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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世界是高科技的世界，亦是平民文化的世界，即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高雅文化，当跨人2工世
纪后也将融会社会而不断向平民靠拢。
  人类创造的以人体运动构成的艺术——舞蹈，可说是各种艺术品种中最平民化的艺术样式之一。
它将人类的社会生存状态和感情累积投射于举手投足之间，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化深度和广度；而中
国舞蹈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更是体现了舞蹈的这一特殊功能。
这不仅仅是人类有了社会活动便有了舞蹈这门艺术这一基本命题，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人类另一层
面最活生生的、充满生机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
长期以来，孔孟儒家一直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代名词。
白西汉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为主流，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为支流的统一物。
但却一直忽视了中国民间存在的另一思想体系，即以历代劳动人民创作和活动其间的大量诗歌、小说
、戏曲，包括舞蹈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这种民间思想体系较之于儒家思想更富于创造精神和生命活力
。
所以，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道德观、幸福观等主要是得益于民间广泛流
传的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内的这些口授身传的民间文艺作品，而在民间最为广泛流传
的中国民间舞蹈则更是成为老百姓喜怒哀乐、是非评判的主要载体之一。
换句话说，它以人体活动的角度折射出了整个民族的心理流程，标示了这一流程发展的轨迹。
然而，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不同的是，中国的民间舞蹈由于它自身的艺术特点和活动形式具有民俗的
特性——杂糅于婚丧喜庆的民间百事中，形式灵活，随意性强，歌舞说唱并重而不拘一格，衣着装扮
的简陋和活动场所的流动性大，等等，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迷信的色彩又常常杂糅其间
，凡此种种，都使得数千年来的文人学士对这种“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因而既上不了所谓的正史，
就连野史杂记也少有记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舞蹈志>>

内容概要

　　《中华舞蹈志:山西卷》第一次以志书形式系统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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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穿箱锣鼓］  又称《唐王出城》，流传于山西新绛县。
因表演者穿着戏曲服装（百姓称《戏箱》）敲锣打鼓而得名。
关于该舞的起源，民间有这样的传说。
相传唐初，北海龙王冒犯天庭，玉皇大帝降旨，令大臣魏徵将龙王斩首。
龙王托梦于唐王李世民，请求救助。
于是，李世民便与魏对弈，使其不能随意走动。
不料，李打了个盹，魏便伺机出走，将龙王斩首。
这一行动，惹得群龙大怒，三年不给人间降雨，致使天下大旱，民不聊生。
李世民为拯救百姓，召集皇子皇孙，文武百官，敲锣打鼓，替龙王招魂，到龙王庙还愿，从而形成这
一舞蹈形式。
舞蹈由六十四人表演。
行进时，由领队持竹竿子高挑野鸡打头，后跟二名执锣的开道士，然后是四名持金瓜钺斧者；再后是
四名文武大臣，一名太监；中间是皇帝、伞士及二名扇女；最后是八名皇孙打小鼓，八名太子敲堂鼓
，八名武将拍大钹，八名丞相击大鼓，十六名文臣打大锣。
整个队伍步伐整齐，合着铿锵有力的锣鼓点徐徐前进，共有二十四套曲牌，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2006年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专业人员进行调查时，该舞种已经不再演出了。
［迓鼓］  又名《讶鼓》，流传于阳泉、平定、盂县、昔阳、和顺等地。
据有关记载，该舞源于宋代。
最初是军中的舞蹈，“王子醇初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遂盛行于
世，其举动舞装之状与优人之词，皆子醇初制也。
”（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也有一种说法，王子醇和西夏对阵时，先把军士百余人组成迓鼓
队摆在全军阵前，敌人见了大吃一惊，军士们趁机出击，因而得到胜利。
迓鼓，活动于元宵之时，元。
张可元《折桂令·幽居次韵》载：“撺断着小丫环舞元宵迓鼓，摸索着大肚皮装村酒葫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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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盛世修志。
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华舞蹈志·山西卷》今天终于付梓，这是太平盛世的文明产
物，是山西省舞蹈文化艺术领域中一件大喜事。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素有“民歌的海洋”、“民间舞蹈的故乡”的誉称。
编辑《中国舞蹈志·山西卷》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大回顾，也是益补后人的一件大圣事。
因此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注重山西地方民俗的地域性，历史轨迹的延续性，资料表述的真实客观
性，而又从客观上力求文稿的科学性、系统性。
《中华舞蹈志·山西卷》的编辑工作前后长达十年，经历了三个工作阶段：首先成立了编委会，设立
了编辑部。
从搜集资料人手，在原民舞普查的基础上，又组织业务人员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搜集资料的工程，对
文字、照片、资料进行了艰辛细致的搜集工作。
接着，进入了认真学习体例，同心协力，编纂志书的阶段。
最后又进行了仔细推敲反复修改，方才定稿。
本书已收入山西境内一百零四个舞蹈，以及文物、史迹、文史资料等，材料是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集成·山西卷》基础上的一次升华，使其更具研究价值、学术价值和史哲价值。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山西省文化厅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厅长张明亮非常重视艺术史论的研究工作，对我们的艺术科研工作多次予以肯定并明确提出了不少有
益的建议；分管副厅长张建军非常重视和支持艺术科研工作，从具体指导到资金投入都做了大量工作
，使该书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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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舞蹈志:山西卷》是五千年中国第一部舞蹈志书，是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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