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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族舞蹈文化研究
朱　倩

（云南大学昌新国际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独龙族是云南省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因生活在云南贡山地区独龙江两岸而得名，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山川、河流、大树、

巨石等自然物，孕育了独特的舞蹈文化。独龙族舞蹈动作与队形变化多，与当地农事有着紧密关系，表达了崇敬自然、祈盼丰收的美好

祝愿，以集体舞为主，分为剽牛舞、锅庄舞和跳鼓舞等，展现了独龙族独特的母系氏族文化和异域风情。本文分析了独龙族舞蹈文化特

点、传承与文化保护现状，以独龙族舞蹈分类与特点为切入点，探索保护与传承独龙族舞蹈文化的有效路径，让更多人认识独龙族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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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族舞蹈一般在过年、春耕、结婚、打猎获得猎物时跳，

以集体舞蹈为主，男女老少围成一圈，一边唱一边跳，一般采用

铓锣伴奏，展现了独龙族勤劳勇敢、热情奔放、能歌善舞的一面。

但是由于独龙族生活在深山、交通闭塞，导致很多人并不了解独

龙族舞蹈，再加上如今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学习独龙族舞蹈的

年轻人越来越少，导致独龙族舞蹈面临无人传承的困境。政府部

门要加大独龙族舞蹈文化宣传力度，利用新媒体宣传独龙族舞蹈

文化，推进独龙族舞蹈进校园，让更多人了解独龙族舞蹈。同时，

文艺从业人员要深入独龙族采风，把其和现代舞蹈融合，创新独

龙族舞蹈传承方式，壮大独龙族舞蹈学习队伍，更好地保护和传

承独龙族舞蹈文化。

一、独龙族舞蹈分类

（一）剽牛舞

剽牛舞指的独龙族全体氏族成员在祈福活动上所跳的集体舞，

由富有的人家召集和组织全村寨的族人，以及其他村寨的亲朋好

友，邀请他们参与聚会与祈福活动。主人家会为亲朋好友准备水酒、

食物，邀请村寨中有威望的长辈为家人祈祷、祝福、祭祖、念祝词，

由到访的亲朋好友用歌声感谢主人的邀请、祝福他们一家人前程

似锦、幸福安康，祈求整个氏族来年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1. 形式。剽牛舞是其最具代表性独龙族的舞蹈，其中最核心

的环节就是剽牛这一活动，主要分为猎神的剽牛舞和在屋内围着

火塘跳的舞蹈，表达出不同的祈福目的。猎神的剽牛舞指的是全

村寨的人在草坪上跳舞，祈盼打猎可以猎到更多猎物；在屋内围

着火塘跳的舞蹈则是对男孩成年的祝愿，祝愿他们勇敢外出打猎、

希望变得有勇有谋，祝愿他们成长为优秀的猎人。

2. 队形。第一，逆时针方向围圈而舞，这是剽牛舞最常用的

队形，舞者要自己逆时针方向转圈，或者和舞伴一边相转一边向

大圈方向旋转，保持好圆圈队形。第二，舞者分成两排站立，并

来回交叉变化队形，有时两列舞者相遇后也会相互转小圈，但是

不能打乱两列队形。第三，无规则队形的舞蹈，由舞者自由发挥，

可以朝着一个固定方向跳去，这种队形多运用于家庭院落中、猎

场的山间小路或村寨空地上，舞者们一边舞蹈一边走动。

3. 套路与动作。剽牛舞共有五十多个套路，其中包括了反映

劳动生活的“搓小米舞”“洗衣舞”“刀舞”；反映对大自然崇

拜的“望星星舞”；反映狩猎与劳动生产活动的“乌鸦舞”展示

了独龙族先民劳动、生活场景，是独龙族文化的璀璨明珠。

剽牛舞动作主要集中在腿部、脚步，下肢舞蹈动作变化多端，

根据不同舞蹈主题、舞蹈场景等来灵活选择舞蹈动作，利用灵活

多变的腿部和脚步动作再现独龙族人民劳动、狩猎和祈福场景。

舞者在剽牛舞表演过程中会增加一些上身动作，例如身体前俯后

仰、左右摆动、左右扭动等动作，动作幅度不宜过大，体现独龙

族独特的舞蹈文化。

（二）跳鼓舞

随着时代发展，独龙族舞蹈也在不断发展与创新，跳鼓舞逐

渐转变为祈福家人健康平安的舞蹈，破除了人们的封建迷信思想。

舞者利用各种舞蹈动作向山川、树木、河流等祈福，祈求家人可

以健康平安，免受疾病困扰，祈盼利用富有生命力的舞蹈动作带

给家人美好祝愿。

（三）锅庄舞

锅庄舞是从藏族地区流传到独龙族，不受时间、地点、人数

等的限制，包括了固定歌唱形式、即兴演唱方式，舞蹈动作多集

中在膝关节和脚下，节奏比较欢快，带给人轻松、愉悦的感受。

锅庄舞无伴奏音乐，以悠颤跨腿、趋步辗转、跨腿踏步蹲等动作

为主，穿插男女对唱。

二、独龙族舞蹈特点

（一）简单古朴

独龙族崇尚简约，民族服饰比较简单，民族舞蹈动作比较简

单古朴，便于初学者学习。例如剽牛舞的基本舞蹈动作集中在腿

部和脚部，动作套路由一个或几个基本动作组成，套路动作容易

记忆，适合不同场合。独龙族舞蹈上身动作也比较简单，以简单

的身体前俯后仰、左右扭动为主，动作幅度都不太大。部分舞者

还会把狩猎、耕种、织布等动作融入舞蹈中，体现了独龙族舞蹈

古朴、简单、易学的特点。

（二）含有氏族社会的影子

独龙族属于母系氏族社会，这对独龙族繁衍、舞蹈文化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独龙族舞者多为女性，很多舞蹈动作都比

较柔美，这也意味着独龙族舞蹈与母系氏族文化息息相关。例如

在独龙族聚居的马库、巴坡一带，村落内的各类舞蹈活动都由女

性舞者负责，部落内的男性只参与跳刀舞、剽牛舞以及护送舞蹈

道具木桩，很少参与部落内的狂欢舞蹈。

（三）与居住环境融为一体

独龙族聚居地山高谷深，群峰环抱，河流众多，动植物资源

非常丰富，这也造就了他们崇尚自然和质朴，尊重山川、树木、

河水等自然物的民族文化，创作了很多以自然为主题的民族舞蹈。

例如独龙族“望星星舞”抒发对大自然的崇敬，表达了探索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感；模仿狩猎和劳动场景的“刀舞”和“洗衣舞”

等，这些舞蹈都展现了独龙族生活、劳动场景，是独龙族民族文

化的缩影，体现了独龙族舞蹈与当地生活、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

三、独龙族舞蹈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知名度比较低

由于独龙族生活在群山环抱之中，地理环境相对闭塞，交通

不便，阻碍了旅游业发展，难以吸引游客前来旅游，导致独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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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知名度和普及度比较低，影响了独龙族舞蹈传播。例如很多

独龙族舞蹈都在村寨、部落内部传播，很少走出大山，受众群体

比较单一，导致很多人对独龙族、独龙族舞蹈知之甚少，这也成

为影响独龙族舞蹈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缺少年轻传承人

随着现代思想文化的冲击，很多独龙族年轻人开始走出大山

求学、务工，把收入、就业等作为主要目标，不愿意回到大山学

习和传承独龙族舞蹈，这导致独龙族舞蹈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由于独龙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师徒制来传承

独龙族舞蹈，独龙族舞蹈传承人年龄不断增长，但是愿意学习民

族舞蹈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影响了独龙族舞蹈的传承。

（三）政府保护力度有待提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政府部门开始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

产、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但是对独龙族舞蹈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以走访、视频记录等方式为主，忽

略了利用新媒体宣传和保护独龙族舞蹈文化。同时，文旅部门忽略

了以独龙族舞蹈文化为核心编排现代歌舞表演节目、民族风情表演，

难以为游客呈现独龙族文化，影响了独龙族舞蹈文化保护和传承。

四、独龙族舞蹈文化传承与保护

（一）政府加大宣传力度

云南省文旅部门要重视独龙族舞蹈文化宣传和保护工作，一方

面要加大在独龙族舞蹈保护与宣传上的投入，记录独龙族各类舞蹈

历史文化、拍摄独龙族舞蹈表演视频，更好地保存独龙族舞蹈相关

资料。另一方面，文旅部门可以在独龙族聚居地设立文化保护站，

邀请独龙族舞蹈传承人担任教师，为游客、当地年轻人提供免费教

学，让更多年轻人学习独龙族舞蹈。首先，文旅部门要深入独龙族

聚集地调研，走访不同部落与村寨，了解不同地区剽牛舞、锅庄舞

和跳鼓舞等起源、舞蹈动作等，并重点走访独龙族舞蹈传承人，记

录下他们的口述资料，并拍摄他们舞蹈表演视频，剪辑独龙族舞蹈

文化纪录片。同时，文旅部门可以把独龙族舞蹈短视频发布在抖音、

微博和 B 站等平台，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拓宽独龙族舞蹈宣传

渠道，扩大受众群体，让更多人了解独龙族舞蹈，了解他们崇尚自

然、质朴的舞蹈文化，进一步打响独龙族舞蹈知名度。其次，政府

部门要组织独龙族舞蹈传承人、舞蹈队伍外出参赛，让独龙族舞蹈

走出大山、登上艺术舞台，弘扬独龙族文化，从而扩大独龙族舞蹈

文化知名度，吸引更多人前往独龙族聚居地旅游，既可以增加当地

旅游收入，又可以促进独龙族舞蹈文化传播。

（二）合理开发利用独龙族舞蹈

艺术工作者要合理开发、利用独龙族舞蹈文化，让这项古老

的舞蹈和现代舞蹈融合，编排更有民族特色的独龙族舞蹈节目，

让独龙族舞蹈焕发出生机。例如文旅部门可以和歌舞团合作，参

照丽江古城《印象丽江》实景演出节目，编排独龙族舞蹈节目，

展现独龙族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充满生机的舞蹈文化，

并把剽牛舞、锅庄舞和跳鼓舞等舞蹈融合起来，再现独龙族农耕、

剽牛、祈福和狩猎等场景，通过独特的舞蹈动作、语言和音乐等

展现民族文化，从而提升独龙族舞蹈文化魅力。例如舞者可以把

独龙族独特的脚部与腿部动作与现代舞动作融合起来，使用铓锣

作为舞蹈伴奏，跟随着节点翩翩起舞，精心编排群舞，采用顺时

针方向绕圈而舞，促进独龙族舞蹈和现代舞蹈艺术的融合。同时，

艺术工作者要积极把独龙族舞蹈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蹈节目编排

中，例如围绕独龙族“卡雀哇”节来编排舞蹈，展现独龙族对歌、

青年男女共跳锅庄舞的场景，围成大圆圈跟随着铓锣声有节奏地

跳舞，设计原生态舞蹈，凸显独龙族舞蹈特色，给观众留下深刻

印象。独龙族舞蹈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

工作者要肩负起保护和传承工作，把独龙族舞蹈文化和现代舞蹈

艺术融合起来，让古老的独龙族舞蹈焕发活力。

（三）培养青年舞者传承队伍

第一，政府部门要重视独龙族舞蹈传承人培养，成立独龙族

歌舞团、培训班，聘请独龙族舞蹈传承人担任培训教师、参与歌

舞节目编排，逐步把独龙族舞蹈打造为当地旅游亮点，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从而吸引更多年轻人学习独龙族舞蹈，壮大独龙族传

承人队伍，让独龙族舞蹈走出无人继承的困境。例如政府部门可

以给予独龙族舞蹈传承人一定补贴，为独龙族舞蹈团提供资金支

持，提供更多舞者岗位，把更多年轻人留在家乡学习独龙族舞蹈，

并为歌舞团争取外出演出、比赛机会，更好地推广独龙族舞蹈，

从而吸引更多人前来独龙族聚居地旅游，带动独龙族舞蹈发展。

第二，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独龙族村寨，选拔有潜力的舞蹈苗子，

为他们提供专业化培训，让他们跟随传承人学习剽牛舞、锅庄舞

和跳鼓舞等不同类型独龙族舞蹈，培养更多独龙族舞蹈青年传承

人，并鼓励青年舞者对传统独龙族舞蹈进行创新，编排出更有创

意的舞蹈节目，并组织他们通过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宣传独

龙族舞蹈文化，让他们肩负起保护和传承独龙族舞蹈文化的责任。

（四）推动独龙族舞蹈进校园

政府部门要积极推动独龙舞蹈进校园，在中小学、大学开设

独龙族舞蹈相关选修课程、推广独龙族舞蹈文化，让更多青少年

了解独龙族舞蹈，激发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热爱。首先，中小

学要积极讲解独龙族舞蹈文化历史、分类与特点、套路与舞蹈动

作，定期邀请独龙族舞蹈传承人进校园，让他们带领学生学习独

龙族独特的剽牛舞、锅庄舞和跳鼓舞套路与动作，以及伴奏乐器，

让他们了解独龙族不同舞蹈代表的寓意，加深他们独龙族艺术的

了解，让他们主动学习和传承独龙族舞蹈文化。其次，高校要积

极开设独龙族舞蹈相关选修课程，聘请独龙族舞蹈传承人担任兼

职教师，让他们为学生讲解独龙族“搓小米舞”“洗衣舞”“刀舞”

和“望星星舞”历史、动作等知识。高校舞蹈教师要积极与独龙

族舞蹈传承人合作，联合编排独龙族舞蹈节目，让学生在舞蹈表

演中了解独龙族文化，为师生奉上精彩的独龙族舞蹈演出，吸引

更多学生学习和传承独龙族舞蹈，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五、结语

总之，独龙族舞蹈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璨明珠，

也是少数民族艺术的杰出代表，它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政府、学

校和艺术工作者，促进独龙族舞蹈与现代艺术的融合，更好地保

护和传承独龙族舞蹈文化。政府部门要积极培养青年传承人，搭

建独龙族舞蹈宣传平台，让更多人了解独龙族舞蹈，推动独龙族

舞蹈进校园，激发学生学习独龙族艺术的积极性。艺术工作者要

积极编排独龙族舞蹈节目，合理开发和利用独龙族舞蹈，积极参

与各类舞蹈大赛，把其和现代舞蹈元素融合起来，弘扬独龙族舞

蹈文化，扩大其知名度，从而促进独龙族舞蹈文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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