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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原始歌舞的发展脉络 

彭兴成 

来源：玉溪市群艺馆 

  在当今“歌舞”一词运用很广泛。如歌舞节目、歌伴舞、花灯歌舞、民族歌舞、民间歌

舞、歌舞厅等等。歌舞在表演艺术中的运用也很广泛。如戏曲，任何一种戏曲剧种都离不开

歌舞，包括话剧中，也常有歌舞的形式渲染气氛。现在的杂技也开始走舞蹈化的路子，增强

了其观赏性。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更是广泛普及，凡有人的地方都有歌有舞。歌舞成为了人们

生活的需要，甚至成为生命的支点。说明歌舞是人本能的一种文化需要。 

   

  说到本能的需要，再谈原始歌舞的产生就顺理成章了。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极低

下，生存十分困难。但原始人为了生存，常聚集力量做同一件事，如打猎，对付外来侵略

等。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使他们逐渐创造了相互沟通的表达符号——语言。人在共同的生活

和生产中为了表达思想，必须有声音、有语言，要渲泄情感就得唱呀跳呀的。鲁迅说：“我

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

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

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服他，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

下来，这就是文学。（摘自鲁迅《门外文谈》）据《尚书·尧典》上说：“予击石拊石，百

曾率舞。”一群原始狩猎人披着各种兽皮，用石头相击，或用手击石打出节奏，然后身子也

随之动了起来。这就是原始部落的守猎人在获得猎物后，举行的一种舞蹈，常常表现为一种

祭典与庆贺的仪式，这种仪式一直到现在。只是从原始到了自觉，从简单到了复杂，从低级

到了高级，从原始的需要成为艺术的追求。 

   

  《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道：“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从这个

记载中可以看出，原始舞蹈与歌唱相伴，这就是歌舞与音乐的结合。 

   

  在原始氏族中，图腾是他们的共同信仰物，大多是为其祖先或保护神面而加于崇拜的动

物、植物或无生物。原始人在祭典活动中常模仿其形象、动作、声音和花纹来舞蹈。古代舞

蹈中有一种“禹”步，就是模仿蛇的动作的；商殷时的“踏高脚就是模仿凤来舞蹈的，这种

踏高脚一直流传到现在。 

   

  上古时代的傩舞对后来的舞蹈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淮南子》记载了古代傩舞的情

景：”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的方相，后面跟随着幼童百二十人和人扮

的十二神兽，把恶鬼如魑魅魍魉驱逐出去。这种舞蹈初具较大规模，成为群众性的广场舞蹈

形式！人们带着恐怖的假面具，穿着奇怪的服装，狂叫呐喊。其中不泛表演技巧和歌唱的成

份。不但在原野广场演出，还在宫廷演出。 

   

  到了奴隶社会，宗教祭祀活动就成为崇拜祖先，崇拜上帝、崇拜自然神的一种礼俗。产

生了以祭祖活动为职业的巫觋，他们是神和王的传达人。由他们主持来求雨、宁风、驱邪、

除灾、治病。这些活动大多要举行盛大的歌舞。当然是为奴隶主所利用。如在宫廷里，奴隶

主利用巫觋和这些活动来为他们歌功颂德。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汤乃命伊尹作

‘大 ’，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后来宫廷里有《大舞》，也叫

《武舞》和《韶舞》、《文舞》，都是宣扬贵族统治者的“文治武功”的舞蹈。 



   

  在民间有“腊祭”，即每年十二月慰劳万物和农民暂得休息的祭典。孔子曾对腊祭有过

解释：“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农民终年劳作，只有腊祭这天是他们欢乐的日

子。另一种祭典在每年三月上旬举行，参与的人们在水边沐浴，用香草熏自己的身体，男女

相互对歌，表示相互的友情和爱意。《诗经》的《宛丘》与《东门之扮》所描绘的就是这种

情景。这种形式不仅仅是男女自由择配，而在古代还是一种巫风。掌管这事的人就是“女

巫”。当时担任“巫”的人是群众中很有威信的人。后来奴隶主或贵族派人采集民间歌谣，

编成了《国风》，用他们的礼乐观点将这些民间祭典纳入他们的规范中来。所谓“家为巫

史”就是这个时代。 

   

  屈原的《九歌》是吸取民间歌舞的基本元素写成的。《九歌》中描写的服饰很美，有乐

器、有对舞、群舞，有抒情舞也有执戈的舞蹈；有对唱、齐唱。王逸在《九歌》序中说：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词。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

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无亵慢淫荒之杂。”说明”巫舞“的歌舞特点，是来自民

间的祭舞。”巫舞“的歌词内容不仅仅有歌唱神的故事，表达神的形象和动作以及祀神人的

感情与愿望，也有借以娱人。《九歌》所作的生动描绘，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笔，留传

至今，依然具有研究价值和审美情趣。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中国古代都总会被统治者所利用，为之服务。从商代到两周已经

出现了歌颂统治阶级的歌舞、“韶舞”与“武舞”。这些舞的基本内容都是颂扬当时贵族阶

级胜利以后的功绩，成为统治者的风范，表现他们“文”治，“武功”。那时的等级制度很

严，祭祀都有严格的规定，最高统治者的祭祀场面最大，诸侯次之，乡、士大夫又要小得

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生产力有所发展，文化艺术随之有所发展。一些

诸侯开始不遵守奴隶制的等级了，有的诸侯的祭祀场面开始超过天子。孔子对这种做法很反

感，他曾批评过郑声、郑舞，说它乱了“雅乐”，超出了天子的规模和场面。这种歌舞叫

“八佾”舞。以八个人为一组，称为“一八”，两个组就称“二八”，即二八一十六人的

舞。大一些的场面有八排，六十四人共舞，舞蹈动作一致，又叫做“齐容”。当时南方一些

国家纷纷学习了这种舞蹈，如楚国对北方的文化就十分感兴趣，他们的礼仪，生活习俗都照

着北方来。《楚辞·招魂》中说“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说明楚国贵族对北方贵族们所喜

爱的《郑舞》来作为宫廷乐舞。所以，《左传》上说：“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说明当

时楚国在文化方面与北方相比，只不过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或者说当时的楚文化不过是

“追随文化”，总学着人家，追着人家，刚学到一些，人家又发展了。所以，北方在文化方

面的发达地位形成较早，一直沿袭到后来的历朝历代。而南方的楚国文化尚处于落后状态。 

   

  原始舞蹈的实用必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阶级的时代是人们的一种本能需要，是一种

发自本能的渲泄。这种渲泄所形成的舞蹈较低级，并没有规律可循。而到了奴隶社会，又主

要用于祭祀活动，就有了一定的规律和章法。特别是为统治者服务，或者说是为统治阶级所

利用。其规模和形式就有了约定俗成的限制。当然，这期间的舞蹈也是比较初级的。到了汉

代的舞蹈就具有一定规模和艺术性。如《总会仙倡》，有人说是戏剧，但它更多的是歌舞表

演，是各种歌舞伎艺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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