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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汉朝乐舞在社

会政治、经济、音乐、舞蹈艺术等各方面都有其独特的

优势。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周围各国的经济、文化

交往日益频繁，国力日益强大，人民生活安定，歌舞兴

衰，汉族音乐和舞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再是贵

族的特权，民众也可以为之欢呼雀跃。在这个时期，舞

蹈艺术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受到人们的欢迎。汉民族

歌舞艺术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又经过了不

断的融合与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时

代特征的综合艺术，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

期间，我国的舞蹈艺术发展迅速，涌现出大量与舞蹈有

关的文化遗物。此外，由于墓葬的出现，更多的手工艺

人员制作了舞蹈器皿，并随墓室的保存而流传至今。本

文通过河南南阳出土汉代画像石拓片、河南洛阳出土汉

代舞俑、河南永城出土西汉舞人玉佩为实例，对其中的

舞蹈图像进行阐释和讨论。

1　河南南阳出土汉代文物概况

1.1 汉代画像石拓片

图1

图2

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拓片是中国出土最为密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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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此发掘了大量的石刻拓片，这些拓片反映了各

种风格的活动。它不仅表现出雄伟壮观的汉代石刻艺术

氛围，又展现了多种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使人在欣赏

这些艺术作品时，仿佛置身于欢乐宴乐的情境中。

图 1 为河南南阳地区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拓

片。乐舞百戏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繁荣

昌盛而兴盛的表演艺术形式。乐舞百戏不是一种固定

的、规范标准的艺术，而是由舞蹈、杂技、演奏乐器等

的综合而成的表演艺术。汉代的乐舞百戏，是人们为了

追求娱乐、充实生活兴趣的一种消遣娱乐形式，也是在

宴席、宾客娱乐等场合中频繁出现地表演形式。在图

中，旁奏乐者三人并舞。一人击鞞鼓，坐鼓之后，前置

一铎鼓。中间一较小纤瘦舞者长袖飘逸于空中，作翩翩

起舞之姿。右侧有一舞者腾于盘上，鼓平放于地面作为

舞者的道具，舞者着长袖在盘鼓上舞蹈，此乃盘鼓舞。

盘鼓舞在表演的时候，舞者不仅要在盘鼓上做完整的动

作，并且还要伴随有节奏地敲击鼓面或盘面周围而发出

的声响应和舞者表演舞蹈。傅毅的《舞赋》①中“气若浮

云，志若秋霜”恰可形容舞者在盘鼓之上舞蹈之态。在

小舞剧《张衡》中，就有盘鼓舞的展示，因多采用七盘

一鼓，又称“七盘舞”，象征着月亮和北斗七星。古书

中对“盘舞”“七盘舞”的记载也有很多，《宋书·乐志》
②曰：“《槃舞》，汉曲也。张衡《舞赋》云：‘历七槃而

纵蹑。’王粲《七释》云：‘七槃陈於广庭。’颜延之云：

‘递间关於槃扇。’鲍照云：‘七槃起长袖。’皆以七槃为

舞也 ...《唐书·乐志》曰：“汉有《盘舞》，晋世谓之《杯

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

图 2 为河南南阳出土汉代建鼓舞画像石拓片，图右

侧两舞者将鼓槌持于手，两人相对而立，下肢作作弓步

式，上肢单手击鼓而舞，各敲击鼓面两侧，建鼓是由木

桩穿过鼓腰中心而立于地面，底部和顶部分别饰有精致

装饰。左侧舞者们纷纷起舞，不亦乐乎。其中有舞者着

衣跨步踏跳作滑稽舞姿动作，有舞者作倒立状动作，还

有跳跃腾空姿态。

1.2 河南洛阳出土汉代舞俑

图3

据汉王符《潜夫论》③中记载“今京师贵戚，郡县

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

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

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

待客之具，竞为华观 ...”俑是墓葬中的物品之一，其类

型多种多样，如乐舞俑、仪仗俑等。汉代全盛时期的陶

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全盛状态，而汉代墓葬中出土最多

的就是乐舞俑。这些乐舞俑以其内容丰富、艺术特点而

备受世人瞩目，其内涵和鲜明的特色，是中国古代雕塑

历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图 3 所示的舞俑其材质主要以陶为主，由各具身份

的陶俑形象群排列开来组合而成。在这些表演俑中，有

一俑跪坐在地，弹奏着古琴，另有一俑吹奏着乐器。他

们神情专注，做演奏状，其造型的惟妙惟肖体现了乐手

的陶醉的境界。一舞俑显露着大胆的造型，形态夸张，

高举双手过于头顶，体态重心稍微向右倾斜。赤裸着的

上半身与穿着宽大臃肿的裤子，更显诙谐侏儒的滑稽形

象。虽然这个造型是静态的，但给人一种动态的幻觉。

图中的舞俑形象简单质朴、快乐、充满朝气，纯真的的

笑容，洋溢着内心的幸福，让人感受到他们饱满的热情。

临近的观赏者的热情也是显而易见，他们尽情地欣赏着

歌舞给他们带来的欢乐，为表演者拍手叫好。

这些表演俑各自拥有独特的人物角色典型造型，将

人物形象特色展现的淋漓尽致。汉代乐舞俑是中国古代

历史中陶塑的珍宝，为后代研究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1.3 河南永城出土西汉舞人玉佩

图4

河南永城出土的西汉舞人玉佩，也叫“白玉舞人”，

都是高 4.6cm，宽 2.5cm，1986 年在河南省永城的芒砀

山，发现于汉代梁国公墓中的僖山一号汉墓。据《汉

书·志·礼乐志》④记载：“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

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候定陵、富平外戚之

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乐

舞在汉代处于极其受欢迎之态。长袖在战国时期已出现

在《韩非子五蠹》⑤中记载：“鄙谚日：＇长袖善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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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善贾’。”意思为：“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

贾’。”

图 4 中舞人形态呈翘袖折腰状，然而，衣服上并没

有太多的装饰，只是用一条简单的阴线勾勒出来的线条。

匠人注重强调舞蹈演员曼妙的身姿体态，展现出舞者在

舞动中衣袂长袖的飘动，其线条流畅自然，栩栩如生。

从这些精美绝伦的玉器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审美

情趣以及对美的追求。而作为一个时代文化载体的舞蹈

的文物，就是通过特定历史环境下政治、经济、思想等

因素影响而产生的。

以上是笔者对河南出土汉代文物进行的概述，从三

类不同文物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汉代人民生活在兴盛

时期的乐趣，而且更能直观的发现艺术工匠们精湛的手

艺技术。现将以上三类文物里的舞蹈影像为对象，进行

舞者舞姿以及舞蹈道具等方面进行分析归纳。

2　汉代乐舞影像分析

2.1 舞蹈姿态

在汉代画像石拓片中，舞者们的舞蹈姿态各色各样。

据记载，汉代的倒立杂技种类繁多，且花样繁杂，难度

系数不一。再有舞者着长袖服饰，跃地而起，一袖腾于

半空之中，一袖似瀑布般长垂下，双袖飘逸两侧，作飞

天之状。在傅毅的《舞赋》中有记载：“及至回身还人，

迫于急节，浮累跪，跗蹋摩跌”，描述的就是舞者在舞蹈

中伴有腾空跳跃、伏跪于地等动作。在汉代舞俑中，奏

乐者身体微微前倾，身着宽松袖衣，手臂自然弯曲垂在

身体两侧，宽大的衣袖如水帘般垂落。在舞人玉佩中，

裙摆曳地，舞者细腰束带，一袖扬甩至头顶，一袖涡旋

于腰间，长袖飘荡在空中，似袅袅的云烟、似长长的彩

虹、似步履的云朵。它以轻盈流畅而又富于变化的造型

特征，表现出一种潇洒、飘逸之美；它既突出女性修长

柔美的曲线，又要展现舞者力量的美。舞者长袖飘裙，

使观赏者交口称赞。

2.2 舞蹈道具

由前文展示的图片可以看出，汉代舞蹈中，舞者们

善用道具。如盘鼓舞中地面上的七只盘；建鼓舞中的建

鼓以及舞者手中的鼓槌等都是帮助舞者们更好表现的道

具。另外长袖舞中，舞女们着长袖衣衫也为她们的舞蹈

增添了不少的美感。道具在舞蹈中好似与舞者们混为一

体，丰富舞蹈情节，提升舞蹈的感染力，同时也为不同

的舞蹈增添了独特的印象。《三国志·杨阜传》中有言：

“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彀之衣踢鼓，一坐皆笑。”由

此见舞者跳的是鼓舞的一种。道具不仅能帮助舞者表情

达意，也能使观赏者对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着不同的观赏

记忆。

不仅需要对舞蹈文化进行更深的发掘和探索，更需

要我们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此外，互联网时代的发达也

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契机来传播中国古代舞蹈文物。

3　文物里的舞蹈影像的当代传播

在二十一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信息的趣

味性和多样广泛性，使更多人对古代舞蹈文化产生了越

来越浓厚的兴趣，对舞蹈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提出了更新

的挑战。这便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和探索，让文物里的

舞蹈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可是文物艺术品是静态的，

不会对着欣赏者讲话。于是我们用其他方式把不会说话

的文物带到生活中去，呈现给更多舞蹈爱好者和欣赏者，

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舞蹈艺术的力量，了解文物

中舞蹈历史和文化的美。

3.1 传播手段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设备的普

及，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且直接的途径

之一。我们不仅只局限于一种传播方式，更需要通过有

效媒介于观众进行交流互动。下面笔者将文物里的舞蹈

影像传播方式分为新媒体传播和线下传播两种方式进行

分析。

3.1.1 新媒体传播

如果想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活起来，便需要结合

新媒体传播，以及通过拍摄抖音视频上传发布的方式，

加快文物中的舞蹈影像文化传播，让古老文物活起来。

互联网等媒体为古代文物中的舞蹈历史文化的传播提供

了宣传、展示和推广，也是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在当前时代下，我们需要利用好优势资

源以及各种传播媒介，这样才得以更好地弘扬我国丰富

多样的历史文物、舞蹈文化，甚至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

中去。

出土文物既是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

文化重要的载体。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古代文物

舞蹈文化信息的获取和文物里舞蹈内容的价值本身提出

了更高要求。因此，创作者必须紧跟时代的思想步伐，

根据网络民众的需求和社会现实的需求，创作出体现文

物特色的视频。同时还要结合现代互联网技术的优势，

将视频与文字有机融合起来，为受众群体带来全新的观

看体验。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古代文物里的舞蹈文化得到

有效传播与传承，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想要做好

传播视频，需要加强对古代舞蹈文物的收集和整理，不

断丰富和完善研究文物的历史材料，注重视频内容形式

的创新，用更多新颖独特的内容吸引公众，增强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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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文物历史的兴趣。同时，还要结合当代大众审美情

趣，将其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作出新时期具有时代特

点的舞蹈文物作品。

3.1.2 线下传播

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消费观念

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消费者们的需求重心也多从更需要

物质满足转变为更享受精神满足。传播古代文物舞蹈影

像，更注重的是精神享受。采取线下传播的方式，不仅

能满足受众者们的物质需求，也更能激发受众者们的爱

国之情，激发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更深切了解中华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线下传播可采取将受众者们汇聚成

群，共同聚集线下开展线下活动会。传播者可以通过编

排、复刻文物舞蹈造型或编创展示舞蹈。使受众者们在

观看时得以更深的感触。传播者在线下活动会时，可以

展示售卖与舞蹈文物相关的衍生产品。丰富线下传播的

趣味性，吸引更多爱好者。

3.2 重要性意义

舞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内涵丰

富且博大精深。当下，随着短视频平台上关于舞蹈艺术

的内容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舞蹈意识，还可

以激发人们热爱舞蹈、想要触摸舞蹈、感受舞蹈魅力的

热情。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短视频进行

学习舞蹈文化和创作编排舞蹈动作。媒体短视频，作为

一种新型的传播形式，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通过

分析新媒体语境下舞蹈文物艺术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

新媒体视域下传播者如何更好地传播文物、传播文物里

的舞蹈影像以及舞蹈艺术传播路径。以网络为媒介构建

“大舞蹈”格局；利用网络互联网平台实现跨屏互动传

播；借助社交媒体拓展舞蹈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

决。

在此基础上传播者应从短视频的概念出发，分析其

优势及弊端，并提出相应对策。旨在为我国短视频发展

提供一定新鲜价值。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舞蹈文化教育传

输得以更好的发展。因为新媒体时代，超文本叙事融合

了互联网文本、影像、声音、短视频等特征，人们不仅

可以花时间观看艺术类内容，还可以提高欣赏水平，提

升全民美育素养。

4　结语

从《诗经》⑥中的“舞文弄墨”，到汉代歌舞百戏的

兴起，再到唐代宫廷歌舞伎乐的繁盛。中国古代的舞蹈

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前人生产出来的珍贵艺

术文物遗产虽经历了两千余年的沧桑巨变，也许它的线

条被时光磨去棱角，也许它亦时绚丽夺目的颜色也被时

光隐去。但这些精美文物的刻画与雕刻向我们展示的舞

蹈形象，仍然使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古代人民生活中

真实的艺术氛围，和对舞蹈的热爱与追求。我们应当自

觉主动承担起弘扬中华优秀古代文物的责任，保护和传

承古代文物以及古代文物中的舞蹈艺术文化。

注释：

①《舞赋》是汉代文学家傅毅的赋作。

②《宋书·乐志》所属栏目：中华美学。古代乐学

著作。南朝梁沈约撰。四卷。

③《潜夫论》是东汉思想家王符创作的政治著作，

凡十卷三十六篇。

④《礼乐志》是《汉书》中的一篇，主要介绍的是

西汉一朝的礼乐制度的情况，作者是班固。

⑤《韩非子·五蠹》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

韩非创作的一篇散文。

⑥《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

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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