原生态。原生态舞蹈起源于原始舞蹈，历经千年世事变迁，其神韵与风

貌未有移易，其蕴涵的文化心理影响和导引着其后的舞蹈。 

     
  其次，原生态舞蹈的原性态。我国传统文化心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按照儒家思想，人性

可分为人的本性与习性。前者属自然之性．即食色之性，后者属社会之性，即文化养成之性。食

色之性是饮食男女的一种生命本能．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能量，而这种原始能量是盲目冲动的，只

有文化的养成习性才能使它得到释放。原生态舞蹈的原性态的，是指其包含着丰富的人性内容：

既包含了人的原始本性．又包含着提升这一原始本性的文化习性。它是把人的原始本性与文化习

性这两种性态融为一体的舞蹈。 

     
  再次．原生态舞蹈的原情态。所谓情态．从外在指向而言．即指人的亲情、友情、爱情：从

内在指向而言，即指人的激情、热情、性情。这六种情感．在没有一种文化引导时，它们的存在

方式是自在的。当有了一定文化的引导，这种自在的存在方式就变成了自为的。文化的引导可以

从正反两个方向发生作用：一是正面的作用：一是负面的作用。正面的作用可以把人的情感引向

健康和谐：负面的作用可以把人的情感引向病态或变态。我国原生态舞蹈作为先民的原始艺术．是

其积极而奋争的生命活动的反映．在其发展中．不断充实了丰富而又健康的情感内容。它是因情

而生，应情而发。这种情感是自内而外的。从内而言，是原生态舞蹈活动者情感的溢出．是激情、

热情、性情的养成与抒发形式。从外而言．它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寄托方

式。 

     
  后，原生态舞蹈的原心态。这种原心态，保持着人类童年的率真．存续着早期梦幻的记忆。



如果与现代生活为观照，过度文明化造成的心理浮躁在质朴洁净的原心态中．也许可以获得一点

心灵皈依感。在这样的舞蹈中，浮躁的心性就会得以静养，为物所役的、迷失的自我就会找到精

神家园，使我们在自我灵肉的世界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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