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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奕车鼓舞的文化特征分析 
邹佳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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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尼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哈尼族奕车鼓舞是当地的灿烂舞蹈文化，其中富有较为丰富的传统内涵，还可以展现出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舞蹈风俗的研究价值，文章将对哈尼族文化展开研究，结合哈尼族奕车鼓舞的文化变迁与传承现状，阐释出其文
化特征，为传统文化的传承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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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对哈尼族“奕车鼓舞”及民族地区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展

开探讨，为保护区域性民族舞蹈和民族艺术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舞蹈文化的传承和民族艺术的延续在当下社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

必然性。 

一、哈尼族奕车鼓舞的概括 
哈尼族“奕车鼓舞”历史悠久，哈尼语叫“苏独独瑟瑟”，也

意为跳鼓，是哈尼族奕车人男女老少皆跳的一种自娱性舞蹈形式。

一般在喜庆节日和各种社交场合进行。鼓声是奕车人连接上天的信

息，寓意五谷丰登，平安兴旺。 

受到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当地居民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

成具有代表性的鼓舞文化，“奕车鼓舞”在形式上一般是以“边击

鼓边舞”的方式为主，要求舞者脚站“八字位”，随后开始表演，

胯臀左右来回晃动，双手屈肘，手掌自然打开，动作较自由，节奏

明快。表演性强，即兴发挥的表现很明显。舞蹈以三击鼓开始，随

着鼓点节奏来回反复【1】。其中动作上并没有较为复杂的套路和要求，

随意摆胯做出高兴或称赞的手势，热情奔放，体现出当地弈车人对

上天神灵的祈祷和未来生活的寄托；另外，群众自娱性特点非常强。

由此看来，“奕车鼓舞”能够作为当地代表性的文化形式，并且与

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当下已作为奕车人表达情感的途

径。 

二、哈尼族奕车鼓舞的文化特征分析 
（一）奕车人的民间人文风俗 

在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奕车人长期和大自然和谐相

处，逐渐形成崇拜自然和敬畏神灵的信仰观念，进一步养成热情、

朴实、勇敢的性格特点，因此在民间人文风俗方面也能够彰显出一

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包含着农耕、宗教、饮食等多个层面，在

民俗文化特征研究方面也可以了解到当地节日，“姑娘节”作为当

地的欢庆节日，一般会让各村德高望重的老者聚集在民俗祭奠的场

合，奕车姑娘着装出席，和男人们对歌弹唱，向彼此传递各自的新

意和情绪【2】；另外祭拜活动也是如此，节日庆典会互相邀请，以此

来丰富歌舞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为节日增添热闹的因素，烘托出喜

庆的气氛；在传统民族服饰中也能够看出舞蹈文化的内涵，载歌载

舞的方式为哈尼族“奕车鼓舞”文化特征的了解提供新思路。 

（二）奕车人的民间鼓舞文化 

奕车人能歌善舞，其中奕车鼓舞最具代表性，每逢节日庆典都

会安排鼓舞演出，将鼓舞融合到当地生活中，可以看出其中的文化

特点。首先在形式上，弈车鼓舞是男女对跳的形式，双人或四人对

称，鼓声为节奏，小三弦笛子和栽秧号为伴奏；其次在表演上，姑

娘们身穿民族服饰，头上佩带白色尖顶布帽，在多种自然动物形象

的饰品装饰下体现出舞蹈表演的内在情绪。第三，弈车鼓舞在主题

上的内容较为丰富，节奏感较为强烈，同时也能够被刻画出对生活

内容及自然动物的模仿；第四，在表演上用单腿跳步的简单步伐，

以屈伸动律为基础，左右换腿，上肢曲轴，下肢双腿屈膝，脚站八

字步；奕车鼓舞独具特色的艺术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奕

车人的性格特点和文化特征。考虑到奕车鼓舞的自娱性特点，在动

作上并没有死板的套式，能够彰显出古老民间艺术传统的内涵，同

时也表达了奕车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之情，有助于推动民族

舞蹈艺术走向新的发展空间【3】。 

三、研究哈尼族奕车鼓舞文化的必要性分析 
（一）凸显出哈尼族“奕车鼓舞”的文化内涵。 

对哈尼族“奕车鼓舞”文化进行多维、全面、深入、细致的田

野调查和文化深描，可以填补“奕车鼓舞”研究的空白，进一步丰

富哈尼族文化研究的资料。哈尼族“奕车鼓舞”为人所不知，几乎

已失去原有的功能和意义，但由于惯性的力量，那些己逝的文化，

如某些仪式、习俗、观念等仍积淀并贮存在当下的舞蹈本体的动作

形态之中。哈尼族“奕车鼓舞”文化较为丰富，民族服饰的选择与

大自然和动物相关，以此来为舞蹈表演增添新的元素，还包括对自

然动物的模仿，彰显出当地人的民族信仰。其次，在当地历史文化

的发展过程中，舞蹈能够代表人民的情感，舞蹈即兴发挥的状态下，

招呼称赞的手势能够烘托出节目氛围。因此，加大对“奕车鼓舞”

研究更能深刻地揭示出奕车人的传统舞蹈文化内涵与现代化传承

价值，并且可以为后续的传统文化传承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

理论依据【4】。 

（二）加大对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和传承。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与变革，“奕车鼓舞”文化正遭受媒介

信息技术、文化发展、外来文化渗透等现代性因素的挑战。导致传

统的民间舞蹈艺术受到忽视，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进一

步阻碍哈尼族人文风俗的特点无法充分发挥。因此，结合当下“奕

车鼓舞”在现代变迁中的处境及传承现状来看，文化研究必要性迫

在眉睫，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奕车人的民族信仰与善良朴实的性

格，感受其中的人文风俗，带领我们走向沉淀的悠久历史文化当中，

在感受哈尼族“奕车鼓舞”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对其的传播和艺术传

承。 

结束语： 
总而言之，哈尼族弈车鼓舞的文化历史悠久，凭借着自身的舞

蹈文化内涵和鲜明地方民族特色在当下文化探索中有着不可忽视

的关键性作用，在艺术研究价值的凸显过程中加强人们对该舞蹈艺

术形式的认知和理解，促使我国传统的民间舞蹈艺术得到切实性的

传承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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