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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每一种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文化和历史神话，每一支民族的

舞蹈都具有它的舞蹈风格和舞蹈寓意。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

史长河中各个民族不断开拓创新、继承发展，舞蹈元素也随之

发生改变；在传承和演变的过程中受到当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冲

击，舞蹈文化或更上一层楼或逐渐失传。

哈尼族与彝族、拉祜族等同源于古代羌族。哈尼族的先民

据说是“和夷”部落。哈尼族在云南省主要分布在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玉溪市。他们的

宗教信仰主要以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因此，哈尼族的文化多

以神灵和祭祀为主。服饰方面哈尼族多喜欢采用藏青色土布来做

服饰，不同地区哈尼族服饰各有特色。哈尼族人民能歌善舞，

舞蹈表现形式丰富，有“簸箕舞”“铓鼓舞”“棕扇舞”等

各种舞蹈形式，在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中哈尼族的舞蹈表

现形式以“棕扇舞”最为著名。

哈尼族棕扇舞是元江哈尼族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舞

蹈之一，流行于羊街乡、那诺乡哈尼族聚居地。2006 年 3 月，

由倪伟顺牵头组织挖掘、整理的元江哈尼族棕扇舞被省政府正式

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 年 5 月 23 日，

元江哈尼族棕扇舞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 年，成功举办“第七届国际哈尼/ 阿

卡文化学术讨论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哈尼族棕扇舞民

俗考察点《棕魂》系列演出活动，微电影《棕魂》荣获第五

届亚洲微电影最高奖项——金海棠奖。2017年7月到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抛头露面”，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舞蹈作品

展演。

这些来之不易的辉煌成就是对哈尼族民族文化的开拓创新和

传承弘扬，在这些让人们叹为观止的辉煌背后也有不少让人们惋

惜无奈的变化。

1  哈尼棕扇舞的文化背景

棕扇舞的起源于古老部落人民的外出狩猎、采摘丰收生活和

祭祀祖灵、驱杆鬼魔活动有关，从对狩猎中的禽兽的飞跃奔跑

的模仿和猎人凯旋归来喜悦心情，到手拿棕扇驱鬼祭神的场景都

有体现。传统的棕扇舞是哈尼族丧葬仪式“莫搓搓”的一部

分，一般是老人喜丧时，在祭祀或者守灵、送葬的时候而舞，

意为以象征着哈尼族吉祥的白鹇鸟护送死者亡灵送上天。

在哈尼族棕扇舞申遗成功以后，越来越多的节庆活动以突出

哈尼族棕扇文化，本着传承发扬的精神出现在各种节日演出中。

哈尼族棕扇舞的本质由生活、祭祀的自娱自乐形式发展为广为传

播的文化表演形式，从自娱发展到共娱。哈尼棕扇舞本是由群

体部落在狩猎和丰收时节的共同演绎表现自己的内心喜悦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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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在宗教祭祀节日里表达对祖先、自然的报答回馈和敬仰崇

拜；如今的哈尼族棕扇舞表演大多商业化，以促进当地哈尼文

化的广泛传播，带动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在哈尼族特色节日

中,哈尼十月年的节日活动氛围最为热闹，民族特色也最为明

显。在这个重大节日里大多会举行一些演出和返古原生态活动，

在这些演出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哈尼族棕扇舞。元江县羊街乡在十

月年之际表演棕扇舞，表现了当地哈尼人民的热情好客、能歌

善舞，也是哈尼文化的传承弘扬，更是元江县哈尼族节日里的

最具有民族特色和欣赏价值的一项活动。2019年11月7日-8日

元江县羊街乡的哈尼十月年表演的“万人棕扇舞”更是别具特

色，表演人数众多、场地宽阔、背景原生态等优势吸引了众多

游客，又结合互联网科技在微信公众号上现场直播让离家游子回

味家的温暖，也进一步推动了哈尼族棕扇舞文化更快更远的传

播。原生态活动：捉鱼、追鸭，舂粑粑等互动游戏吸引游客，

荡秋千、转磨秋、转秋、打陀螺、射驽等民族体育竞技活动

更是为哈尼族棕扇舞的淳朴、原生提供了氛围。让来此旅游的

各界人士更能体会到哈尼族热情淳朴的民风民俗，感受哈尼族棕

扇舞的无限魅力。

哈尼族棕扇舞从自娱自乐的原始生活、祭祀活动中发展成为

当今哈尼族聚居地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演出节目。是人们对哈

尼族棕扇舞的普及推广、传播文化意识的体现，也是当代经济

发展现状对民族文化的推动作用。

2  哈尼族棕扇舞的表演人群

哈尼棕扇舞的起源于部落生活的聚会和庆贺，多表现在生活

中部落的聚集和宗教祭祀活动中，无论老少男女都会跳棕扇舞并

大多是群舞形式呈现。棕扇舞由深受全村人民崇敬且家庭背景良

好的老人主持，他手拿棕扇前来主持。首先要合扇向众位乡亲

作三次揖，然后示意棕扇舞盛典现在开始。宣布开始之时锣、

鼓声一齐响起，主持仪式的老者要先绕着宴席跳一圈，动作多

为甩手抖身，意为甩掉身上的疾病抖落身上的灰尘，迎来新的

一年的吉祥和幸福。接着，参加宴席的其他人，手持棕扇，加

入到舞蹈队伍中。众人群起而舞，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一片欢快祥和的景象。在哈尼族的人们心目中，白鹇、

蝴蝶、蜜蜂是寓意美好吉祥的动物，而斑鸠则是孽鸟。棕扇舞

里很多模仿这些鸟类的都具有不同的寓意：人们时而像白鹇展

翅，象征身弃污秽，展翅迎新；时而像白鹇喝泉水，象征新

一年的生活将会像泉水一样甜美；时而像蝴蝶采花，象征哈尼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时而像吓唬斑鸠，象征赶走农田灾

害，祈福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舞蹈独特优美，反映了哈尼人

民祛除污秽险灾的美好心愿，又反映了他们善良纯朴、积极奋

进的优良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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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人们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今很多地方的农村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空心，很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打工成

了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原本质朴醇厚的民风民俗被逐渐淡

忘，承载数年民族文化的哈尼棕扇舞被逐渐失传，哈尼人民特

色的棕扇舞表演人群从众人皆知到鲜有耳闻。针对这种出现

“空城”现象的农村现状造成了哈尼棕扇舞的表演人群变更，

哈尼村寨人口年龄极端化，多以老年人和学龄前儿童为主。在

年龄极端化的哈尼村寨里老一辈人们的思想、文化得不到继承和

发展，哈尼棕扇舞也在这个“空城”里逐渐失却。在十月年

等重大节日里以及外出表演的各种哈尼特色舞蹈，除了本质商业

化以外表演人群也从原本每一个哈尼人民的日常舞蹈转变成为专

业舞蹈表演团队。汲取棕扇舞精华挑选人员进行统一编排演绎创

作，在固定节日、地点进行演出活动。

在外出务工形式的驱使下，哈尼村寨出现的“空城”现象

导致棕扇舞表演人群稀缺并和棕扇文化一同商业化，哈尼棕扇舞

的表演人群也从寻常百姓家到老一辈人群和专业团队演员。

3  哈尼族棕扇舞的表现道具

在原古时候哈尼族棕扇舞以铓、鼓、钹和唢呐等为伴奏乐

器。棕扇为女子专用道具。现在的棕扇舞伴奏音乐多为提前录

制好的音频资料，棕扇成为了男女老少皆可使用的棕扇舞道具。

在现当代，哈尼族棕扇舞不断的推陈出新，经济文化的不

断进步。传统原生的铓、鼓、钹和唢呐等为伴奏乐器越来越

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伴奏乐器和棕扇舞一同受到时代影响逐渐

失传，能够演奏的人员也越来越稀缺；另一方面是因为原始伴奏

乐器相对繁琐在生活发展中被高新科技的便捷所取代。哈尼族棕

扇舞的音乐演绎也流逝较多。哈尼族棕扇舞，顾名思义，棕扇则

是这个舞蹈的主要道具。棕扇：是棕树的掌形树叶，来源自然就

地取材。棕树全身是宝，棕树叶子修建下来就可以有很多的用途，

其一可以作为哈尼族棕扇舞的道具使用，其二还可以把叶柄修长

捆扎在一起做成扫把；棕树包裹着树干的棕毛也是很有价值的，

将它一层层剥下来以后可以剪开做成蓑衣披在身上有一定的保暖

效果，下雨的时候披在身上可以当作雨衣使用，还可以把它们编

织在一起制作成为床垫，铺在床板上更加柔软保暖；俗话说“民

以食为天”棕树也为质朴劳动的哈尼族人民提供了天然食材，棕

树开花时的花苞“棕苞”和棕树结的果实“棕果”都是可以摘下

即食，味道略微苦涩但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发展至今，棕树被

其它更多的景观树木替代，又出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本质，在

棕扇舞中舞蹈道具棕扇被汉族舞蹈中的普通扇子取代。棕扇本是

绿植的枝叶，源于保护棕扇自然的本质大多数是用的绿色扇子。

在民间棕扇舞蹈的自娱形式下偶尔出现红色的扇子，就是有什么

用什么了，主要是满足于人们的娱乐目的。

棕扇舞中的各项道具，从音乐制作到主要道具来看，都被现

代化。哈尼族棕扇舞的被时代主流所覆盖的弊端，同时满足了更

多人的自娱性目的，响应了国家的生态的保护主题。哈尼族棕扇

舞的表现道具发展变化中带来的影响各有利弊。

4哈尼族棕扇舞的舞蹈动作

棕扇舞最初主要用于丧葬祭祀活动，因此舞姿没有严格的统

一，但每个动作均有自己的意义，男性动作多为动物或鸟类，女

性动作多为手持棕扇模仿白鹇鸟动作，各自起舞，表示对死者的

尊重和缅怀，整个过程既严肃庄重又富有情感。随着社会发

展，棕扇舞逐渐淡化了丧葬祭祀成分，往更多的节庆礼俗活动

发展，今天哈尼族棕扇舞既可用于祭祀仪式更是自娱活动的舞

蹈，不仅是用于祭祀、丧葬时歌舞，逢年过节、农闲娱乐时

都可以载歌载舞。

哈尼族棕扇舞的舞蹈动作具有一定技巧性，动作古朴、野蛮、

比较原生态，多是腿部颤动起伏、开跨半蹲及大小手臂的甩动翻

转，部分舞姿与岩画舞图相似。有“猴子抱腰”“白鹇鸟洗脚”“拜

天地”等36套72式动作，其形态逼真、舞姿优美、民族风格独

特，有浓郁的地方风味。

哈尼族舞蹈的动作幅度较大，风格粗狂、野蛮，以模仿农耕

狩猎、动物习性、祭祖拜天、人类性交为主。很多动作以今天的

审美角度出发是不够优美灵动的，动作里都透露着些许野性。为

满足当代大多数人的审美，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了解和学习，哈尼

族棕扇舞蹈在保持原有舞姿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把舞蹈动作

成授改进，更能体现出原有的文化内涵又更能把舞蹈动作更赋予

美感。在对哈尼族棕扇舞做出改进的同时也对其发展产生了利弊

影响。优点就是上述所提到的符合时代需求，缺点在于改变了原

始舞蹈姿态和表现形式，对最原生态的哈尼族舞蹈造成了舞蹈文

化的流失。

为弘扬传承元江县哈尼族棕扇舞文化，举办了民族文化进校

园活动，把具有民族特色的哈尼族棕扇舞编排成为操类运动。经

过改编，目前主要形成了三套不一样的版本：一是小学课间操，其

主要以表现学生的活泼为主；二是中学生课间操，中学则注重表

现青年的活力；最后是成年人棕扇舞，这个则以展现成年人的狂

野个性为核心。让学生们在枯燥的学习生活中放松心声又能了解

自己的民族特色。

深厚沉稳、古老朴实、柔和坚韧、粗犷豪迈是哈尼族棕扇舞

独有的特点，同时也代表了哈尼族的民间文化艺术在众多文化层

面的集中表现。棕扇舞的每一个特点都反映出哈尼族人民品质和

精神。深沉，柔韧的棕扇舞表现出哈尼族人民在困难面前不愿屈

服的态度以及对生活乐观开朗、勤劳朴实的品质。而哈尼人民本

身就比较粗犷豪放，在舞蹈中也有体现，这又恰恰体现了这个民

族精神意志的一个重要体现。元江是一个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哈尼族棕扇舞文化不断的发扬推广是对自治县最好的诠释。众多

的文艺工作者也对棕扇舞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关心支

持下，它从最初的丧葬祭祀礼仪活动中解放出来，逐渐演变成一

种集民族风情风光和歌舞表演艺术为一体的旅游开发项目。哈尼

族棕扇舞从文化背景的商业化、表演人群的演员化、表现道具的

现代化、舞蹈动作的艺术化四个方面反应出民族文化特色响应时

代潮流趋势。

哈尼族棕扇舞经历了悠久历史文化的洗礼，传统哈尼族棕扇

舞在元江县依然保存的相对完整。希望今后的元江县哈尼棕扇舞

文化不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能符合时代潮流和大多数审

美趋势又不遗忘最生态质朴的原始状态，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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