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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舞蹈与伴奏音乐的完美结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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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族舞蹈是舞蹈艺术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类型，而就该类型的舞蹈来看，载歌载舞则是其本身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进行

蒙古族舞蹈表演时，也需要相应的伴奏音乐，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则能够提高整个舞蹈表现效果。蒙古族舞蹈节奏比较明快，而

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并且能够体现出热情奔放的情感特点，面对这种风格的蒙古族舞蹈，若想配备合适的伴奏音乐，则应该使其与

与蒙古族舞蹈的风格特点相贴合，选择具有欢快、热情等特点的伴奏，这样则能够与蒙古族舞蹈有效结合，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

以此呈现出更加完美的蒙古族舞蹈表演效果，进而减少舞蹈表演中的瑕疵，使其艺术水平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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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舞蹈是文化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蒙古族舞蹈则是

蒙古族少数民族文化之一，该舞蹈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明显呈

现出蒙古族人热情奔放的性格特点。对于蒙古族舞蹈来说，其本身

与该民族的游牧、狩猎等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进行蒙古族舞蹈

表演时，表演者要调动身体的各个部分，为了充分体现出蒙古族舞

蹈的艺术效果，还可以配以合适的伴奏音乐，实现舞蹈与音乐的完

美搭配，这也是人民智慧与艺术之间的有机结合。在选择伴奏音乐

时，应该对蒙古族舞蹈的主题内容以及内涵意义予以充分了解，以

此选择风格特点与蒙古族舞蹈相适应的音乐，促使该舞蹈艺术得到

完美呈现。 

一、蒙古族舞蹈的类型分析 
（一）安代舞分析 

对于安代舞来说，其本身是蒙古族舞蹈中的一种集体舞，通常

都是由几十个人，甚至是上百个人共同表演，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

所有人都手拉着手围成一个个大圆圈，人数若是比较多，围成的圈

数也比较多，在舞蹈过程中，都是跟随音乐一起踩着节拍，手舞足

蹈，也有人甩动着衣襟进行伴舞。这种类型的舞蹈一般都是在节日

庆祝或者是发生重大喜庆事件进行表演，具有热烈、欢快的特点[1]。 

（二）顶碗舞分析 

在蒙古族之中，顶碗舞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舞蹈，其表演形式相

对比较新颖，而且动作也非常优美婉转，风格相对较为独特，在整

个蒙古族民间舞蹈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且发展历史也比较悠

久。顶碗舞通常是庆祝节日、婚宴等一些喜庆的事件中进行表演，

在实际表演过程中，相关表演者通常都需要在头顶上放置小碗或者

是茶杯，手中也会拿着竹筷、酒盅等物品，随着伴奏音乐的节奏进

行舞蹈。对于顶碗舞而言，其本身并没有较为固定的舞蹈动作，表

演者在对该舞蹈进行表演时，只需要对基本的舞蹈动作予以明确即

可，在表演过程随着伴奏音乐的节拍及韵律即兴舞蹈。就具体舞蹈

表演来看，顶碗舞的舞蹈动作自由洒脱，并且动作形式多种多样，

该舞蹈本身具有灵活性、多样性的艺术特点，并且能够将蒙古族人

本身热情奔放的性格特点充分展现出来。 

（三）筷子舞分析 

筷子舞是蒙古族舞蹈中具有代表性的类型之一，在进行筷子舞

表演时，表演者需要双手各自握一把筷子，并且在舞蹈过程中要用

筷子比较细的一端，对敲击筷子比较粗的一端，通过对筷子击打动

作的不断变化，呈现出舞蹈表演效果，而且咋筷子相互敲击的过程

中，也会伴随着双手交叉、互相拍击、大腿等多种不同的动作。在

表演过程中，表演者的身体会不断跳跃以及转动，其舞蹈动作通常

都是随性完成，不过也需要随着音乐节拍起舞跳动。筷子舞本身传

递的就是蒙古族人民热爱生活的一种情感[2]。 

（四）盅子舞分析 

对于盅子舞而言，其自身鄂尔多斯流传出来的舞蹈，每逢节假

日或者是喜庆欢宴的时候，人们在饮食过程中，会热烈情感的带动

下，拿起桌子上的酒盅进行舞蹈表演，借此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舞蹈表演过程中，相关表演者通常会两只手各拿一个盅子，并对

其进行敲打，以此体现出快、慢、碎等节拍，与此同时，表演者的

身体也会随之舞蹈摆动。这种舞蹈具有刚柔并济的特点，在一些动

作末尾或者是两个动作相互衔接的部分，通常都会有漂亮的华彩动

作，这也是该舞蹈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五）角斗舞分析 

这种舞蹈是蒙古族舞蹈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具有模拟性特点

的舞蹈，其本身的表现形式也比较独特，就是由表演者将两个人摔

跤的拼搏姿态动作模仿出来，使得表演动作更加生动、灵巧以及滑

稽，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还要身着特制的衣服，可以说，角斗舞

本身极具蒙古族的特色[3]。 

二、蒙古族舞蹈的基础及要素分析 
（一）结合音乐节奏强化舞蹈动作 

在针对蒙古族舞蹈进行表演时，相关表演者不仅要对舞蹈动作

以及舞蹈节奏加以重视，还应该提高对伴奏音乐的重视，而且要根

据舞蹈选择伴奏音乐，确保二者在具体表现过程中能够完美配合。

这就需要对伴奏音乐予以高度关注，并且要认识到其本身的重要

性，掌握蒙古族舞蹈的精髓，学好相应的舞蹈动作。对于舞蹈与音

乐来说，二者都是体现艺术以及情感的重要载体，而将二者进行有

机结合，将不同的舞蹈动作、力度与音乐节奏、节拍等进行有机结

合，才能够将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及情感充分体现出来。 

（二）音乐韵律与舞蹈情感保持协调一致 

表演者在对蒙古族舞蹈进行表演时，不仅需要具备健美的外

在，还应该对其中所含有的充沛的情感予以全面掌握，将情感融入

到动作之中，这样才能够获得良好的舞蹈动作。由于历史文化等因

素的影响，使得蒙古族舞蹈本身具备较强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具体

的表演过程中，相关表演者应该呈现出洒脱豪迈的情感，借助相应

舞蹈动作，结合音乐韵律节拍，充分体现出来蒙古族人的粗犷豪放、

英雄主义等等。在进行表演时，应该对舞蹈动作的收放速度加以注

意，并且要借助相应的音乐节奏，对表演者的情绪情感以及现场的

表演气氛予以有效调动，同时也要注重将舞蹈本身的力量充分展现

出来。另外，作为表演者，应该做到与伴奏音乐紧密结合，在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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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上要苍劲有力，且动作应该迅猛，具有较大的张力，在这时，

伴奏音乐则应该呈现出浑厚的特点，还要充满力量。在收的动作上，

伴奏音乐应该更加细腻深沉，表演者的舞蹈动作则要缓慢柔和。此

外，表演者本身的情绪也要与收放动作相一致，要保证情绪、动作

以及音乐这三者之间能够充分协调，促使蒙古族的民族气质得到有

效衬托，进而保障表演效果[4]。 

（三）完美结合舞蹈与伴奏音乐 

在表演蒙古族舞蹈时，还应该注意跟随音乐节拍，这样也能够

将舞蹈与音乐更好的结合起来，提高舞蹈表演的艺术效果。在舞蹈

表演中，舞蹈节奏与音乐节拍息息相关，其本身不仅会对舞蹈整体

的节奏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充分体现出舞蹈本身的风格特

性。因此，在进行蒙古族舞蹈表演时，应该结合舞蹈类型及风格特

点，选择合适的伴奏音乐，将其与舞蹈中蕴含的情感予以有效结合，

进一步提高蒙古族舞蹈本身的欣赏价值及艺术水平。经过长时间的

发展以及积淀，蒙古族舞蹈的伴奏音乐种类越来越丰富，其中包括

节奏感比较强的短歌、自由豪放的长调、回味悠长的牧歌等等，这

些音乐本身的基调及特点已经形成，在将其与舞蹈进行结合时，需

要确保音乐本身演奏速度、韵律等与舞蹈动作相适应，进而更好的

呈现出舞蹈个性。 

三、蒙古族舞蹈与伴奏音乐完美结合的有效措施 
（一）注重蒙古族舞蹈与伴奏音乐之间的协调性 

对于蒙古族舞蹈而言，其自身的主体虽然舞蹈动作，而且伴奏

音乐本身是为舞蹈所服务的，不过，若是将舞蹈与音乐相互隔离，

那么舞蹈表演将难以获得良好的效果，甚至还会对舞蹈本身的发展

产生一定的阻碍，所以，应该对舞蹈与伴奏音乐之间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的关系加以重视，并且要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确保二者之

间结合的协调性，比如，将舞蹈律动与音乐节奏予以协调、舞蹈情

感与音乐韵律相互协调等等。蒙古族舞蹈在律动方面的强弱、收放

幅度、速度快慢等多个方面，都要与相应的音乐节奏相适应，并借

助音乐进行强化。不同的舞蹈个性也要与音乐节拍速度相对应。在

选择节奏音乐时，应该保证在单位时间内将舞蹈本身的动律予以体

现出来。另外，可以借助伴奏音乐将舞蹈动作的个性特点充分展现

出来，使得舞蹈表演更具魅力。就实际情况来看，蒙古族音乐类型

多样，其中长调相对比较悠扬、宽广，而短歌节奏较为明快、活泼，

在对其进行选择时，需要对各种音乐特点进行了解，掌握音乐节拍、

节奏以及速度等，同时也要对蒙古族舞蹈的律动特点予以明确，在

这一基础上，选择能够与蒙古族舞蹈相协调的伴奏音乐。此外，对

舞蹈情感与音乐速度之间的协调性也要加以重视。舞蹈情感的体

现，与音乐速度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进行舞蹈表演时，表演者若想

将蒙古族舞蹈内部蕴含的情感充分体现出来，则需要注意伴奏音乐

本身的速度，促使音乐曲韵与舞蹈情感相互融合[5]。 

（二）选择合适的蒙古族舞蹈伴奏音乐 

对于蒙古族舞蹈而言，其本身与伴奏音乐是一个整体，若想在

表演过程中，将蒙古族舞蹈的内在含义充分体现出来，则应该配合

最佳的伴奏音乐。基于此，要根据蒙古族舞蹈对伴奏音乐进行科学

选择，使得二者之间能够相互协调。针对具有明显蒙古族风格的舞

蹈来说，若是为其选择伴奏音乐，不仅需要对音乐与舞蹈之间是否

协调予以充分考虑，还需要对蒙古族风格予以有效展现，也就是说，

要选择具有蒙古族风格特色的音乐。比如，对于蒙古族人而言，他

们大都是过着游牧生活，马则他们日常生活中亲密伙伴，也因此，

很多蒙古族舞蹈都与马相关，在为这类题材的蒙古族舞蹈选择伴奏

音乐时，要确保伴奏音乐能够将舞蹈所蕴含的悠闲自得、轻盈洒脱

等风风特点充分体现出来，而且伴奏音乐的速度也应该与骏马本身

的奔驰速度、骏马奔腾时的颠簸律动状态相适应。所以，在对伴奏

音乐进行选择时，应该选择节奏欢快的音乐，并且要配备连续的后

十六节奏进行不断演奏，以此将骏马在草原奔驰的意境充分显示出

来。针对传统的蒙古族舞蹈，在选择相应的伴奏音乐时，则应该着

重选择庄重且韵律比较优美、节奏舒缓的音乐，使其能够与舞蹈内

涵相符合，以此将舞蹈与音乐进行充分融合，呈现出完美的、高艺

术水平的、丰富文化内涵的舞蹈表演。 

（三）充分融入民族文化 

在对蒙古族舞蹈进行表演时，应该将其与音乐进行有机结合，

以此将舞蹈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充分展现出来，这样也能够将蒙古族

人民的思想文化体现出来，进一步实现对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蒙

古族舞蹈本身就属于蒙古族的一种文化，其本身则是对蒙古族文

化、历史、思想、宗教印象等多方面的信息的反映，因此，在对蒙

古族舞蹈进行创作及表演时，若想将其与伴奏音乐进行完美结合，

还应该对蒙古族的文化予以全面且深入的了解，明确蒙古民族的历

史发展，对于当地人的具体生活状态、实际宗教信仰予以掌握，认

识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可以深入到蒙古族人的日常生活中，感受普

通蒙古族人的生活，以探寻蒙古族人的文化思想，这样也能够将相

关民族文化融入到蒙古族舞蹈之中，在选择伴奏音乐时，也要朱注

意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促使舞蹈与音乐在相互配合的过程

中，能够将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充分体现出来。比如，在表演轻快的

舞蹈时，可以将骏马奔跑的形态融入其中，同时也可以选择《赛马》

这首伴奏音乐，将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广阔草原、骏马奔驰等景象

展现出来，体现蒙古族人的热情、奔放的文化思想。 

总结 
蒙古族舞蹈以及音乐这两项艺术文化的历史渊源流长，在发展

过程中，舞蹈与音乐逐渐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成为广

受世界瞩目的蒙古族舞蹈音乐艺术，在以后的发展中，蒙古族舞蹈

依旧离不开伴奏音乐，风格特点相一致的舞蹈与伴奏音乐的有机结

合，则能够充分体现舞蹈的美感。若想促使蒙古族舞蹈与伴奏音乐

之间能够完美结合，就需要对舞蹈与伴奏音乐进行深入了解，并且

要主动学习新的舞蹈、音乐知识，进一步推动蒙古族舞蹈及音乐艺

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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