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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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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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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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秧歌］ 流行于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市、延安市广大地区的一种民间秧歌，俗称《陕北秧歌
》，是陕西民间秧歌中最具影响、最为普及、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广场民间舞蹈形式，又称《大场秧歌
》。
陕北地域辽阔、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气候干旱，属于黄土高原地貌。
建国前由于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较差，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交通不发达，经济较为落后，客观上形成
了一个长期封闭的地域环境，从而使其民间舞蹈仍保留着许多古老的风格特色、程式内容、民风世俗
以及丰富的传统文化积淀。
陕北自古称雍州，秦汉时设上郡，属边陲重镇。
秦长城蜿蜒塞上为御敌屏障，榆林至今所留存的“镇北台”遗址，仍显示当年的雄威风姿。
从关中通往塞上的秦直道，迄今路迹清晰可辨。
陕北地区东邻黄河，与山西仅一河之隔，北接内蒙毛乌素大沙漠，西与甘肃陇东、宁夏接壤，成为古
都长安的北方屏障与门户。
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建立起陕甘宁边区。
革命圣地延安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和当时的革命中心。
广大陕北人民在中共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工942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和群众性的秧歌活动的普及、
提高和发展，使古老的传统秧歌焕发盎然生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舞蹈艺术。
《陕北秧歌》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每逢春节至正月十五陕北各地广大群众皆以“闹秧歌”又称“闹
红火”、“闹社火”的形式庆贺丰收、欢度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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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2009年元旦即将到来之际，由陕西省文化厅重视支持，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组织承担的《中华舞蹈志
·陕西卷》已顺利完稿厂。
这是继《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之后，再一次全面的、历史的、系统的对陕西丰富浩瀚的
民族民间传统舞蹈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的成果，也是保护、弘扬、发展非物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项举措。
在编纂《中华舞蹈志·陕西卷》的过程中，曾得到《中华舞蹈志》总编辑部领导的关心，以及主编蓝
凡和副主编张优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特表谢意。
《中华舞蹈志·陕西卷》的编纂是在《民舞集成·陕西卷》普查、搜集、录像、研究、编写的基础上
进行的，特别是志略部分的资料多属《民舞集成为时搜集整理的，因而《中华舞蹈志·陕西卷》的出
版，既是陕西省各地、市艺术馆、文化馆舞蹈干部与曾从事《民舞集成·陕西卷》编纂工作同志共同
劳动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和出版社取得的又一成果。
在编纂过程中有些陕西古代舞蹈文物的照片资料，除了向文博部门收集外，还参考《中国舞蹈艺术史
图鉴》、《中国舞蹈文物图典》中的一些资料。
因一些历史的原因，个别照片至今无法与摄影者联系，特此表示致谢和歉意。
在本卷编纂工作中，享有政府津贴的研究员李开方同志，虽已离休，仍带病完成了本书的编撰，为此
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和能力所限，如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望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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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舞蹈志:陕西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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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