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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元素，她陪同人类从幼年到成人，从蒙昧到文明。
、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的时间流程，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艺术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悠悠岁月，涓涓细流，“乐舞”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综合艺术形态，蕴含
着华夏民族的深层意识，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心灵的结晶。
我国地大物博，多民族、多样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以及不平衡的历史进程，为我国乐舞文化渲染
出一幅与众不同、色彩斑斓的画卷。
　　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它诞生之初，是“诗”、“乐”、“舞”浑然一体，不可分的。
古人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
”所以，我们称之为诗、音乐、舞蹈，这三个元素在古代是三位一体的。
是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历史进程之后，才逐步独立分解形成单独的门类艺术。
　　中华乐舞内容繁多，异彩纷呈，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都各具不同的性格和色彩。
中华乐舞艺术在原始社会中度过了萌芽、形成期，大致在“青铜时代”趋于成熟，然后在封建社会中
进一步发展，从汉至唐，并在唐代达到了最鼎盛时期，自宋以后，随着乐舞的变化而进入转型期。
但也不难发现，中华乐舞是一个整体，有着共通的神韵和风貌，且不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的频繁交
流，相互融汇，就是娱人和自娱、市井与宫廷、宗教和世俗⋯⋯都不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有你的形
式和内容。
　　《图说中国乐舞艺术》将中华乐舞分为宗教乐舞、宴享乐舞、百戏乐舞、四夷乐舞四个部分，并
且笔者本着对敦煌艺术的痴迷，较为粗浅地形成了第五编敦煌乐舞的部分。
这些都是中华乐舞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灿烂的中华乐舞文化，源远流长。
从诞生源头的点点滴滴，时疾时缓，终于汇成了无际汪洋。
在她漫长的历程中，有潺潺清流，也有急流回旋，但它始终奔腾不息，纵横恣肆于神州大地上，奔向
前方，奔向未来。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华乐舞的殿堂，将我华夏民族之风采尽收限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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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古代日常生活或宴饮中，往往有舞蹈和音乐相伴的习俗。
　　有自娱自乐的，有自娱兼娱人的，也有专门歌舞伎助兴的。
　　这类乐舞因为和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的面貌。
　　以唐代为例，有学者将宴饮生活中的乐舞作了详尽的分析：　　一、“以舞代言、以舞尽意”　
　在中国古代，贵族阶层人士一般都受到良好的音乐舞蹈教育。
　　宴享中，人们往往以即兴歌舞的方式进行交流，　　以表达愿望、交流情感或者展现自己的艺术
才能。
　　当这种交流方式成熟而且盛行时，在宫廷宴饮时还用来向皇帝讨封或者进谏。
　　二、“以舞佐宴”　　歌舞佐宴是贵族宴饮活动中的一项消遣。
　　所谓“尘随歌扇起，雪逐舞衣归”，宴享乐舞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女乐舞者高超的舞技和乐人灵活多变的唱、奏技能，也体现在他们所作节目要根据宴享者喜好而
定，宴享者喜怒无常，乐舞节目也要灵活应对。
　　三、“歌舞艺妓”　　古代的歌舞艺妓在社会中是没有地位的。
　　她们用自己手中的乐器、自己的歌喉、自己的肢体来谋生活。
　　唐代出了例如关盼盼、泰娘、张好好、灼灼等风华绝代的歌舞伎。
　　她们一生悲凉，但是却用她们的艺术表演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尊重。
　　自居易曾有诗云：　　“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
”　　就是对于她们技艺高超的赞叹，对于她们悲惨处境的惋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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