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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原始乐舞探究

卞 莉 莉

(牡丹江师范学院
,

黑龙江 牡丹江 15 70 12 )

〔摘要〕新石器时期
,

原始乐舞作为先民 . 基本的艺术活动
,

是当时所有栩神活动生息发展的土城
。

考察原始乐

舞
,

对干考察原始人类文化艺术的本身
,

进而探寻人类艺术发展的本源和规律
,

具有十分 , 要的愈义
.

本文试从圈

腾乐舞
、

祭祀乐舞
、

劳动乐舞
、

战争乐舞
、

生息乐舞五个方面探究新石器时期原始乐舞的产生发展的土城和过程
,

以及与人类生产
、

生活
、

战争等活动的密切关系
,

揭示人类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

〔关键词〕原始乐舞
:

新石器时期
:

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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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乐舞作为先民最基本的艺术活动
,

是早期人类 本质上是实践的
。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

精神活动生息发展的土壤
。

距今大约一万多年前
.

我国 秘东西
,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

境内的古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跨人了新石器时代
,

由于环 到合理的解决
“ 。

在原始社会
,

祭祀典礼活动作为社会

境的改善
、

人口的增殖
,

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的相应提高
,

群体的文化活动
,

反映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
、

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
.

创造了可称之为灿烂辉煌的新石 社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怠识形态的各种观念
、

法则
。

在

器文化
。

而原始乐舞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
.

它贯穿于新 以尊祟
、

祭祀典礼祖先为核心的礼仪活动中
,

原始乐舞

石器文化的全部
。

从现有的史料看
,

原始乐舞与氏族部 活动从中发展
、

成熟起来
。

它一方面集中体现了氏族共

落生活中的图腾崇拜
、

祭祀典礼
、

农耕狩猎
、

部落战争
、

同体的文化意识
,

另一方面又对整个氏族的精神生活施

生息繁衍等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以广泛的影响
。

原始社会时期的乐舞
.

在当时以及在后

圈腾乐舞
:

在人类学家看来
,

古代社会中的图腾阶 世一直享有盛名并发挥较大影响的
,

可以说是中原氏族

段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

而原始图 部落联盟舜时期的代表性乐舞 《韶》
。

《韶》共有九个

腾乐舞往往成为巫术礼仪
、

图腾祟拜活动表现形式
。

从 乐章
,

与 《九歌》
、

《九辨》这类歌舞体裁形式关系密

图腾的地城文化特点来看
,

它在一定程度上与部落赖以 切
。

《韶》的具体表演形式
,

在 《尚书
·

益视》中有较

生存的地理环境以及生产方式
、

生活条件都有密切关系
。

详细的记载
: “ ‘

夔曰
:

夏击鸣球
.

搏柑琴瑟以咏
。

祖

(左传
·

昭公十七年》有一条史料
,

反映的正是有关黄 考来格
.

皮宾在位
.

群后德让
。

下管业鼓
.

合止祝敌
.

帝氏族图腾文化的
“

永远的记忆
” 。

这条史料写到
: “

昔 笙舫以间
。

鸟兽跄跄
.

《箫韶》九成
,

凤且来仪
’ 。

夔

者黄帝氏以云为记
.

故为云师而云名
” 。

这表明黄帝氏 日 : ‘

予击石柑石
.

百兽率舞
,

庶尹允谐
’ 。 ”

文献的

族以
“

云
”

作为图腾标记
,

其军队也因此而称为
“

云师
” 。

记载无疑染有后人笔皿
。

但是其中反映的文化行为方式
.

当黄帝氏族在萌发的原始思维活动中以作为图腾标志的 却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
。

所谓
“

祖考来格
,

群后德让
” ,

时候
,

就已暗示着某种心理意识
,

产生具有某种确定的 就是父系氏族社会中以亲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礼

思维定势和指向
。

图腾表象一形象
,

是原始人的心理创 法制度以部落联盟制度的反映
。 “

百兽率舞
”

正是这一

造
.

而这种创造直接依赖于原始人的实践活动
。

因此
,

现实关系通过图腾艺术表象 一 形象符号来表现的乐舞行

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文化心理及文化
、

艺术行为方式的了 为的艺术形象
。

在这出乐舞活动中
. “

夔
”

作为倡导的

解
,

分析原始人是怎样将自己的心理情境投射到外部世 音乐的
“

乐正
” ,

出现在乐坛上
。

音乐以清亮的石磐声

界的某个载体
,

或通过某种艺术行为方式表现出来
。

马 为先导
,

继而是弦乐器的弹奏以及歌诗的吟咏
。

在祭祀

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中说过
: “

社会生活在 活动中
,

调击鼓等打击乐器
、

吹笙撞钟
。

再加上人饰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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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的舞蹈表演
,

交融为一体
。

各氏族图腾形象的集琅汇

合
,

显示了一种文化的认同
。

事实上
,

祭祀典礼作为全

族人民的共同庆典活动
,

也是全社会的重要事件
。

农. 乐舞
:

远古时期农耕民族的乐舞创造
,

与其生

产劳作方式相关的乐舞
,

便是农事之乐
。

农事之乐作为

一种文化表征
,

必然会通过其艺术活动形式
,

反映一定

的文化心理愈识和情感指向
。

例如
,

在
“

民以t 为天
,

这类农业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中班汤的
“

厚生
”

惫识
,

其

直接的思想感情效应
,

就在远古的农事之乐中有集中的

表现
。

初民祈年的乐舞活动
,

有传说中伊香氏于每年十

二月举行的
“

蜡祭
. 。 “

蜡祭
”

的乐舞活动也传于后世
。

《礼记
·

效特牲》上记载其乐舞中演唱的歌词为 : “

土

反其宅
.

水归其壑
,

昆虫作毋
,

草木归其泽
“ 。

这其中

体现的是先民期望通过上天的佑护
,

在新的一年中
,

使

农耕顺利
,

水土不流失
.

虫灾不发生
,

草木茂盛
.

减少

自然灾害的良好愿望
。

这种祈求
,

通过乐舞的活动
,

寄

托他们对新的一年农作活动的所有美好愿望
。

《礼记
·

杂

记》记载孔子观蜡祭时对子贡所说
“

一日之蜡
.

百日之

泽
,

非尔所知也
” ,

就反映了孔子对此类乐舞活动中凝

聚的若喜若狂之
“

乐
’

的情感体脸的深刻认识
。

农事之

乐的仪式
、

行为
,

作为某种文化心理的反映
,

在先民的

乐舞活动中
,

甚至呈现为一种系统化的构成
。

这在相传

的葛天氏乐舞中有较集中的体现
。

据 《吕氏春秋
·

古乐

篇》记载
: “

昔葛天氏之乐
,

三人操牛尾
,

投足以 . 口、

阅 - 一曰载民 ; 二曰玄鸟 ; 三日遂草木 ; 四曰奋五谷 ;

五曰敬天常 ; 六日达帝功 ; 七 日依地德 ; 八日总鸟兽之

极
。 ”

其中反映先民在薄祖先
、

敬天地中
.

表达了对农

耕收成
、

土坡气候的重视
。

乐舞的表演内容有 吕段
,

其

中包括对人种紧衍的祝福 (
“

载民
”

) ; 图腾豢拜 (
“

玄

鸟
”

) ; 希望草木茂盛
、

五谷丰登以利人食 (
“

遂草木
. 、

“

奋五谷
“

) ; 以
“

乐
”

的神秘感应力t
,

沟通天
、

地
、

人之间的联系 (
’‘

敬天常
” 、 “

达帝功
” 、 “

依地德
.

) ;

祈求禽兽的大t 繁殖 (
“

总鸟兽之极
’

)
。

这类乐舞以

牛尾为乐舞道具
,

顿足以为歌乐之节奏
。

青海大通县上

孙家寨古墓葬中出土新石器时期彩陶盆
.

内壁绘有 5 人

连臂踏歌图案
,

可能就是这类乐舞活动的真实写照
。

与

农耕活动有关的乐舞
,

还有传说中尧的代表性乐舞 《咸

池》
。

据 《周礼
·

春官》郑玄注
,

此舞是尧对黄帝时同

名乐舞
“

增修而用之
” 。

可见这一乐舞是代有传承
。

《咸

池》原为天上西官司星名
,

古人认为此星主管五谷
,

若

此星明亮
.

庄稼丰茂 ; 若此星夜晦不明
,

则必有灾变
。

在原始人心 目中
,

天文与耕两者之间
,

前者作为后者发

生变化的原因
.

其征兆常具有结论的性质
。

明人顾炎武

认为
“

三代以上
,

人人皆知天文
”

的推想
,

也是以农业

民族独特的心理形态作为依据的
。

《咸池》的乐舞表演
,

通常在仲套二月
,

即农作物播耕季节举行
。

这一行为中

盆含粉的
,

也正是预祝和祁求丰年的文化心态
。

战争乐娜
:

远古时期
,

氏族部落
、

地区之间的战争

构成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

史藉上有关于黄帝与炎

帝
、

崖尤之战
、

翻项与共工之战
,

以及尧
、

舜
、

两与三

苗的长期战争的记载
。

反映这类氏族部落兼并战争的原

始乐舞
,

可以提到 《尚书
·

大禹澳) 中关于中原氏族部

落联盟 (舜禹时代 )与三苗 (即有苗 )战争的记录 : “

帝

(舜 )
‘

咨 ! 禹 ! 惟时有苗弗率
.

汝祖征性
’

禹乃会群

后⋯⋯三旬
.

有苗逆命
。

益赞于离日
: ‘

惟德动天地
,

无远弗届
。

满招损
.

嫌受益
.

时乃天道
。

⋯⋯至城感神
,

知兹有苗 ?
’

禹拜昌官
: ‘

俞
, 。

班师振旅
。

帝 《舜 )

乃诞徽文德
.

舞干羽于两阶
.

七旬
.

有苗格
. 。

其中关

于
‘.

帝 (舜 ) 乃诞敷文德
,

舞干羽于两阶
”

的记续
,

说

明当时有一种反映战争的乐舞
,

并且实际上具有军事操

演的性质
。

以战争方式的操演而能够使敌人俱服
.

这也

是初民文化心理愈识的反映
.

这种愈识估计是原始人交

感
、

互渗透思维特点在后世文献中的曲折反映
。

生息乐舞
:

人类的生产除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之外
,

还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一种系的策衍
。

在原始社会
,

人

的生息
、

繁殖是一件头等大事
。

传说中化育万物的女性

天神女蜗
,

用黄泥和水而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

由于她使

男女相配
,

做了最早的媒人
,

所以
,

后人将女拐奉为
“

高

裸
” ,

即婚姻之神
。

据 《礼记
·

月令) 所记
,

古时每年

仲春
,

人们用
“

太牢
,

礼节祀奉她
。

与此同时
,

青年男

女可以不拘仪式自由择俩
。

祭祀
“

高禅
”

时
. “

万舞洋

洋
”

( (诗经
·

奋颂
·

毖宫) )
。

这类仲春时节男女滚

会的活动
,

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有遗留
。

在这类

活动中
,

音乐舞蹈歌唱具有召唤或魅惑异性的功能
。

在

有关音乐的古代神话中
,

笙这件乐器
,

是萦衍生息之象

征
。

后世一直悴有
“

女蜗作笙获
”

的传说
。

宜到今日
,

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芦笙乐舞的习俗活动
。

每

年春天
,

男女青年皆穿着艳丽服装
,

吹芦笙
.

路歌跳月
。

无论是 《诗经》中所记镶淆之间
,

士女采兰劝芍
,

还是

今日苗瑶歌好春月
,

男女以歌舞择俩
.

正可以, 作是原

始生息之乐的遗存
。

新石器时期的原始乐舞
,

是认识这一时期华X 古人

类音乐活动及新石器时期文化特征的X 实再现
。

从古至

今
,

每个时代的产生及进步
,

都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音

乐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

在史前社会
,

以乐舞为典型代

表的音乐活动
,

与人的物质生存活动以及多种精神活动

直接相关
.

因此
,

只有在人的生活和创造性劳动过程中
,

展开对音乐的历史文化描述
,

才会再现音乐历史原本的

生动与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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