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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美磋的来历

“热美磋”的起源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原始舞蹈

说”，热美磋的舞蹈步伐是模仿野兽行走和猎人在打猎时追逐野

兽的步伐，原始舞蹈说是再现表现了先民的狩猎场面。第二种

说法:“驱鬼说”，人死后，人们跳“热美磋”来驱赶“热”

鬼。是因为有传说古时飞魔变成了的恶鬼“热”是专门吃死人

所流出来的尸体和眼泪的，但凡被“热”所吃过的死人，他

的灵魂将永远回不到自己祖先所居住的地方。第三种说法:“寻

羊说”，传说在古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放牧男子丢失了一支小羊

仔，于是被主人吊起来毒打，他的伙伴们听说后连夜帮他寻找

丢失的小羊仔，男伙伴大声吆喝吓跑了野兽，女伙伴则学着母

羊的叫声呼唤回小羊，最后救了牧人。通过寻羊于是有了“热

美磋”舞蹈。

2  热美磋的现状

2.1热美磋的自身局限性

“热美磋”的传播没有像纳西族其他舞蹈那样传播广泛。

舞蹈又多用于丧葬祭祀时，加上舞蹈动作单一和重复，这样的

舞蹈使得人们不愿意去学习和升华。”热美磋”舞蹈虽然不像

其他舞蹈一样热情洋溢，打跳奔放，但它具有独特的的舞蹈形

式。“热美磋”分为 2 部分，分别是“歌”和“舞”，它

的歌是运用大自然为素材，它的舞则是运用模仿的形式来表达。

“热美磋”就是用一边唱一边跳的方式来表达出自我情感。

2.2国内传承面临的困境

“热美磋”传承者主要居住于丽江大东乡，那里离丽江市

区路途遥远，加上交通不是很便利。传承者大多为年迈者，年轻

人都不愿意去学习和传承，都选择外出打工来维持经济，这样使

得“热美磋”文化出不来。通过走访调查自然村落，虽然有专门

传承的文化部门，但现状都不容乐观。原因是没有经费维持和没

有传承人员培养两个方面。当地经济发展落后，文化传播受到了

严重阻碍，加上人们没有认识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年轻人

重物质精神生活，放弃自己本民族的根。民族文化没有得到新鲜

血液的灌输，这样使得“热美磋”文化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2.3国内外文化带来的冲击

现代的丽江已经成为了国际性旅游的城市，每年都会接待多

达上百万的游客，在这种冲击下，刺激了当地的文化产业导向。作

为民族性的旅游景点，当然少不了民族歌舞，如今丽江有许多大

型舞剧作为到丽江旅游时必看的演出，但都没有热美磋的影子。

倘若文化工作者想要寻到原汁原味的舞蹈原素，就必须去与外界

联系少的原始村落去深挖。但文艺工作者为顺应市场，满足观众

所需，没有按照纳西族特有的舞蹈形式去传达。他们把整场演出

编得太过华丽，完全失去了纳西族人民的淳朴。这样使得纳西族

本身的民族文化精神没能得到传播，没能让外来人员了解纳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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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使得纳西文化的封锁。

3  热美磋的创新

“热美磋”舞蹈动作太过重复和单一化，歌曲部分也需口

传心授，这样不利于“热美磋”的传承和发展。“纳西古乐”

的曲子和乐器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再者都是由纳西老艺人所演

奏。这样的“纳西古乐”虽然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但它的

演出形式单一，加上演奏者又是一些纳西族老人。“热美磋”

和“纳西古乐”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单一化和鲜为人知。二

者都是纳西族“音乐的活化石”，都是根据自然界而形成的音

乐素材。如果将二者相结合在一起更有利于纳西文化的发展，

也将会有焕然一新的效果，这也更利于人们对纳西文化的传播和

认识。有学者认为，“纳西古乐”是一个圆盘，它将“热美

磋”、“白沙细月”“洞经音乐”三个部分组成。二者结合

形成歌、舞、乐，在传统的舞蹈和传统的音乐上利用唱词，在

不同的氛围下进行不同的唱跳。通过古乐伴奏可以改变舞蹈的表

现方式，大这样“热美磋”舞蹈就不仅局限于丧葬祭祀，也

可以用于其他氛围下。文化的创新中不能改变其本质，要在原

来的基础上增添新的色彩，让它更具生命力。

4  热美磋的传承和发展

一个文化、一种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在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就只追求物质的生活，

却把一些本身的东西给丢掉了，纳西族人民应该自我反思，要

把即将濒临的文化重新应用和传承起来。据了解近几年“热美

蹉”文化已经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功，丽江市古城

区文化部门也成立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表明了人

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热美磋”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单凭这些是远

远不够的，作为纳西族的聚集地丽江市政府应整理有关“热美蹉”

资料和收集视频，大力做好“热美磋”的文化宣传。文化传承工

作者应该做到不随意更改民族文化和不因为市场需要而随意转变

文化本身的寓意。丽江旅游文化传承者应该对“热美磋”文化做

出推广，通过创新的方式将“热美磋”和“纳西古乐”相结合形

成歌舞的形式进行传播。

5  结论

纳西族原始歌舞 “热美蹉”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音乐

艺术界长期以来偏重内容和形式的研究,而对其哲学思考的力度仍

然不够,这势必影响热美蹉在推广和传承中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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