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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广西桂东瑶族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及人际交往中，形成、产生了大量的民族民间舞蹈，

它丰满了瑶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情操，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成为瑶族

人民心中的一条感情纽带。本文从民族宗教意向、民族情感意向、民族文化意向等方面，对桂东

地区瑶族民族民间舞蹈的民族意向进行了探索和剖析。 

    [关键词]瑶族舞蹈；宗教意向；情感意向；文化意向 

    瑶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桂东瑶族主要分布在富川、钟山、

贺县、蒙山、昭平一带，约有二十万人之多。瑶族人民能歌善舞，勤劳淳朴，在漫长的社会生活

及人际交往中，形成、产生了大量的民族民间舞蹈。瑶族的社会舞蹈集民族宗教、民族情感、民

族文化于一身，它的活动始终伴随着瑶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其中有反映民族图腾、宗教信

仰的(如《盘王舞》等)，有反映生产劳动的(如《打铁舞》、《采茶舞》、《开山舞》等)，有反映男

女情爱的(如《花伞舞》、《绣球舞》等)，有反映神鬼、巫术的(如《师公舞》、《女巫舞》等)。它

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反映了桂东瑶民族的民族意向、民族观念。本文试从民族宗教意向、

民族情感意向、民族文化意向等三个方面，对桂东地区瑶族民间舞蹈的民族意向进行探索和剖析。 

    一、桂东舞蹈的民族宗教意向。 

    统观人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图腾。桂东瑶族亦如此。他们自言是

盘王瓠的子孙，出自千家峒，信奉龙犬图腾。在富川过出瑶瑶民中，还珍藏有龙形犬态的图腾彩

木塑雕，在一些人的神台围栏上还有龙犬于祥云紫气中奔跃、腾飞等神态各异的凹纹本部。瑶族

崇信盘瓠，祭祀盘王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籍记裁，早在晋朝、瑶族先民就“用糁杂血肉、叩槽

而号、以祭盘瓠”。(干宝《搜神记》卷十四)，到了唐宋，更是盛行。宋人范成大在其《桂海虞

衡志》中记载，广西瑶族“岁首祭盘瓠，杂糁鱼肉洒于木槽，扣槽群号以为祀”。而清人檀萃在《说

蛮》中记得更具体。“瑶人七月望日祭狗王，以小男女穿花衣歌舞为侑”。由此可见，桂东瑶族舞

蹈(特别是《盘王舞》)的宗教意向，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一些瑶族老人回忆说，这些宗教

舞蹈早在他们该姓始祖时就已形成和产生，并以之代代相传，富川唐姓某支族谱卷首序言中就有

“时祭盘王、舞兴笙鼓”“善笙鼓者、世代相传”的记载。由此可见，从晋至今，祭祀盘王是瑶族人

民最为隆重的纪念祖先的传统节日，它充分显示了瑶族人民的的图腾意向与宗教意向。 

    试以桂东瑶族盘王舞为例。“盘王舞”是瑶族人民祭祀祖先盘王(盘瓠)宗教仪式中全部舞蹈的统

称。祭祀盘王一般都在每年古历十月十六日进行，祭祀盘王的仪式，过山瑶称“还盘王愿”，平地

瑶称为“踏歌堂”，山子瑶称为“跳盘王”。据其宗教意向，桂东的盘王舞大体上可分为瑶族的原始

舞蹈与道教舞躇(或称受道教影响演变的宗教舞蹈)两大类。 

    属“还盘王愿”舞蹈第一大类的瑶族原始宗教舞蹈有一部分是从初期的“叩槽而号”，模仿盘瓠

动作的简单舞蹈发展、进化而来的，从中可以看到瑶民族明显的图腾意向和宗教意向。如盘王舞

中的祭兵舞、芦笙长鼓舞。“还盘王愿”富川又叫“还人王愿”，规模最大的数福利新华盘王庙的还

愿活动。这个盘王庙是湘桂地区的一个总庙，子庙遍及桂东北及湘西南，它的还人王愿活动一般

要举行七天七夜乃至九天九夜。四位师公(还愿师、祭兵师、赏兵师、五谷师)各司其职，下面还

有四五个助手或副仪。此仪式一般由庙中德高望众的长老主持。祭兵舞又叫祭兵愿、祭兵头。还

愿师(又叫正堂师)起首，请神灵，供猪头(或砍牛、剥羊)，由祭兵师模仿盘瓠的神态显灵降福，

喷水撒禾，祈求丰收。其中还可以看到“叩槽而号”的痕迹。芦笙长鼓舞将民族器乐与舞蹈动作巧

妙地融为一体，把盘王猎羊身亡，儿女们杀羊蒙鼓，后人对祖先的怀念与追思等内容巧妙地表现

出来，既反映了瑶族原始的民族狩猎生活，也体现了该民族的图腾意向和宗教意向。 

    属“还盘王愿”舞蹈第二大类的道教舞蹈和受道教影响演变的舞蹈，从中既看到瑶民族的宗教



意向，也可看到其他民族宗教(如汉、壮民族宗教)对瑶民族宗教的浸透与影响。其中较典型突出

的有“步虚舞”、“七十二神兵舞”、“剑竽舞”、“出兵收兵舞”、“约标舞”等。如“出兵收兵舞”(内含

双刀舞、上元棍舞、兵旗舞、刀斧舞等)，所请的神大都是道教神或以道教有关的地方神，反映

了盘王招集瑶族五旗兵马操练以反抗强暴和得胜归来的情景；如“七十二神兵舞”、与汉族、壮族

祭祀祖先神录的“神兵舞”极其相似，其中请天师(张、李)、请天尊(元世、灵宝、道德)、“练神兵”、

“出神兵”、“除妖赐福”等内容及动作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二、桂东舞蹈的民族情感意向 

    不论哪个民族的舞蹈，都充溢着这个民族的民族情感，都会打上这个民族的烙印。瑶族民间

舞蹈是瑶族人民在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创作并流传的民族民间艺术，它所反映的是瑶族人民的

生活习俗、民族传统、思想感情，与其他民族的舞蹈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和形式、内容上差异的。

统观挂东地区的瑶族民间舞蹈，他们的民族情感意向是十分明显和突出的。下面，试从瑶民族的

精神意向，体现瑶民族的生活习俗及民族感情凝聚力三个方面对桂东瑶舞的民族情感意向进行探

讨、浅析。 

    桂东地区瑶舞中的民族精神意向，即是瑶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和对该民族的性格、传统、文

化等的共识。桂东地区的瑶族民间舞蹈，皆以民族精神意向(即民族情感)为轴心来形成、发展的。

瑶民族的追求、向往以及他们的坚强性格和良好品德，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体观。在祭

祀盘王时跳长鼓舞，据说盘王有次进山狩猎不幸被山羊抵落山崖身亡，儿女们便追杀山羊剥羊皮

蒙挖空的泡桐木为鼓，怒击长鼓为盘王坤冤雪根。由此引伸，我们可以想象瑶族当年曾是生存于

中原一带的一支比较强盛的民族，后来可能是在与某个以羊为图腾的民族的战争中惨败，后代们

打死山羊剥皮制鼓报仇，是瑶民为恢复当年民族昌盛的伟大期望，它与漂洋过海、历经迁徙靡难

的传说形成了瑶族的民族文化心态的基础——强烈的危机感、追求生存感和全民族同舟共济精

神，从而也形成了瑶族坚韧顽强剽悍的民族性格。再如“盘王舞”中的“招兵舞”、“剑皇舞”、“上元

棍舞”、“出兵收兵舞”等，动作粗犷豪放，气氛激昂热烈，生动地反映了盘王招兵操练、反抗强

暴和得胜归来的情景，体现了瑶族是中国最坚韧不拔、最富有反抗精神、最自强不息的民族之一。 

 

 
    以舞传情达意，桂东瑶族民间舞蹈也是瑶民族生活习俗的展示和体现，瑶族人民能歌善舞，

多才多艺，他们的民族风情、生活习俗，也有着本民族的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听他们的民族歌曲，

如饮一杯甘芳的蜜露，观赏他们的民族舞蹈，如品味一坛醇纯的甜酒。如“三十六套做屋长鼓舞”，

它通过伐木建房等劳动动作的艺术展示，反映了瑶民族的饮食起居、劳动方式；如“采茶舞”，它

生动地反映了瑶族的种茶业和竹编业，表现了从砍竹织茶篓到采茶制茶的劳动情景。“花伞舞”、

“绣球舞”反映了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师公舞”、“女巫舞”则反映了瑶族民间的丧葬习俗。它们

生活气息浓郁，民族意识强烈，把民风民情融汇于器乐歌舞之中，与类似的其他民族的民间舞蹈

相比起来，更显得新颖别致、流畅自然。 

    瑶族民间舞蹈是一条维系民族感情的纽带。这纽带上蕴含着巨大的民族同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感情具体体现于这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

逐渐产生的一种民族自我意识——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个语言、文化体系。这种民

族自我意识来源于同一生活习俗、传统习惯、语言文化等的共同趋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共同心理

意识，即民族认同感。这种民族认同感凝结为—种只有本民族才能认可的特殊心理状态，乃至形

成其在文化、艺术、语言等方面的独特的民族性。民族舞蹈是民族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

族社会文化学指出，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产生和增强一个民族的社会凝聚力。瑶族的

民间舞蹈在瑶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能达到这种功用并能形成这凝聚力。不论何村何寨，也不论

何省何县，只要是同一个民族，一唱起相同的歌跳起相同的舞，便会产生一种兄弟姐妹般的亲切

感情，达到身心的交融及观念的同一。瑶族由于千百年来的数次迁徒，从南到北，从中国到东南



亚，演化成了众多的支系，连生产方式、习俗语言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只要一打起长鼓祭盘王，

便会使人们产生共同观念——我们都是盘王的子孙，属于同一源流，我们应该相亲相近，和睦共

处。因此，瑶族的舞蹈文化(特别是盘王舞蹈文化)形成了瑶族共同的感情中心，激发着瑶胞们的

强烈的民族感情，使他们产生一种归宿感、认同感和满足感，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合聚

力，消除了因地域、语言等各方面造成的隔阂，达到身心的交融与同一。 

    三、桂东瑶舞的民族文化意向 

    在桂东瑶区，民间艺术与民族文化互相包容，互相渗透。民间艺术体现民族文化，民族文化

依助于民间艺术得以传承、沿袭，而民间艺术又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完善、完美。我们知道，

民族社会生活是民族文化艺术的源泉，民族文化艺术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从瑶族舞蹈的漫长

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深根已牢牢地扎在民间的沃土中，集中地展示了瑶

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依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力量流传千古，经久不衰。桂东瑶舞的民族

文化意向，主要体现在其传承民族文化、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两个方面上。桂东瑶舞传承民族文化。

一是它与民族文化乳水交融，密不可分。 

    在桂东瑶族，民间的传统文化有一大部分融汇贯通在民族传统的舞蹈之内，瑶族的民间舞蹈

是其民族文化艺术的一部分，有很多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是依赖于民间的传统舞蹈才得以流

传下来的。如流传在贺县一带的民族史诗《盘王大歌》，便与民族舞蹈、民族曲乐融为一体，借

助歌舞的力量代代相传。二是有不少民族舞蹈就是瑶族的民闻故事、传说的舞蹈化，是瑶族民间

故事、传说的一种具体化的、直观性较强的展现形式。如“盘王舞”中的七十二套赶羊做鼓长鼓舞，

把盘王进山打猎，追赶山羊时不幸被山羊抵落山崖身亡，盘王的六男六女寻找父亲，发现盘王的

尸体挂在悬崖的泡桐树上，儿女们追杀山羊砍倒泡桐树，挖空树干作长鼓，剥山羊皮蒙鼓面，击

长鼓以报仇雪恨的传说淋漓尽致地用舞蹈动作表现了出来，使之更具体化，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三是它所反映了瑶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状态，体现了瑶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他们的向往与追求。如“约

标舞”和“祭兵舞”，它们反映了瑶族人民对民族昌盛、农业丰收的祈盼与渴求，如富川芦笙长鼓

舞动作中的“弹”和‘矮”，充分体现了桂东瑶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弹”，蹬腿直腰，

象征着他们对强暴、邪恶势力的抗争；“矮”，屈腿下蹲，象征着他们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优良

品德。桂东瑶族过去长期生活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政治、经济上受着重重的压迫和剥削，

他们必须有过人的勇略，必须付出超人的劳动才能生存下去。这些精神和品德，在他们的民族民

间舞蹈中都得到了最充分、具体的反映和展示。 

    上面说过，瑶族舞蹈是瑶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丰富和满足了瑶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陶冶了情操，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桂东瑶舞活跃、丰富瑶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功

能及作用，主要通过自娱性、自教性、观赏性、交际性等方面来体现。 

自娱性。桂东瑶族民间舞蹈贯穿于瑶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它不计较场地的宽窄，不追求观众的

多少，扯片木叶就是最好的乐器，一根树枝或一把花束就是最好的道具，无师自通，不求全责备，

情起即兴，兴起即舞，自吹自唱，自唱自舞，自舞自乐，自乐自娱。既丰富了生活，也陶冶了情

操，使原本单调、枯躁的生活五彩缤纷，甜蜜快乐。 

    自教性。在桂东瑶族民间舞蹈中，有不少尊老爱幼、团结互助、除暴安良和勤劳自强等内容

健康、主题鲜明、意义积极的舞蹈(如《盘王舞》、《采茶舞》、《开山舞》等)都从不同程度地反映

了群众的意志、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人们每跳一次舞，都会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

进而用之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达到寓教于乐、自乐自教的功能。 

    观赏性。统观桂东地区瑶族民间舞蹈，都有极强的美学观赏价值。桂东地区瑶族民间舞蹈的

观赏性，一是盘王舞、调龙、舞狮等民间舞蹈本身就具有直观的美和极强的观赏价值。节日闹市，

万人欢腾，这些舞蹈或热烈、或舒展、或粗犷，或优美，或淳厚，或雅致，以致以身手不凡的特

技引起千人注目，万人喝彩，这就是它的直观观赏性。二是有些民间舞蹈(如《芦笙长鼓舞》等)

将民族器乐与舞动作巧妙地结合起来，体现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状态及民族个性，以深邃的内



涵、民族的特色、丰富的舞蹈语汇、生动的表演而具有更高艺术层次的观赏性，展示民族民间舞

蹈的艺术精华，令专业舞蹈家们也叹为观止。 

    交际性。桂东地区的瑶族人民心灵手巧，歌舞是他们表情达意的方式和手段(如《踏歌堂》、

《芦笙长鼓舞》、《采茶舞》等)。他们通过舞蹈语汇来表达自己喜厌爱憎，进而实现感情的交流，

观念的同一，特别是青年男女，每到节日会期，都要用歌舞来向对方倾吐自己的钦敬、爱慕之情，

山盟海誓，互订终身。可以说，桂东地区的瑶族民间舞蹈，是瑶族人民心中的一条感情纽带，它

维系着瑶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睦。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桂东瑶族民间舞蹈的民族意向，主要体现在其舞蹈文化——特别是盘王舞蹈文化

之中。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中，瑶族人民饱受迁徒、离乱的苦痛、支系散阔、地域辽远，

他们正是借助于民间舞蹈(特别是《盘王舞》)的民族意向——即民族凝聚力来达到身心的交融，

观念的同一。盘王舞蹈文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和浅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相适应的社会制

度、民族群落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的和深层次的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从以血缘为基础的图腾崇拜、祖灵崇拜的宗教文化着手，使该民族的观念和行为趋于统一，形

成瑶族中独有的盘王意识，它使瑶族超越地域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旗

帜与向心力。长期以来，这种民族意识艺术、具体化了的民族旗积与向心力，已确定为一种民族

文化的固有模式，成为广大瑶胞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可、归属、依赖和服从的意识规范，它不但传

承了民族文化、维系了民族感情，而且也调节了民族的经济、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推

动瑶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