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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舞蹈艺术看东南亚舞蹈中的宗教文化色彩

◎陈思博
摘要：世界舞蹈艺术是由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的舞蹈艺术组合而成，东南亚舞蹈艺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受国情、信仰、宗教文化的影响，东南亚舞蹈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以泰国舞蹈为例，通过分析泰国舞蹈中蕴含的宗教

文化色彩，感受其独特深远的舞蹈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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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各个区域拥有着自身独特的民

俗文化、宗教文化和舞蹈文化，东南亚舞

蹈艺术作为我国现阶段舞蹈艺术研究的一

个新的突破口，具有相当高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对欧洲一些舞蹈的研究已经初

具成效，开设了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的

舞蹈教学课程，但对东南亚舞蹈的研究还

处于初步阶段，研究东南亚舞蹈，主要是

以泰国舞为主，了解泰国舞蹈中的宗教文

化，有利于进一步对泰国的风土人情进行

解析，推动我国关于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东南亚舞蹈艺术

东南亚舞蹈主要以泰国、缅甸、越南

等国家的舞蹈为主，具有鲜明的风格，最

主要的特色是宗教色彩浓厚，舞蹈种类包

含宫廷舞、民间舞、祭祀舞和宗教舞。东

南亚舞蹈和中国舞在音乐、姿态和风格方

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但也不乏共同之处。

东南亚舞蹈艺术深受外来舞蹈文化的影

响，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和印度

两大传统舞蹈内容丰富的国家交汇处，因

此在舞蹈的形式和内容上，多多少少受到

了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其中，印度的佛教

思想对东南亚国家的舞蹈艺术影响最大，

印度特色和东南亚地方特色相融合，创造

出一种独特的舞蹈艺术。印度特色对东南

亚舞蹈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舞

蹈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的手部动作、舞

蹈的服装造型；其次是影响着舞蹈的题材，

以宗教题材为主。除了深受印度的影响，

中国的民族文化和主流思想，对东南亚舞

蹈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东南亚的部分舞蹈和我国一些舞蹈

类似，比如泰国的长甲舞和我国傣族的孔

雀舞，在表现形式和舞蹈风格上就有一些

相同之处。

二、泰国舞蹈的划分和现有的类型

（一）泰国舞蹈的划分和舞蹈风格

泰国舞根据地区进行划分，可分为北

部舞蹈、中部舞蹈、南部舞蹈和东部舞蹈，

不同地区的舞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泰

国南部商业发达，因此受其他国家的文化

影响较深，南部舞蹈追求对舞蹈内容的表

达，富含的舞种十分丰富。南部的传统舞

蹈有穆鲁娜和孔剧，其宗教色彩和其他地

区的舞蹈相比最为浓郁，舞蹈的题材多关

于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有一定的幻想色

彩。舞蹈的动作主要是通过手来表现，手

型、手势是南部舞蹈的重点，常见的手势

是拈花指和双手合十，体态上主要采用半

蹲的姿势，或赤脚做身体的屈伸。南部舞

蹈的表演场合以祭祀和祈福为主，有时也

可以在节日庆典中看见。北部舞蹈主要流

行在清迈一带，一般在礼佛时进行演出，

舞者妆容精致、服饰华丽，和缅甸古典舞

较为相似。主要有北部舞、蜡烛舞和长甲

舞，是对以往泰国宫廷舞的延续与发展，

舞蹈中保留了对缅甸舞和越南舞的元素，

主要出现在各种盛大节日和礼佛场合上。

中部和东部的舞蹈主要是民间舞，题材以

表现民间的生活样貌为主，比如婚丧、嫁

娶、劳作和爱情。泰国中部人民勤劳朴实、

民风淳朴，丰收舞、特腾舞表现了中部人

民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东北部流行

“笙”舞，笙舞的表现形式自由，没有古

典舞那么严格的规范和要求，表演者将说

和唱结合在舞蹈中，给观众营造欢快娱乐

的氛围。

（二）泰国舞的类型

首先是宫廷舞，泰国的宫廷舞其动作、

音乐和服装都有固定的模式，表演时必须

遵循传统模式，并且对舞者有非常严格的

要求，只有通过考核达到标准的舞者才有

资格上台表演。古典舞的每一个姿势都有

其丰富的内涵，比如下半身微微下蹲代表

着激烈的战斗，头的摆动结合手部的姿势

可以表达男女之间的感情变化。古典舞一

般以群舞的方式进行演出，音乐方面以泰

国传统的古典音乐为主，追求动作与音乐

的高度融合。表演时舞者穿着绚烂的服装，

服装的颜色以金色和银色居多，再配上泰

国特色的图案，头上则戴着类似佛塔的

金冠，显得十分庄严神圣。其次是民族

舞蹈，泰国民族舞蹈内容丰富，主要有

分布在泰国东北部，表演形式为男女对

唱的笙舞、有 19 种舞步的南旺舞和姿态

优美、注视手臂动作的诺拉舞。最后是

民间舞剧孔剧，孔剧是一种哑剧，舞者

戴着面具，全靠舞者的动作来诠释意境，

因此孔剧对音乐的要求十分严格。孔剧

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国王在猴王的帮

助下，历经磨难抢回被魔王带走的王后。

孔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舞者佩戴的各

种面具，面具分为四种：人面具、神仙

面具、魔王面具和猴王面具。这些面具

由祖传手艺制作而成，非常精良，往往

一个面具需要花费 20 多天才能完成。孔

剧是泰国文化的瑰宝，代表着泰国最顶

级的舞蹈水平，由于制作费用昂贵，在

古代孔剧只有王室成员才能欣赏。

三、泰国宗教文化背景

东南亚盛行各种宗教文化，其中其泰

国最为著名。泰国是一个佛教文化十分繁

荣的国家，不仅信徒众多，其影响的范围

涵盖了全国各个方面和各个地区。泰国国

民中 90％以上信奉佛教，因此泰国寺庙众

多，很多景区因佛像闻名，甚至在一些学

校周边都能看到佛龛，足以证明泰国人对

佛教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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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国宗教信仰

泰国原名暹罗，在一些古代的浮雕

和壁画中就记录了佛教对泰国社会的影

响，可以说佛教在泰国历史悠久、地位崇

高。在泰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都

能看到佛教的影子，无处不在的寺庙向世

界展示着泰国独特的宗教文化色彩。寺庙

是泰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

是泰国本土人民还是前去旅游的其他国家

人民，进寺庙参观都要遵守神圣的佛教文

化规则。泰国有很多著名的寺庙，比如泰

国王室供奉玉佛像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寺

庙——玉佛寺，以其为皇室服务的高规格

水准闻名世界。佛教国家是泰国最出名的

标签，佛教文化是泰国的主流文化，佛的

形象、佛的理念深深植入在泰国社会的方

方面面，影响着泰国各行业的发展，包括

舞蹈艺术。除了佛教，泰国还有部分民众

信仰伊斯兰教，信仰的人数约占全国人数

的 5％，多居住在临近马来西亚的地区，

受到马来西亚文化的影响。

（二）泰国节日习俗

泰国有很多传统节日，大部分的传

统节日都与佛有关，比如最著名的佛教

假日万佛节，除此之外还有宋干节，被

称为泰国的新年，是习俗与宗教相结合

的节日，在宋干节期间，泰国会举行大

规模的宗教庆典和社会活动，教徒会将

佛像放在寺庙里清洗，然后带着洗干净

的佛像一同接受得道高僧的祝福，并进

行放生活动，祈盼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社会活动主要只指进行传统

的民间舞、花车巡游等表演。

四、泰国舞蹈中蕴含的宗教文化色彩

（一）优雅的舞姿

泰国舞和欧洲舞有个很大的区别，那

就是泰国舞动作缓慢，不像欧洲舞的动作

那么大、那么激烈。泰国舞的思想内容主

要通过手势来表现，下半身的动作比较轻

缓和优雅，跟随音乐的变化慢慢摆动。手

部动作是泰国舞最精华的部分，舞蹈过程

中不断变化的手势动作，代表着丰富多样

的宗教内涵，阐释了和平、祭祀、礼仪等

一系列的佛教思想。以泰国民间舞剧——

孔剧为例，孔剧表演时舞者需要赤着双脚，

无论是举手还是投足，都显得妩媚动人，

跳动时以手和手指来传递思想，比如两

手交叉在胸前表示向对方示爱，双手摩擦

颈部代表生气，左掌贴于胸前表示喜悦。

孔剧动中带静、静中有动，尤其是女性舞

者进行表演时，蕴含着无尽的韵味。孔剧

对舞者的专业知识和武打知识有很高的要

求，是泰国目前最高级的一种舞蹈艺术，

不管是从服装还是动作上来看，孔剧都充

满了宗教气息。

（二）与众不同的道具

比如泰国北部的长甲舞，这是一种比

较古老的泰国宫廷舞，现在主要在民间流

行。通过舞动指甲来传递与宗教相关的理

念。这种舞对道具有着较高的要求，表演

时舞者需要带上金色的长指甲，利用指甲

摆出不同的舞蹈手势，对舞者的手部动作

要求严格。而长甲舞中的道具指甲也与佛

教息息相关，提起带指甲的舞，就不得不

提我国的千手观音舞，长指甲被认为是观

音的象征。

（三）华丽的服饰

服饰华丽的舞蹈往往是指宫廷舞，古

典宫廷舞是泰国舞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柬埔寨和印度宗教文化

的影响。古典宫廷舞表演时动作轻盈，服

饰华丽，表演者需要穿着金色的衣服，带

着金色帽子，帽子形状和泰国的传统佛寺

极为相似，象征着舞者头戴金冠。鲜艳的

色彩、华丽的服饰是泰国宫廷舞的主要特

色，其中掺杂了不少宗教文化。

（四）传统的音乐

泰国舞蹈中比较能凸显其“佛性”的

就是它的传统音乐，泰国作为佛教大国，

佛教影响着泰国的方方面面，其音乐种类

和音乐的创作也与佛教息息相关。宗教文

化在泰国历史久远，早在泰国的原始文化

中，就有了图腾和神灵等宗教文化。泰国

的传统音乐大多起源于宗教庆典和民间活

动，并且以宗教作为载体进行再创作和再

发展。泰国所有的庆典都使用佛教的礼节，

在庆典上人们会演奏传统音乐，音乐的音

调和乐器的伴奏都是礼节上重要的音乐来

源，其旋律散发着佛教的灵性，也诠释着

泰国人独特的宗教观念。泰国音乐和舞蹈

一样按照地区划分种类，不同的地区舞蹈

不同，其传统音乐也不同。泰国的传统音

乐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多个国家的影响，

有中国音乐的影响，也有印度音乐的影响，

最终经过泰国人民的丰富和补充，形成了

全新的泰国传统音乐，有了自己独特的风

格。东南亚舞蹈中最传统的音乐形式是

“康”和“拉坤”，“康”描绘的宫廷生活，

包括宫廷礼仪、宫廷中的婚丧嫁娶、宫廷

中的宗教活动。“拉坤”和“康”一起演绎，

加入了更多的佛教元素。

五、结语

研究东南亚的舞蹈艺术，分析其舞蹈

艺术中蕴含的宗教文化，可以进一步帮助

我们对东南亚的宗教文化本质进行探究，

对了解东南亚的风俗习惯和民间艺术有着

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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