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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便于研究，我们这里所指称的燕赵区域总体包括现今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
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与燕山南北麓，不仅包括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而且也包括存在其间的古
中山国、代国和邢国等地。
燕赵区域内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连绵不断的战争、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导致了燕
赵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燕赵文化的主体是华北平原的汉族旱地农耕文化，同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
冲突与融合的特征。
燕赵文化虽然与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文化多有交叉和重叠，但它却更具北方文化的
典型特征。
就燕赵文化的气质特性而言，人们多认同它的慷慨悲歌和任气豪侠，这一特征虽非燕赵区域所独有，
但无疑它在该地表现得更为典型，它形成和成熟于战国时期，其后绵延两千余年，成为燕赵区域悠久
而稳定的文化传统。
就燕赵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机理而言，有学者认为，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乃其重要特征。
这既与燕赵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多元构成等因素息息相关，又与燕赵地区的先贤今哲洞烛社会发展
先机，并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魄，对各家各派思想成果择善而从、整合提炼关系至密。
这样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思考燕赵文化无疑颇多启示。
不过，在尚未对燕赵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对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妄加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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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北舞蹈史》是一部地方性舞蹈专史，描绘了自远古至今生长在河北这片土地上灿烂的舞蹈艺
术。
自古以来，河北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交汇、交融之所，在这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和民族艺术的典型方式。
《河北舞蹈史》内容较为丰富，材料翔实，持论谨慎，是一部为中国舞蹈艺术增添了浓郁地域特色的
新史。
《河北舞蹈史》是舞蹈史论专业工作者、史志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舞蹈专业学生的一本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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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秦代舞蹈承上启下秦王赢政灭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国家。
秦王赢政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称为始皇帝。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和简化文字，修弛道，车同轨。
每灭一个诸侯国，就按照其宫室的样子在秦都咸阳仿造一座宫室，依次仿造了六国宫室，并把这六国
的宫廷歌舞乐工及钟鼓等乐器掠人宫中，汇集六国歌舞精华，为秦王朝服务。
据秦始皇时期的丞相李斯称：在地处西部的秦国，有从中原传人的各种传统雅乐和时尚的俗乐，若“
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也可以像中原各国宫廷那样，“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立于侧
，“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三辅旧事》载：“始皇⋯⋯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
”汉代刘向的《说苑》中还这样记载：“（秦始皇）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
、妇人、倡优⋯⋯锦绣文彩，满府有余。
妇女倡优，数巨万人。
钟鼓之乐，流漫无穷。
”秦始皇死后，在为他建造的规模庞大的陵墓中，也有多姿多彩的七国乐舞陪葬。
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短短的15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完成统一，至公元前206年秦灭。
因此，舞史上关于秦王朝乐舞的历史记载不多。
一、秦始皇生母邯郸姬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的生母是邯郸人，古籍中说她是能歌善舞的“赵豪家女”
，史称赵姬。
秦始皇出生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的赵国，他的出生地就在现在的河北邯郸市城区内，他的童年是在邯
郸度过的。
历史上有一种关于秦始皇身世的说法，说邯郸姬有了身孕之后归了子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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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河北舞蹈史》是以河北行政区划为限撰写的一部舞蹈专史。
河北历史悠久，其地方行政建置、区域沿革，可以上溯到尧舜禹时期，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传说，更是
远及洪荒。
因此，本书从远古时期写起，直到当今的河北舞蹈现象，较为全面、系统地搜集和运用了对河北舞蹈
艺术乃至中国舞蹈艺术，有着重要意义和影响的有关出土实物、文献和影像资料。
其中一部分古代资料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独到发现，经甄别首次应用于舞蹈艺术领域。
也有小部分为作者第一手材料，从而使这本书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譬如，第一个引用河北省2004年易县北福地距今7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期的傩舞面具的重要考古发
现，这一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远古傩舞面具，为中国舞史增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实证。
又如，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之上，本书浓墨重彩地叙写了魏晋、北朝时期河北舞蹈的绚丽多姿，形成有
别于中国舞蹈史的阶段性特色。
王玫罡先生的满族宫廷舞剧脚本《阿爸妞式》交于作者，亦属首次公开发表。
本书还整理、分析了汉代著名民间歌舞剧《公莫舞》的最初流行地——冀州（今河北省）中山、常山
、邯郸一带，所产生的时限，并针对其是否代言体歌舞剧，还是乐府歌辞、单人舞等问题，作了研究
性梳理。
起源于北齐、闻名中外的《兰陵王入阵曲》，记录了我国歌舞戏的产生，唐代传入日本。
书中对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多次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舞乐《兰陵王》作了详细考证和记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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