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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傣族的孔雀舞中，模仿孔雀的动作可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和神态。
孔雀舞有几种构成元素：起右脚向前略走三小步，同时左手臂向前划上弧线带动雀翅飞舞，右手随“
飞步”做“对绕”、“下腰展翅”的表演。
舞蹈艺术特征表现在“展翅飞步”上。
舞者由两名男子扮演雌雄孔雀舞蹈。
孔雀起始于先民狩猎舞蹈，自小乘佛教传人后，舞蹈被赋予了佛教内涵，成为民间佛教舞蹈，在傣族
地区的佛寺壁画中，可以见到人首孑L雀身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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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孔雀舞孔雀舞是傣族代表性的动物舞蹈。
孑L雀被傣族人视为美好的象征，以人体动态形象模拟孔雀动作，实际上是将孔雀作为美的对象转换
于人身上。
人体借模仿孔雀的各种动态神态，以得到吸引力和凝聚力，达到将傣族的习俗和社群关系紧密交织在
一起的目的。
傣族的孔雀舞中，模仿孔雀的动作可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和神态。
孔雀舞有几种构成元素：起右脚向前略走三小步，同时左手臂向前划上弧线带动雀翅飞舞，右手随“
飞步”做“对绕”、“下腰展翅”的表演。
舞蹈艺术特征表现在“展翅飞步”上。
舞者由两名男子扮演雌雄孔雀舞蹈。
孔雀起始于先民狩猎舞蹈，自小乘佛教传人后，舞蹈被赋予了佛教内涵，成为民间佛教舞蹈，在傣族
地区的佛寺壁画中，可以见到人首孑L雀身的图形。
2.蝴蝶舞傣语日：“嘎吆”，这一民俗舞蹈来自民间故事传说，如傣文古籍《温腊》讲：“从前的蝴
蝶生活在天上，每七日下凡一次，到人间享受鲜花的芳香，跳舞和玩耍。
有一位老猎人进森林打猎，幸运地见到了蝴蝶正在鲜花丛中翩翩起舞，就上前问蝴蝶：‘你们是从哪
里来的？
怎么这样漂亮？
’蝴蝶答道：‘我们来自天上，人间花香景美，我们非常喜欢，因此七天从天上飞下来玩一次。
’那迷人的场面给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就模仿蝴蝶的种种形态动作创造了蝴蝶舞，用于自娱
自乐和媚神。
佛教传人后，蝴蝶舞也成了佛教节日的喜庆节目而流传至今。
”从这里可看出与傣族社会生活的联系：第一，蝴蝶与傣族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二，蝴蝶与猎人的原始狩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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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区域性少数民族民俗舞蹈》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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