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我国古代北方民族萨满舞蹈的类型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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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通过蒙古族萨满舞的类型和特征
、

满族萨满舞的鼓舞和鼓的作用的介绍
,

对萨

满教
“
四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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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性艺术体进行了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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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萨满是
“

因兴奋而狂舞的
”

的人
,

所以萨满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以舞降神
,

可以说
,

没有丰富多彩的萨满舞蹈就没有萨满教仪式
。

由于萨满巫仪和神秘舞蹈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

在中国西北
、

东北等地用
“

跳大神
”

来泛指萨满和大仙等民间巫师的跳神仪

式
。

尽管
“

跳大神
”

和萨满仪式不完全是一会事
,

但在民间已经习惯于用这一术语
。

萨满舞是古老的原始宗教舞蹈
。

中国少数民族的萨满舞蹈种类繁多
、

内容丰富
、

形式

多样
,

并各有各的民族特色
。

以蒙古族为例
, “

人类历史初期的蒙古博 即萨满 舞蹈
,

是原始狩猎舞
、

鼓舞
、

图腾舞的结合体
。

他的动作无疑是起源于劳动生活的古老的模拟

性
、

自娱性简单动作
,

而且具有明显的实用意义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宗教的形成
,

作为博信仰 教 意识的形象体现博舞蹈
,

逐渐脱离模拟再现魔法狩猎的生产形式
,

演变

为单纯的
‘

歌舞事神
’

的宗教舞
。

这时的博舞蹈
,

经博信徒们的积累
、

加工
、

提炼
,

形成

了一套适合表达思想感情
、

行博内容的丰富的蒙古族舞蹈语汇和完整的表演形式
。 ”

可见
,

蒙古族萨满舞蹈是吸收和发展了原始舞蹈
,

对此白翠英先生富有见地地论述
“

他们在劳

动
、

征战
、

庆典中创造了模拟动物
、

再现狩猎搏斗的场面和传授狩猎舞
、

战争兵器舞 鼓

舞
、

刀舞
,

绕树顿足拍手击节的集体舞等
。

蒙古博 萨满 在其由敬畏神鬼转为献媚神

鬼的过程中
,

将这些原始舞蹈的风采吸收到宗教仪式中
、

巫术活动中
、

服饰法器中
,

使其

神化
,

成为他们以巫术
、

魔法进行狩猎生产的手段和主持集体宗教仪式
、

激发人们宗教意

识和审美需求的一种手法
。

之后
,

在萨满 博 由氏族变为职业
,

由娱神发展为既娱神又

娱人的过程中
,

又使集体祭祀舞
、

部分民间舞蹈变为专业萨满表演的丰富多彩的
、

比较完

美的
、

规范化的宗教舞蹈
,

寓教义于娱乐之中
。 ” ① 长期以来

,

萨满舞蹈在蒙古人精神生

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

在生产
、

生活
、

习俗
、

礼仪
、

征战等活动中都要举行特定的带有宗

① 白翠英 《科尔沁民族民间舞蹈与宗教 》
,

见 《哲里木艺术研究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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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意义的仪式
,

跳萨满舞
。

其表演形式有独舞
、

双人舞
、

四人舞
、

群舞等
,

分大场 室外

祭祀求福
、

小场 室内治病驱魔
,

其基本动作有步伐
、

旋转
、

跳跃等
。

萨满舞主要有鼓

技舞
、

精灵舞
、

亦都罕舞
、

菜青舞等
。

鼓技舞
,

是原始多神教带有共性的舞蹈形式
,

具有 自己的独特风格
、

动作
、

节奏和表

演形式
。

精灵舞
,

是原始多神教模拟图腾神灵的舞蹈
,

丰富多彩
,

可 以分若干类型
。

如
,

鸟神精灵舞
,

以鼓
、

手臂
、

法裙
、

衬裙等象征翅膀
,

模拟鸟神抖动翅膀 硬肩
、

抖肩
、

啄弄羽毛
、

飞旋飞落等形象 蜜蜂神精灵舞
,

双背手
,

手指为针
,

退步蹦跳
,

表现蜜蜂神

哲人 虎神精灵舞
,

以 四肢为爪
,

双腿蹦跳
,

表现虎神凶猛的运动形态 种山羊神精灵

舞
,

以鼓柄为角
,

将鼓放在头上
,

另一只手后背
,

晃动前倾的身体
,

脚下是 自由的走动
,

表现种山羊神顶人 学舌精灵舞
,

将鼓竖在耳后
,

另一只手按在腿上躬身行走
、

蹦跳
,

扮

演好奇的学舌人
,

时而站着听
,

时而学着说
。

模仿动物的舞蹈动作在蒙古族萨满舞蹈中比

较普遍
。

模仿野生动物的舞蹈
,

是猎人们以跳舞的形式来模仿各种野生动物的动作和神

态
。

对此乌兰杰先生很有研究
,

他认为
“

各种野生动物是蒙古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换句话说
,

即是他们的劳动对象
。

通过狩猎生产劳动长期的实践
,

蒙古人逐渐掌握了各种

飞禽走兽的习性
。

积累了有关野生动物的丰富知识
。

因而
,

他们将自己对野生动物的敏锐

观察和体验
,

用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
。 ” ① 据研究

,

有些地方至今还流传着模仿野生动物

的舞蹈
。

俄国旅行家伊万诺夫对此作了具体描写
“

黑山鸡舞用弹舌作响
,

吹 口哨
,

学鸡

叫等伴奏
。

表演者一边舞蹈
,

一边模仿求雌的黑山鸡的动作和叫声
。 ”

雷鸡舞
,

是一个原

始狩猎舞蹈
。

俄国旅行家罕加洛夫说
“

雷鸡舞中
,

二个舞蹈者模仿雌雄二雷鸡
。 ”

白海青

舞
,

是蒙古人最古老模仿野生动物的舞蹈之一
,

是从萨满教歌舞中发展起来的
。

蒙古科尔

沁萨满教中有一个叫做
“

查干额利叶
”

白色的鹰
,

实则白海青 的教派
,

白海青就是这

个教派的神灵
,

专门在亦都罕 女萨满 身上附体
。 “

白海青舞是在神灵附体前跳的
。

每

当祈祷完毕之后
,

那些能歌善舞的亦都罕
,

身着白色长袍
,

两手持白绸巾
,

翩然起舞
,

由

慢到快
,

模仿出白海青的各种神态动作来
。

例如
,

他们忽儿双臂轻舒
、

绕场迅跑
,

犹如一

支敏捷的白海青展翅飞翔
,

盘旋高空
,

忽儿又反叉双手
,

膝行卧鱼
,

恰似可爱的白海青回

首啄理洁白的羽毛
。 ” ② 可见

,

此舞的艺术性较高
,

其动作姿态想必是经先辈女萨满们一

代一代相传下来的
,

后来白海青舞逐渐脱离简陋古朴的原始形态
,

变成一个相当成熟而定

型的民间舞蹈
。 ③

满族的萨满舞蹈和民间民俗舞蹈之间相互影响比较明显
。

萨满祭祀歌舞 《抓鼓舞 》
、

《单鼓舞 》
、

《腰铃舞 》等都对民间舞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如
,

满族民间舞蹈 《腰铃舞 》

由数名腰系铜铃男子表演
。

表演时打着响板
,

扭动腰铃
,

使板声
、

铃声相和
。

源于满族早

乌兰杰 《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 》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布里亚特蒙古史 》 上册
,

第 页
。

①②

③ 刘一沽主编 《民族艺术与神美 》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



论我国古代北方 民族萨满舞蹈的类型及特征

期骑射生活
。

萨满祭祀时亦跳此舞
,

但动作较简单
,

腰铃与神鼓同时使用
,

并伴祭祀时所

唱神歌
。

满族舞蹈 《单鼓舞 》中
,

舞者一手拿鼓
,

一手敲击 两腿轮跳
,

健美有力
,

身着

彩衣
,

头戴结帽
,

此舞模仿
、

借鉴了萨满祭祀中的舞蹈表演
,

有浓厚的满族狩猎生活情

趣
。 ①

在萨满舞中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

萨满开始跳神之前往往先敲击一段神鼓
,

以此来

酝酿萨满的歌舞灵性
,

同时以萨满鼓声来通告神灵
,

仪式就要开始了
。

萨满舞的序幕往往

是从鼓声中缓缓拉开的
。

没有鼓萨满就跳不了神
,

也主持不了仪式
。

在民间现在还流传一句话
,

见有人干活不带工具
,

空手来的
,

就说
“

当一辈子大神

没鼓一拍巴掌来的
。 ”

说的就是鼓是大神必备的工具
。

萨满在跳神时就是累死
,

也要把鼓

拿在手里
。 ②

神鼓主要是通过鼓舞
、

鼓法去象征各种人类活动
。

萨满在跳神时
,

舞衣
、

腰铃是伴奏

器
。

击鼓的动作
,

可分身
、

手
、

脚三部分
。

跳时
,

左手持鼓
,

右手握鼓褪
,

也有右手持鼓

左手握鼓褪的
。

有些出名的老萨满都是左右开弓
,

双手都会
。

击鼓的方法与普通的打鼓不

同
,

其鼓褪不是直上直下
,

而是斜击鼓面
。

身体左右摇动
,

腰铃随之摇摆成声
。

两足分开

站立
,

开始时左足较右足稍前
,

仅以脚尖着地
,

身部摆三次 右脚前进一步
,

也是脚尖着

地
,

身体摆三次 右脚再前进一步
,

也是脚尖着地
,

身体继续摆动三次
,

左脚又进一步
。

如此更迭
,

前进不已
。

萨满的鼓舞都在室内举行
,

惟在跳鹿神时则在室外
。

室内舞在里屋

地下
,

通常环舞三次
。

舞的姿势有三种 一是盘鼓
。

香主家摆上供
,

萨满上场
,

右手握

鼓
,

左手拿鼓褪
,

盘脚坐在床上
,

先打一通报鼓
,

要打的生动
、

快活
、

喜庆
,

接着双 目紧

闭
,

一面击鼓
,

一面拌动嘴唇
,

咬响牙齿
。

二是击鼓
。

在请来神后
,

互相对答完
,

从炕上

跳下
,

也有从高桌上跳下的
,

边歌边舞
,

边跳边唱
,

歌声
、

鼓声融为一体
。

三是舞鼓
。

舞

鼓多用小鼓
,

节奏复杂多变
,

鼓点短促清晰
,

似如爆豆
。

在跳神打鬼和送鬼时
,

村中有些

好玩鼓的青年人
,

为了给萨满出难题
,

凑合几个人
,

戴着各式鬼脸
,

闯进跳神的屋
,

和萨

满比试鼓舞
,

这是萨满最担心的
、

也必须过的一关
。

开始由萨满的助手和村中的
“

外鬼
”

比赛
,

比败了的外鬼就等于被赶走了
。

但也有技术很高的
,

’

非得掌坛的老萨满出面
,

开始

舞一面鼓
,

一会儿舞两面鼓
,

舞者手中的鼓有时抛起
,

有时旋转
,

手上的功夫非常好
,

花

样繁多
,

各使节数
。

这时腰铃齐响
,

跳神达到高潮
,

几个人鼓声参差错落
,

真是火爆
,

在

表现鼓舞的同时
,

拿出绝招
,

象吞火
、

衔刀
,

惹得四周人暗中叫好
。

在萨满文化中鼓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
,

其艺术价值是次要的
。

正如普列汉诺夫

所指出的
“

从历史上说
,

以有意识的实用观点来看待事物
,

往往是先于审美的观点来看

张效民
、

杨连生主编 《满族知识读本 》
,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金宝悦 《萨满教神鼓制作及表现形式 》
,

见 《黑龙江民族丛刊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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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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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事物
。 ” ① 神鼓在萨满仪式中除起迎神驱鬼的功用外

,

在萨满舞中直接表现体态律动
、

传达各种宗教情感指向和谊染宗教气氛方面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

萨满在掌握鼓的节

奏
、

音色和力度上花费了很大功夫
,

一个萨满跳神的一切完全从其鼓技上看得出来
。

从笔

者所看到的几场萨满跳神仪式来看
,

萨满在跳神之前必须先把神鼓拿到火上去烤
’

通电的

地方在电灯上烤 好
,

将其音色调到比较响亮为止
。

鼓技好的萨满在跳神时将鼓声的力度

和节拍掌握得灵活 自如
,

神鼓的音色变化也是相当丰富
。

一般来讲
,

萨满表达请神
、

迎

神
、

送神等喜悦之情时用轻快的节奏和柔和的音响
,

舞步也较缓慢
,

而驱鬼赶妖的场面

鼓点激昂
、

节奏加快
,

表现一种怒怨之情
。

萨满舞中舞台气氛和情节展开
,

始终是靠鼓点

来渲染和推动的
。

萨满舞的开场凡 高潮以及收场等舞蹈段落都可以从萨满敲击出的鼓点中

听得出来
。

萨满鼓在萨满跳神仪式中对制造气氛
、

渲染情绪
、

调整舞步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是非常大的
。

在整个跳神过程中萨满通过击出高低不同的音调和频率
,

传达了许多较为复

杂的宗教观念和文化信息
。

需要说明的是
,

绘画
、

舞蹈
、

音乐在萨满文化体系中往往是融为一体
、

不能够截然分

开的
。

在国际学术界
,

往往用诗歌
、

音乐
、

舞蹈的
“

三位一体
”

来概括人类艺术的起源和

原初形态
。

对于萨满教艺术来讲
,

用
“

三位一体
”

来概括似乎不够充分
。

萨满教艺术实际

上是融绘画
、

诗歌
、

音乐和舞蹈于一体的
“
四位一体

”

的艺术综合体
。

在一个完整的萨满

仪式中祈祷诗
、

音乐
、

舞蹈和绘画 主要是神像 是不可缺少的四大要素
。

叶磊先生曾把

鄂伦春族萨满的治病仪式分为如下十一个仪程 ② 供奉猎物
,

悬挂神像 穿衣戴帽
,

持鼓执鞭 围绕髯火
,

席地而坐 击鼓请神
,

合唱神歌 焚烧捍草
,

净化环境

诸神下降
,

相互谦让 神灵附身
,

求情许愿 敬奉神酒
,

诸神享用 驱魔祈

祷
,

祛病除灾 恭敬送神
,

上天离走 享用供品
,

尽情欢乐
。

从这一仪程中可以

看出
,

除合唱神歌 一般用诗体
、

击鼓跳神等音乐
、

诗歌
、

舞蹈等三个要素之外
,

还加

上了
“

悬挂神像
”

的绘画要素
,

构成了典型的
“

四位一体
”

的艺术结构特征
。

由于萨满教

艺术是蕴含极其丰富的艺术综合体
,

所以我们应该采取多学科
、

多角度的
“

科际
”

研究方

法来研究它
,

才能够得出全面系统的论断
。

把萨满教造型艺术中的各个要素放在整个萨满

文化的整体结构中来研究
,

并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去分析和阐释萨满教艺术的功

能
,

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完满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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