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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舞蹈志：云南卷》第一次以志书形式系统记叙了中华各民族舞蹈的历史渊源、衍变风格、
演出形式、音乐伴奏、服饰道具、以及有关风俗节令、信仰礼仪、工艺美术、文献考古等史料，填补
了中国文化史料和研究的一项空白。
全书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卷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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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述　　一、云南民族舞蹈史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云南相继出土了距今一千七百万
年前的小龙潭腊玛古猿化石，八百万年前的禄丰古猿（人类直系始祖），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
人”及距今三至四十万年的“昭通人”、“西畴人”、“丽汀人”、“昆明人”等古人类化石。
从古猿猿人一古人－新人四个发展阶段，都有化石被发现，组成了一条人类发生发展链，说明云南是
人类的一个起源地区，在人类的初始时期，就有人群牛活在这块土地上。
　　云南在几个县二十二个地点发现了旧石器，“元谋人”足已知的最早川火者。
说明云南足中华文化曙光的升起地之一。
云南共发现三百多个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屋基、炉灶、窖穴、墓葬等遗迹，还出土了石珠、骨镯等人
体装饰艺术品。
尤以沧源崖画为代表的原始绘画艺术，达到厂很高的艺术水平。
　　舞蹈是随人类的发生而发牛，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与生俱有，与时俱进的。
云南是人类发祥地之一，“元谋人”应会舞蹈，云南也应是舞蹈的起源地之一。
云南旧石器遗址很多，但目前尚难考证出这些远占人类义化遗址与舞蹈的关系。
现存最早的舞蹈图像，当属新石器时期的沧源崖画舞蹈画像。
沧源崖画的卜个点中，可以明确判断为舞蹈图像的有“五人圆舞”，羽人舞等。
圆舞及羽人舞在当今的佤、傣、彝、哈尼、景颇等族中都还有存活。
云南还发现原始崖画二十三处，其中近卜处有舞蹈图像，有些崖画的确切年代尚在考证中，但有蛙人
舞像的元江九老峰它克等崖画点亦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它们的位置多在滇南，舞者多为羽人、蛙人
，又多祭仪性场面。
　　　　三下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开始进入奴隶社会，此时云南大地上生活着“昆明人”等部
族，他们多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采集、狩猎、游牧一时期。
从新石器时代起，羌人沿着横断山脉河谷通道不断南下，与原分布在云南的“昆明人”等土著居民相
融合。
此时在云南已形成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
中原地区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社会大变革，云南。
境内的各族体，由于距离内地较远，多保持着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及各自的文化特点。
各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怒、独龙、傈僳、基诺、部分哈尼族及佤族中心地区
的西盟等地，都尚处于原始社　佤会末期，云南各族不同的社会形态，形成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
　　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基诺族，每年都要隆重祭祀大鼓，跳大鼓舞（“司土国
”）。
相传，在远古时候，洪水淹没了大地，基诺族创世女祖阿麦尧白选了一个大鼓，把仅存活的么黑么妞
兄妹俩放进了大鼓，他们在洪水中漂流。
洪水退后，大鼓就在司基作密处停下，两兄妹从鼓中走出，结了婚，共同耕耘，繁衍了基诺人民。
为了感谢女始祖阿麦尧白，每逢过年都要跳“大鼓舞”。
基诺族大鼓舞存活在原始社会里，它的传说明显带有母系社会和血缘内婚等古老遗风。
20世纪50年代初，哈尼族部分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有的地区每年都要祭“奥玛妥”，红河县车右乡的哈尼族中老年妇女要跳“棕扇舞”。
“奥玛”是哈尼人的女始祖，她创造了世间美好的事物。
“奥玛妥”祭是祭祀寨上认定的一棵神树，神树就是“奥玛”的化身，这个舞蹈有明显的原始母系社
会的遗痕。
　　云南的许多舞蹈都以葫芦笙伴奏。
《礼记·明堂位》载：“女娲之笙簧”，说葫芦笙是女娲制作的。
我国的汉、彝、佤、拉祜、纳西、傈僳、苗、瑶等二十多个民族，都有葫芦传说。
拉祜族传说：远古时发洪水，有兄妹俩人躲入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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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套书分为综述、志略、文物史迹、人物传记、图表几大部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卷出
版，以实际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
系统记述各地区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内容形式、风格流派、衍变特色以及有关的节令风俗、
信仰礼仪。
各地区的舞蹈收录不考虑相互之间的交叉和重叠问题，以期资料的翔实和地方特色的保存。
《中华舞蹈志：云南卷》第一次以志书形式系统记述了云南地区民间的历史渊源、衍变风格、演出形
式、音乐伴奏、服饰道具、以及有关风俗节令、信仰礼仪、工艺美术、文献考古等史料，填补了中国
文化史料和研究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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