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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东乡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及形成因素

【摘 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由于自然环境、

生活习俗、民族心理文化的不同，其艺术样态的呈现各异。东乡族是甘肃的特有民族，也是中国的稀有民族。该民

族民间舞蹈的动律、体态及风格具有自身独特的神韵，映射了人们的精神内核与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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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敏

一、东乡族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一）人口与生态环境

东乡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

治县，全县总人口有256829人，其中东乡族

人口有215268人，占总人口的83.82%。该县

四面环水，中间高突，以县城锁南坝镇为中

心，六条山梁六条沟，属于副热带气候，但

更倾向于高原的气候特色，易发生旱灾。

（二）历史文化背景

有关东乡族族源大体可以理解为以撒

尔塔人为主，与周边的回、汉等民族逐渐

融合形成的，而东乡族人自称是“撒尔塔

人”。主要信仰的是伊斯兰教，男子戴“号

帽”，女子戴“盖头”，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以

东乡语进行交流。

二、东乡族民间舞蹈的类型与表演内容

东乡族舞蹈品种相对较少，但风格各

异。主要呈现为生活舞蹈和表演性舞蹈两种

类型。

（一）生活舞蹈

1.婚俗性舞蹈。哈利舞和宴席舞都属

于东乡族婚俗姓民间舞蹈，每逢喜庆的日子

或当新娘接到新郎家后，人们就开始即兴跳

哈利舞或宴席舞表示庆贺！

2.祭祀性舞蹈。哲兹白是一种祭祀性

舞蹈，历史悠久，多在宗教仪式中可以看

到。表演对象均为男子，舞蹈动作诙谐幽

默，常以诵经的节奏为准。

（二）表演性舞蹈

人们根据东乡族人酷爱喝茶的风俗习

惯编排成舞蹈进行演出，这既让我们看到了

东乡族民间舞蹈的魅力，也进一步感受到了

东乡人喜爱盖碗茶的纯纯情意。

三、东乡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东乡族民间舞蹈动作简单，但很舒

展。风格质朴，充满了生活气息，具有豪

放、挺拔的特点。

（一）体态特征

体态是人的舞蹈形态，它是体现民族

特征和表现人物个性的重要因素。东乡族民

间舞蹈大体上看显得十分轻盈，上身挺立，

膝部屈伸，身体做平稳的上下摆动。

（二）动律特征 

动律是区别不同种类舞蹈的独特的人

体运动方式。

1.东乡族民间舞蹈的身体动律特征可

用“挺、含、摆、拧”这几个字来概括。

“挺”是男性在伴随着下肢屈伸的动作中常

常出现的姿态，表现出了本民族潇洒自信的

气概。女性的“含”表现出了含蓄和内敛的

神情。摆”是左右摆动自己的身体。“拧”

主要是双手背于腰部，以脊椎作为轴进行方

向的拧动。

2.东乡族民间舞蹈中呈现出的头部动

律特征可以概括为“点、摇、摆”。“点”是

由下颚开始带动着头上下点头。“摇”是头

部从左向右连续快速的摇头。“摆”是通过

下颚带动头部由左下侧向右上侧横行摆动。

3.东乡族民间舞蹈的腿部动律特征可

以概括为“大幅度的屈伸”。这种屈伸需要

柔中带刚，脚下以压脚跟或全脚踏步为主，

要求富有梗劲和弹性，重心移动轻快灵活。

（三）神韵特征

男性具舞蹈动作多刚健有力，拥有蒙

古族男子的豪放与洒脱风韵。女子拥有含蓄

柔美的性情，动作轻巧灵活，走起路来像行

云流水，整个民族彰显出的一种别样的豪气

与神韵，同时也有一种神秘之感贯穿在舞蹈

当中。

四、东乡族民间舞蹈特征的形成因素

（一）与当地的历史生活、民族交融有关

在历史上，由于东乡地区自然条件恶劣

及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压迫，艰难的生活条

件造就了东乡族人民顽强的生活能力和反抗

强暴的精神。

东乡族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产物，因

此现在较多的舞蹈动作中拥有着蒙古族中

不少的动作元素，展现出了男子的潇洒和挺

拔、豪放的个性。

（二）与生态环境、劳动方式有关

由于此地都是山路，崎岖不平，因此

需要腿抬得比较高，每个步伐落脚比较结实

稳当才可以。通常所看到的东乡族民间舞蹈

中上身的左右摆动和拧的动律实际上是从劳

动中提炼出来的，如“挑担、扬场、割麦

子。此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劳作方式

都不断的形成了日后东乡族的舞蹈动作。

（三）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有关

这是形成本民族舞蹈风格特征极其重

要的因素，例如舞蹈当中摆头这种动律风格

的形成与东乡族人民诵经的风俗有着密切的

关系。“含”这种动作元素也同样来源于宗

教，女性的盖头是显示内敛的标志性符号。

众所周知，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该民族民间舞蹈体

态或动律的形成，而此时整个民族的气质和

个性就通过此体现了出来。正是东乡族爱干

净而又整洁的服饰让人感觉到舞蹈动作也十

分的轻盈质朴。踮脚屈伸步似乎又与生活中

给客人端茶送水或走下山路的动作相一致。

现如今，由于种种原因，东乡族民间

舞蹈发展缓慢，但它也是东乡族先民们留下

来的一份宝贵遗产。从舞蹈中既能看出人们

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生命状态，也能感受

到人们那种勇敢、不屈服的性格特征，这何

尝不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和补充？

因此有必要不断的去探索和实践，努力恢复

并发展东乡族舞蹈文化，让祖国的艺术宝库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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