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跨境民族的乐舞文化在研究民族文化史时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在历史上，跨境民族具有同源性，这也使得跨境民族

在文化上具有相同的历史记忆。现如今，中国的跨境民族主要

分布在中国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佤族乐舞文化是中国

民族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具有历史深厚、多元性等诸多特点，

是纪念祖先、表达情感、传授生产知识点的重要方式。而就目

前来说，佤族乐舞文化未被深入挖掘，其自身的魅力未能展

现。基于现如今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深入进行佤族乐舞文化研

究是相当有必要的，同时也是推动佤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

是文化方面的发展的重要手段。

2 历史中缅乐舞文化交流

2.1 东汉时期

中缅两国在西汉时期就通过陆海交通进行经济文化交

流。“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

人”，从此中缅之间的音乐文化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

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朝政府在西南一带设置永

昌郡。

缅甸的音乐和杂技深受东汉人民喜欢，乐舞文化极大的

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乐舞文化交流开创了

“朝贡贸易”的先例，有利的宣传了缅甸自身的民族文化，同时

为跨境民族的同源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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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唐朝时期

唐朝是中国相当繁盛的一个时期，此时各国间的经济文化

的交流空前繁荣，而与此同时唐朝的大国地位日渐凸显。唐朝

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民族政策，为引进各国的文化提供了政策的

支撑。缅甸派遣使团来长安，带来了大量的音乐、舞蹈和乐器。

2.3 清朝时期

清朝时期，缅甸以佛教立国，大量兴建佛塔寺庙，并且每建

一塔一寺必用歌舞娱佛，进一步推动了缅甸乐舞文化的繁荣。

同时缅甸从暹罗引进了音乐舞蹈和雕刻，进一步丰富了缅甸的

乐舞文化。缅甸乐舞金融宫廷，中缅政治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国

之间和谐共处，为边境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提供了条件。

2.4 当代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和缅甸之间的交

流达到高潮，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文化、科技全方位的交流。中

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缅甸，而中国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撑，

也根据缅甸音乐特点，开始进行沿线采风，进行相关乐舞的创

造。现如今，中缅佤族之间的乐舞交流，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

的变化，一方面是是为了适应佤族乐舞更好的走向世界，而另

一方面是佤族利用乐舞进行交流的重要桥梁。

3 佤族乐舞文化的特点

佤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乐舞文化。他们性格豪放，而又极具舞蹈天赋，甚至连头发

都会跳舞，舞蹈变成了他们的特征之一。佤族舞蹈，向世人诉说

着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诉说着对神灵的敬畏。佤族原生态舞

蹈，通过特定的时间、空间表达着自身的信仰，代表其民族文化

的独特性，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3.1 历史悠久

佤族，远在先秦时期就有着“僬侥”这个族称，和佤族自称

的“巴饶”很是接近，其很有可能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先民。佤族

起源于阿佤山，说明当地居民较早就在此一带生活。由于交

通、经济等发展的限制，佤族生产方式较为落后，保留着古时

候的生产生活方式。佤族以寨而据，保留着父系氏族公社发展

而来的性质和组织形式。这些种种也就造成了佤族乐舞在历

史发展时期，较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涉，较多的保留了自身的

民族的特点。同时，更多的是佤族自身在发展中利用乐舞来表

达生活愿望的一种方式。毕竟，生产经济的落后，造成了科学

技术的相对落后，探索自然的方式仍旧是有待提升。迫于自身

条件的限制，更多的时候依赖舞蹈来表达自身的主观愿望。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佤族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经

济、教育、科学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佤族开始呈现一

种开放的形态，佤族中代表性的舞蹈便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但

是流传度仍旧不高。历史悠久的佤族舞蹈，在舞蹈方面动作大

多保留着远古时候豪放、古朴的特点。从佤族舞蹈形式上来说

一方面历史悠久，而另一方面便是从佤族舞蹈所表达的主观

愿望[1]。

3.2 舞蹈种类丰富

佤族人认为：万物皆有灵，而舞蹈是和万物沟通的唯一方

式。基于此，佤族便在生产、生活中有着大量的舞蹈诞生，表达

着人们不同时期的不同愿望。佤族的民间舞主要有十三种：悼

念舞，为悼念死者和安抚亲人而跳的风俗性舞蹈；口琴舞，是

人们一种自娱自乐的娱乐性舞蹈；臼棒舞，是为了悼念死者进

行剽牛时跳的男女集体祭奠舞蹈。这些舞蹈虽然所跳时间不

一样，但是大致动作是下肢动作复杂，舞步变化大，双跺单踢、

一步跺、三步跺、三步一踢、一步踢、撩腿按地等。这些动作的

表现了舞蹈动作力度强，奔放、浑厚的特点。丰富的舞蹈种类，

也从侧面述说了佤族人民丰富的情感世界，覆盖了佤族人民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3.3 原生态舞蹈

佤族的舞蹈源远流长，当征服自然界的愿望和自身能力

不匹配的时候，便出现了盛大的仪式舞蹈，通过这些简单的动

作，表达自身的主观愿望以及自身存在价值，向世人诉说着自

己的生活。佤族舞蹈世世代代继承，具有极强的生命活力。跳

木鼓舞时，节奏短而有力，时缓时急，悲喜相交。在舞蹈高潮

时，舞步整齐有力，气势磅礴，真实的再现了远古时代人们对

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以及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本身佤族聚居

的地方，生活环境相对闭塞，在历史沉淀中，形成了佤族舞蹈

中原生态的特点，并在世代相传中留存下来了。佤族舞蹈中的

原生态，是一种远古历史的沉积，是一种佤族人性格的具体展

现，是人们美好生活的寄托方式。

3.4 宗教信仰

佤族是一个信奉宗教的民族，他们的崇拜物是牛，牛头象

征着财富和地位，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在佤族先民的眼中，对

于自然界中一切他们所不理解的现象，都是有着灵魂的。在重

大节庆中，敲起木鼓，浓密的鼓点扣人心弦，使得佤族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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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的奔放，简单的舞蹈动作中透着一种神秘。竹竿舞便是用

来祭祀有威望的老人的，在老人死后，跳上竹竿舞，欢送老人。

佤族人认为人死灵魂不灭，利用这些原始的信仰，祈求祖先庇

护自己后代、家族兴旺。对于佤族人来说，舞蹈不是表演，而是

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表达对祖先思念、神灵敬畏的一

种方式。

4 中缅跨境民族仪式语境下佤族乐舞文化的

影响

4.1 推动了中缅双方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是双方的。中缅两国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都

对双方的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处于跨境民族

的佤族。中缅两国山水相依，民族相通，佤族充当了两国在经

济文化交流中的使者。缅甸从西汉时期，便开始了向中国朝

觐，进贡大量的乐舞。而在宋朝时期，随着郑和下西洋也为缅

甸带去了大量的乐舞，更是有不少士兵留于缅甸。这极大的促

进了两国音乐的交流。在东汉王朝，随着西南丝绸之路的开

通，不少人民翻山越岭进行贸易交流，在推动了经济的同时，

也促进音乐交流的繁荣。当然了，中缅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友好便是保障，两国间唇齿相依，在对方

的乐舞的发展都带来了积极影响。

4.2 丰富了中缅佤族的民族内涵

乐舞的产生，是从先人的长期历史生活中诞生的，有着是

为了纪念祖先，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有的是强身健体，适应生

产需求的，有的是人们日常交流的一种方式。每一个民族的乐

舞文化都是有着自己的特点的。而中缅两国的佤族，虽然说具

有同源性。但是在历史时期，国家的发展政策的不同，在文化

上有着些许的差异性。而随着跨境民族佤族长期的经济文化

交流，带来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经济的繁荣，更是对对方民族

文化的一种丰富和完善。佤族的乐舞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包容

性，在历史中佤族对外交流比较少，虽然说佤族分国而治，但

是两国长期之间保留着友好交流的方式，为丰富中缅佤族的

民族内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现如今，中缅两国的经济文化交

流日益频繁，而跨境民族佤族之间的交通、经济发展上的制约

逐渐较低，在乐舞文化上交流更显突出[2]。

4.3 推动了中缅佤族间的传统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强化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文化

交流。文明实在开放中不断发展融合的。民族实在交流中共生

共存的。要消除当今世界矛盾和冲突，便是在承认多元化的前

提下，加强不同文明中的对话，求同存异。无疑，“一带一路”理

念的提出，为中缅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全面支持。国内的一

些艺术团赴缅甸“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采风、体验生活，收集和

加工当地的民族音乐舞蹈素材，创作出一大批“一带一路”的

主题节目。

5 结语

中缅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缅跨境民族进行交流的

基础所在。中国佤族依山而居，和缅甸佤族山水相连，两族的

同源性也保证了佤族将在今后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更加凸显。

人们对之怀着神秘、虔诚、膜拜的宗教心理，通过舞蹈展现对

大自然的敬畏，是人们肢体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文化传

承中的重要载体。跨境民族的乐舞文化研究，对研究跨境民族

的生产、生活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了，在中缅两族

文化交流中，仍旧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万万不可为了交

流，而忽视了自身的本源。乐舞文化的交流是为了自身民族文

化的繁荣，是为了自身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凭着这些乐舞传

承，民族凝聚力得到了不断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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