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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铜鼓舞是壮族村民一项传统的民间舞蹈 , 也是壮族的一

种文化 , 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洗礼而不衰 , 一直保持着铜鼓舞的

风采。中国铜鼓舞的分布地区比铜鼓的分布地带更为集中 ,

主要分布在滇东南文山州的广南，富宁，麻栗坡县地区等壮

族村寨。

2 铜鼓舞民间舞蹈的发展起源

2.1 人文环境俱佳的美丽山村

在中国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州东北部，有一个远近闻名的

地方，这里风景秀丽、交通便利，人民纯朴、勤劳，物产丰富，

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世代和睦相处，这就是广南县

八宝镇 [1]。八宝河沿河风景秀丽，有众多的旅游景点和人文景

观极具旅游开发价值。八宝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地理

环境和气候资源，蕴含了八宝米、蔬菜、茶叶、八角、金银花

等产品优良的内在品质，使其与八宝风景名胜一起名声远扬。

2.2 壮族铜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区内土壤贫嵴，光照充足，民风淳朴，民族文化悠久，

群众建设积极性高，基础设施较落后。那里主产水稻，玉米。

壮语中，“里”是地方的意思；“洒”是壮族人对彝族人的称呼 ,

意为彝族集居的村寨。2006 年该村世代传习的壮族铜鼓舞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文山壮族、彝族铜鼓

舞》。里洒村是广南县彝族铜鼓舞传承活动示范点。

3 铜鼓舞彝族心目中的“圣物”

自古以来，在彝民族的心目中，铜鼓具有非同寻常的功

能：它不仅是天地神灵的集合体和人神沟通的圣物，也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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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权力和财富的“国之重器”而且还是重大社会活动中礼器

和乐器 [2]。它已经被神格化成为护卫整个彝民族群体的法宝。

人们通过它可以冲刷心灵的痛苦和烦恼，获得吉祥的慰藉；

可以集聚力量 , 克敌制胜，渡过难关；还可以表达心愿和诚意，

并祈祷神灵保佑。每逢农历的正月初二到十五、二月十二村

民们都跳起铜鼓舞祈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国泰民安。

3.1 彝族铜鼓舞的起源

中国八宝镇里洒村彝族铜鼓和铜鼓舞的来历说：古时候

（我们）彝族寨子里恶魔作崇，瘟疫肆虐，人畜不得安宁，

村民苦不堪言。受神仙的指点，阿（ě）畏阿迷兄妹俩（不

是同父母的兄妹）就到很远的地方造来铜鼓，鼓有两个。公

的是哥、母的是妹。敲公的、恶鬼（驱）跑了，敲母的瘟疫

停止了，人们跳起了铜鼓舞，村寨从此平安了。铜鼓由此世

代相传，以不知有多少代。

3.2 彝族铜鼓舞蹈

彝族铜鼓舞源于原始的生产生活，属族群性集体舞蹈。

一般在年节、祭奠祖先和丧葬祭祀时跳 [3]。彝族多居山区，

舞蹈动作则反映山地劳作，有开荒、挖地、撒种、纺线和打

猎等动作。跳舞者围成圆主要特点是动作幅度大，舞蹈动作

动力向上，膝伸，身体随之起伏，膝、臀、腰、胸等部位随

节奏摆动，轻快、活泼、刚中有柔。民间传统铜鼓舞蹈，节

奏感强，动作大方，劳作韵味浓厚，古朴、生动、形象、优

雅是它独特的艺术表现特征。内容主要都是表现时间季节的

彝族生产生活劳动场面，或间穿插一些狩猎的内容，具有原

始生活的痕迹。

4 铜鼓舞非遗文化的传承

4.1 复杂的铜鼓舞演奏

铜鼓的演奏比较复杂，可以说是一门艺术技巧。一人用

两面鼓（据称公鼓代表太阳，母鼓代表月亮，十二调代表一

年十二个月）一只鼓槌、一根木条或竹片能演奏出带音高的

十二条节奏组合，简称十二调，一般八拍为一调（一条组合）

长的多达十六拍。

4.2 铜鼓舞的奏法

公鼓悬离地面约 5~10cm，母鼓置地上（有的双鼓悬离

地面同一高度）两鼓面相对，相距约 20cm，演奏者蹲或坐于

鼓侧、面对两鼓间，根据各人习惯，一般公鼓位左，左手持

木条或竹片敲击公鼓腰，右手持鼓槌在两鼓间来回敲击公母

鼓面。所敲部位多在鼓面鼓心中有日芒处，有时要敲鼓心外

鼓面半径的 1/2 处，使其发出不同的音高。双手密切配合，

节奏变化极为丰富，切分、弱起等节奏型经常出现。拍子有一、

二、三、四、六等多种类型，是一种较少见的打击乐演奏形式，

图 1 是大家一起跳铜鼓舞。

图 1 集体跳铜鼓舞

4.3 保护非遗文化人人有责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新文化的传播、渗透，致使村民受

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缺乏深层次的认识，外

出打工人数以年继增，导致习舞者日趋锐减，加之年迈的老

艺人逐渐减少。这样的不良循环，如不及时加以保护和传承，

铜鼓舞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4]。

2006 年 5 月“壮族彝族铜鼓舞”项目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保护。同年，里洒村被定为“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活动示

范点”。

4.4 宣扬传统文化——铜鼓舞

作为彝族铜鼓舞的爱好者和传承人，为了把祖先几百

年流传下来的彝族铜鼓舞发扬光大并且让这一名族优秀的

文化遗产得到保存发展永不消失。村里的两面铜鼓由每一

户轮流保管。为了让彝族铜鼓舞代代相传，里洒村大部分

会跳彝族铜鼓舞和会打击铜鼓的青年一代传授。铜鼓舞文

化折射出壮、彝人民勤劳、聪慧、淳朴、善良的性格及审

美观念，是研究壮族、彝族社会历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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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媒介，在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等方面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

5 结语

彝族铜鼓舞作为非遗文化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种

这种习俗至今仍保留在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丧葬活动中铜鼓舞

也与祭祀、宗教活动紧密相连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也多

用于年节庆典活动中 [5]，成为群众自娱性的舞蹈。由于外来

文化的冲击，壮族、彝族年轻一代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缺乏

深层次的认知，导致习铜鼓舞者锐减，如不及时加以保护和

传承，就有消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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