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间舞蹈-民俗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间舞蹈-民俗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508713649

10位ISBN编号：7508713648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出版社

作者：李北达

页数：214

字数：1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间舞蹈-民俗文化>>

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
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
、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
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
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
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
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
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人类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
甘美和幽默⋯⋯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一项战略举措。
我们作为受到农民兄弟哺育和培养的知识界、文化界，有义务用学来的知识回报衣我食我的广大农村
的父老乡亲，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约50种图书的撰写工作。
我们组织了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
他们在相关领域里，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
生动活泼的文字，把相关的准确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
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务，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
、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遽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
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
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
    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化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永
恒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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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民俗像空气一样
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
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
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今天，我们将把民俗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和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
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本书是《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民间舞蹈》，运用科学的方法论，通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描
述，把一个个晦涩难懂的理论融入在浅显易懂的语言中。
详细介绍了中国民间舞蹈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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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北达，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中国满族舞蹈研究会副秘书长，东方乐舞交流学会秘书长。
现主要从事民俗与民间舞蹈研究和满族舞蹈的挖掘整理工作，从事北京舞蹈学院武术与舞蹈的比较课
题研究、民俗民间舞教学研究和武舞教学研究。
著有《中国武术理论与舞蹈实践》、《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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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同是狮子舞，但是各有各的特点。
 赞狮。
其特点是舞狮前，唱上一段赞词（吉祥话），狮子就根据赞词内容而舞。
有的则先舞一段停下来，人再出来唱一段，这种形式流行于湖南地区。
 手狮。
南京市江浦永宁的手狮舞在表演形式上很有特点，通常流行的舞狮都是一人舞狮头，一人舞狮身狮尾
，两人密切配合，协调动作。
永宁手狮舞则不同，每只长约1.5米，重约2.5公斤，用竹编骨，以麻布和彩丝扮成狮子模样，撑以木棒
，单人舞于手中，可独舞，可群嬉，以多为胜。
在鼓乐的指挥下，一二十名身着太平装束的表演者手舞狮子，高声同吼，穿梭打斗，奔腾跳跃，翻滚
逗乐⋯⋯在技巧动作上，有“二狮抢球”、“八狮串并”、“群狮震吼”、“蛟狮盘柱”等。
演出时唢呐、盘笙伴奏，击以锣鼓，气氛热烈，场面壮观。
这种手舞狮始于太平天国时期，是江浦县永宁地区老百姓与太平军官兵在生产战斗之余的一种文娱活
动形式。
当时永宁、大桥两乡镇为太平天国屯兵扎营主要基地。
1981年在江浦县地名普查时，这一带尚有带“营”字的自然村名20个、自然镇名1个、行政村名2个。
1992年，江浦县文化馆朱协丰等同志下乡采风时，在永宁镇大营行政村（又名朱家营）发现了几近失
传的手狮舞。
这种形式还流行于安徽、浙江、上海一带。
手狮舞的表演方式有多种，既可在舞台表演，也可在广场演出，还可在行进中表演，几个一组，编成
方阵，边走边舞，起伏有致，进退有序，颇具观赏性和娱乐性。
 火狮、硫磺狮子。
其特点是口中能喷出长长的焰火。
四川、江西、河北、安徽等地，均有这种形式。
安徽的火狮子是用竹、布扎成狮子，狮身燃着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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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在后面的话    接到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我一直忐忑不安，不知是否能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自
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任务很重，而且时问又很紧。
但在马盛德老师的鼓励下，我仔细地梳理了一下这十几年从事民间舞教学的实践经验，从中找到了这
本书的切入点。
同时，受我恩师资华筠先生的指点，在“舞蹈生态学”理论的指导下，我运用科学的方法论，通过通
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描述，把一个个晦涩难懂的理论融入在浅显易懂的语言中。
我要感谢娄影、高雅、苗芳菲、王珏、吴潇潇、郭团团、张硕、张琼等同学，是她们在非常繁忙的学
习之余，帮我收集资料，打印、校对文稿。
    另外我要感谢在学习上、生活上、工作中时时处处关心和爱护我的老师康玉岩先生，他把辛苦收集
回来的照片无私地拿出来，任我挑选。
我的云南的朋友也提供了丰富的照片资料。
    希望这本书能对读者的学习和生活有所帮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间舞蹈-民俗文化>>

编辑推荐

《民间舞蹈》编辑推荐：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舞蹈是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之
一。
56个民族的舞蹈，风格迥异、各具特色。
舞蹈是生活的反映。
在我国广袤大地上流传着的各民族舞蹈，都与其生活劳作、信仰习俗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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