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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岭南舞蹈长河 传承民族艺术精华

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专场文艺演出 
——大型民族民间组舞《岭南之舞》 

  岭南舞蹈既是中华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独具鲜明的地域特色。为了更好地挖

掘、整理、传承岭南优秀民族民间舞蹈，广东省文联、广东省舞蹈家协会共同策划制

作的大型民族民间组舞《岭南之舞》，于5月23日晚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期间专场演

出，籍此作为会议的献礼。 

  《岭南之舞》是通过加工提炼《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东卷）中的大量

珍贵资料编排而成的一台兼具知识性、学术性、观赏性、传承性的民族民间组舞。这

台舞蹈从表现距今四千多年前南越先民祭祀和庆丰收的远古舞蹈开始，按历史顺序，

一直延续到当今仍在岭南城乡十分活跃的民间舞蹈。既有广东的广府、潮汕、客家三

大方言地区有代表性的舞蹈，又有在岭南聚居的瑶、壮、黎三个少数民族独有的舞

蹈。《岭南之舞》编排时尽量保持舞蹈原有的风格特色，以便给广大观众提供一个岭

南民族民间舞蹈历史和现状的舞台演出本，给广大青少年形象地介绍一些岭南舞蹈的

知识，为传承、弘扬岭南舞蹈文化做出应有的努力，这也是《岭南之舞》主创人员多

年的愿望。 

  组舞伊始，伴随着《舞的精灵》的开篇歌声中，舞台上出现了一本大书，这本大

书缓缓打开了，按时间顺序，从第一章《古越舞雩》到第四章《岭南舞韵》共13出舞

蹈，向观众展示了四千多年前南越先民祭祀和活跃在当代庆典场面的醒狮等舞蹈精

华。 

  其中开篇的《岩画上的舞蹈》和《陶罐上的记忆》是根据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岩画

和陶片上的舞蹈形象编排而成，气息古朴。   

  《玉舞人》通过舞者的表情、服装造型和灵动妩媚的水袖表现了西汉宫廷的舞蹈

形象，体现了古越族与中原汉族舞蹈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的地方特色。 

  《五羊仙队舞》展现了文献记载中的宋代广东的五羊仙的美丽故事。宋代，古南

越国首都番禺，曾出现女子队舞《五羊仙》，可惜在我国早已失传。编导根据著名舞

蹈史专家王克芬在朝鲜文献《进馔仪轨》中查出的有关资料，包括唱词，重编了这支

舞蹈。 

  黎族的《舂米舞》中，舂米用的杵臼为道具，通过杵臼的击打模拟舂米的劳作过



程，其节奏感强，铿锵有力、古朴粗犷，表现了独特的黎族舞风格。 

  《英歌舞》流行于潮汕及邻近地区。表演者扮演水浒中梁山泊英雄好汉，身穿武

侠服装，脸上画着各种英雄脸谱，手执木槌或手鼓，以击槌、旋槌等技法配合各种步

法，组成不同的舞姿和多变的舞蹈套路和组合，这个舞蹈使人感到刚劲、矫健、勇

猛、威武之美。 

  《岭南之舞》总策划、艺术总监陈中秋介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是国家

重点艺术科研项目。1981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舞协就发了编辑出版《中国民

族民间舞蹈集成》的通知，广东省在1984年启动了这一工作，到1996年此书正式出

版，11年间共有近2000名文化工作者参加调查，186人参与编写，采访民间艺人3800余

人，整理出民间舞蹈450个，经过多次整理、研究，最后入书的岭南舞种有42个。2005

年，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从书卷到舞台的工作铺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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