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1 卷 2 期 Anmai/安麦 当代教育与艺术

61

湘西地域文化背景下民族舞蹈的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
杨鹏

湘西武陵山民族文艺传习中心，湖南湘西，416000；

摘要：湘西地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包括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多个民

族。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同时又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共

同孕育了湘西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湘西民族舞蹈作为该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深厚的艺术

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审美观念。本文旨在探讨湘西地域文化背景下民族舞蹈的艺术特征

与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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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湘西民族舞蹈的艺术特征

1.1 原始古朴，自然天成

在湘西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舞蹈艺术以其独特的魅

力绽放着迷人的光彩。这里的舞蹈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

的舞蹈，它更显原始古朴，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将我

们带回到那个未被现代文明所触及的古老年代。湘西舞

蹈的代表——摆手舞，不仅是艺术的展现，更是湘西族

群历史与文化的缩影。

摆手舞的动作粗犷豪放，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舞者

们在舞动中展现出一种原始的野性美，仿佛在诉说着湘

西族群起源与形成的故事。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自然

的敬畏和对族群意识觉醒的自豪。队列整齐有序，变化

运动而不乱章法，这种高度的团结协作精神，正是湘西

人民在艰苦环境中相互扶持、共同奋斗的真实写照。

湘西舞蹈的原始古朴性赋予了它一种自然天成的

特征。舞蹈动作、节奏、律动、姿势、神态，无一不是

源自生活、源自人性的自然流露。它们是对原生态生活

的自然而然的表现，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刻意雕琢，只

有最真实的情感和最质朴的表达。在湘西舞蹈中，我们

仿佛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吸，感受到生命的律动，看到湘

西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

总之，湘西舞蹈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展现了

湘西族群的历史与文化，更传递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

对生活的热爱。它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艺术，一种源自心

灵深处的呼唤，一种让人无法忘怀的原始之美。

1.2 简单朴实，程式反复

湘西舞蹈，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深植根于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这种舞蹈形式，以其简单朴实的动作和反复的程式，展

现了湘西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在湘西舞蹈中，

舞者们通过手部的摆动和挥动，以及脚部的简单步伐，

将日常生活中的动作进行了夸张和美化，使之成为一种

富有节奏和韵律的艺术表达。

手部动作的简单变化，往往与湘西人民的劳动生活

紧密相关。例如，模仿农耕、捕鱼等动作，通过舞蹈的

形式，将这些日常活动转化为一种视觉和情感上的享受。

脚部动作虽然简单，却蕴含着深厚的民族特色，它们与

湘西的山水地貌和生活节奏息息相关，反映了当地人民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哲学。

湘西舞蹈的程式化和模式化，使得这种艺术形式具

有了极强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这些恒定的姿势和动作，

不仅便于记忆和学习，而且在不断的重复中，强化了舞

蹈的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这种反复的程式循环，不仅

让观众能够迅速捕捉到舞蹈的精髓，也使得舞者能够在

每一次的表演中，更加深入地探索和表达舞蹈的内涵。

在湘西舞蹈中，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

义和历史传承。舞者们通过身体语言，将湘西的山川、

河流、风土人情等元素融入舞蹈之中，使得这种艺术形

式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上的触动。湘西舞

蹈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

代的桥梁，让世人得以一窥湘西人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

界。

1.3 平稳中和，刚柔相济

湘西舞蹈，这片古老土地上绽放的艺术奇葩，以其

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目光。在这

片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舞蹈不仅是欢庆和表达情感的方

式，更是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湘西舞蹈千姿百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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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但它们共同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平稳中和、

刚柔相济。

这种舞蹈风格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与湘西地区特有

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密切相关。湘西的山水赋予了这

里的人们一种平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舞蹈中体现为动

作的平稳和节奏的中和。不同于其他地区舞蹈的热烈和

激昂，湘西舞蹈更注重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动作简洁

而粗拙，却充满力量和美感。

苗族的鼓舞是湘西舞蹈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

在鼓声的伴奏下，舞者们以粗犷的动作展现豪爽直率的

性格，但这些动作并不剧烈，而是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这种刚柔并济的风格，既展现了男性的阳刚之美，又体

现了女性的阴柔之美，两者在舞蹈中巧妙地融合，构成

了一幅幅和谐的画面。

男女搭配的表演形式，更是将这种和谐之美推向了

极致。男性舞者以力量和速度展现阳刚之气，女性舞者

则以柔美和细腻诠释阴柔之美。在这样的配合下，湘西

舞蹈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共鸣。

总之，湘西舞蹈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成为了中国民族舞蹈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展

现了湘西人民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更传递出一种平

和、中和、刚柔相济的美学理念。

2 湘西民族舞蹈的审美价值

2.1.历史文化传承价值

湘西民族舞蹈不仅是艺术的展现，更是湘西地区深

厚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舞蹈形式多样，内涵丰富，

它们承载着湘西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传递着文化传承的

脉络，同时也映射出社会的变迁。在湘西这片古老的土

地上，每一个舞步、每一个手势都蕴含着故事，每一个

节拍都回响着历史的回声。

以摆手舞为例，这种舞蹈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它

更是一种历史的叙述。摆手舞源于湘西土家族，它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了土家族的形成过程。在历史上，土家族

人民因战乱而被迫迁徙至偏远的山区，这些山区成为了

他们新的家园。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

土家人凭借着勇敢和顽强，与自然和敌人抗争，最终赢

得了生存的权利。摆手舞正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艺术再

现，它通过舞蹈动作的编排，展现了土家人在逆境中不

屈不挠的精神。

湘西民族舞蹈不仅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还塑造了

湘西英雄的形象。在舞蹈中，那些表现战争、狩猎和农

耕的场景，都充满了力量和动感，体现了土家人对英雄

的崇拜和敬仰。这些舞蹈作品通过夸张的动作和激昂的

节奏，传递出对历史、对祖先、对英雄的尊重和怀念之

情。

湘西民族舞蹈的传承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历史的记

录和传播上，更在于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这些舞蹈不

仅是湘西人民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

桥梁。通过学习和欣赏这些舞蹈，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

了解湘西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色，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同时，湘西民族舞蹈也成为了湘西地区对外文

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湘西，增进

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

2.2 民俗表现与传承价值

湘西民族舞蹈，作为湘西地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民俗表现功能，更是文化传承

的宝贵载体。这些舞蹈中蕴含着深厚的民俗元素，它们

如同历史的活化石，通过肢体语言讲述着湘西人民的生

活故事和精神追求。无论是欢快的鼓舞、神秘的巫舞，

还是庄重的祭祀舞，每一种舞蹈形式都与湘西地区的民

俗风情、节日习俗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

在湘西的每一个传统节日里，舞蹈都是不可或缺的

元素。它们在节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节日增添

了无限的活力与魅力。例如，在苗年节、土家年等重要

节日中，舞蹈不仅是庆祝活动的高潮，更是传递祝福和

祈愿的方式。人们通过舞蹈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丰收

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参与和观赏湘西民族舞蹈，不仅是对视觉和听觉的

享受，更是一次深入了解湘西民俗文化的旅程。舞蹈的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节奏，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信息。通过舞蹈，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湘西人民

的生活方式、信仰观念和审美情趣，从而获取丰富的民

俗知识，强化对民俗传统的记忆。

在现代社会，湘西民族舞蹈的传承价值愈发凸显。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许多传统文化面临着消失

的危机。湘西民族舞蹈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其传

承不仅有助于保存和保护好民俗传统，还能促进民族文

化的交流与传播。通过教育、旅游和文化交流活动，湘

西民族舞蹈得以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让更多人了解和

欣赏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

总之，湘西民族舞蹈不仅是湘西地区民俗文化的重

要表现形式，更是宝贵的文化传承载体。它不仅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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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传

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2.3 社会交往与交流价值

湘西民族舞蹈不仅是艺术的展现，更是社会交往与

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湘西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舞

蹈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民族情感。过去，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湘西地区相对

封闭，人们的生活圈子较小，这使得舞蹈成为了一种重

要的内部交流方式。在族群或村屯的节庆、婚丧、祭祀、

礼俗等重大社会活动中，舞蹈不仅是仪式的一部分，更

是人们情感交流和思想沟通的桥梁。通过舞蹈，人们能

够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从而加深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和文化认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旅游业的兴起为湘西民族舞蹈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舞蹈不再局限于族群内部的交流，

而是成为了对外展示湘西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通过精

心编排的舞蹈表演，游客们得以一窥湘西民族的风土人

情，感受其独特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的展示不仅吸引

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

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湘西民族舞蹈以其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了连接湘西与

世界的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湘西地区的

文化多样性。

总之，湘西民族舞蹈在社会交往与交流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作为族群内部情感沟通的纽带，

还是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它都以其独有的方式，

传递着湘西人民的生活智慧和文化精神，为促进社会和

谐与文化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2.4 审美娱乐价值

湘西民族舞蹈，作为这片神秘土地上的一朵奇葩，

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娱乐

价值。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族群以舞蹈为媒介，

展现出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湘西的苗族、

土家族、侗族等，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舞蹈风格，

它们或热烈奔放，或含蓄内敛，或轻盈飘逸，无不体现

出湘西人民生性自由浪漫的特质。

在湘西，舞蹈不仅是节庆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品。每逢佳节或重大庆

典，人们身着盛装，手牵手，肩并肩，随着鼓点和音乐

的节奏，翩翩起舞。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不仅调节和

协调了社会活动及劳动的节拍和节奏，还有效地缓解了

劳作带来的疲惫，为辛苦的农耕生活带来一抹亮色。

舞蹈在湘西人民的生活中，还扮演着情感表达和心

灵慰藉的角色。在劳作之余，人们通过舞蹈来释放压力，

表达情感，无论是喜悦还是忧愁，都可以通过舞步和身

姿得以展现和传递。这种艺术形式，不仅愉悦了身心，

也增强了族群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湘西民族舞蹈的审美娱乐价值，还体现在其独特的

艺术表现形式上。舞蹈动作往往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

活，它们或模仿自然界的动物，或再现劳动场景，或表

达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这些舞蹈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

性，也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寓意，让观众在欣赏美的同

时，也能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

总之，湘西民族舞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形式，

不仅展现了湘西人民的审美观、艺术观和娱乐观，更成

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以独特的魅力，传

递着湘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成为连接过去

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3 结论

湘西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舞蹈具有独特的艺术

特征和丰富的审美价值。这些舞蹈不仅是湘西地区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我

们应该加强对湘西民族舞蹈的研究和保护，让这种珍贵

的艺术遗产得以传承下去，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做出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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