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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祭祀文化在畲族舞蹈中的体现
——以《龙角巫舞》为例

◎范华隆 
摘要：畲族舞蹈是畲族祭祀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也从祭祀仪式中演变而来。本文所举例的作品《龙角巫舞》

也与祭祀仪式浑然一体，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因此，舞蹈中许多动作也都受祭祀的影响，通过祭祀活动不断

演变而来。本文以畲族舞蹈作品《龙角巫舞》为例，来探究祭祀文化在畲族舞蹈中的体现，从而进一步研究畲族舞蹈中祭

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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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角巫舞》是一部围绕畲族传统祭

祀所编创的男女群舞，是自然崇拜和神灵

崇拜的产物。舞蹈设计既保留“巫”的神

韵，又有“舞”的美感。舞蹈演员身涂火

焰彩绘，手持龙角法器，将民间的祈福活

动与舞蹈融会贯通。龙角在祭祀活动中既

是通天的神器，也是法师手中的道具。编

导从中获得灵感，因此该作品的名称即来

自于此。该舞蹈主要表现了一名巫师带领

着畲族村民共同举行祭祀仪式的过程，由

此来表达对神明的敬畏。舞蹈由十三人演

绎，其中法师一人，男子群舞演员四人，

女子群舞演员八人。在作品中，编导将传

统祭祀中的“吹龙角”“摇铃刀”“洒圣水”

等动作融入其中，使作品紧扣畲族传统民

俗，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具表演性与艺

术性的动作，使之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一、畲族舞蹈作品《龙角巫舞》的创作

背景

 《龙角巫舞》取材于流传在福建省

南平市建阳区漳墩镇堆后村的畲族祭祀仪

式，是闽北地区的民俗祭祀舞蹈，在每年

农历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时，漳墩镇堆

后村的畲民们，便会请巫师迎神驱邪，跳

“龙角舞”，以祈求平安顺遂、保五谷丰

登。据悉，漳墩镇是闽北建阳区畲族人民

的主要居住地，该镇现有人口目前为 3000

多人。漳墩畲民在宗教信仰、节日活动、

畲医畲药、服装服饰等方面保持了较完整

的民风民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漳墩畲

民穿民族服装，组织祭祀活动，载歌载舞，

庆祝民族节日，展示其民族团结。流传于

闽北建阳漳墩镇堆后村的《龙角巫舞》，

就是以畲族祭祀仪式为原型而创作的，再

对其进行整理加工和提高，在传承的基础

上让它更旅游艺术性和观赏性，取其精华，

将神秘的巫术仪式用舞蹈的表现手法呈现

到舞台上。舞蹈编排还融合了许多畲族舞

蹈的手势和动作。例如，手指的动作，通

过十个手指的不同组合或弯曲或折叠来表

达不同的内涵。此外，他们还邀请专业作

曲家创作具有畲族特色的歌曲，并由畲族

民间歌手演唱并制作成舞蹈背景音乐。同

时，由畲族服饰技艺人设计改良舞蹈服饰，

尽最大程度展现畲族文化。整个舞蹈也由

法师（巫师）引导带领着兵将唱跳、念经、

做法中完成。

二、畲族舞蹈的祭祀文化

“祭祀祈福”一词流传于畲族聚居区，

祭祀文化最初起源于巫，祭祀舞蹈也起源

于巫舞。闽北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包括民

乐祖先的动植物崇拜残余形式，中原早期

汉族带到南方的中原神灵信仰，以及各种

文化交流融合，逐渐形成“好巫尚鬼”的

传统，巫舞也逐渐形成了当今的祭祀舞蹈。

畲族法师是畲族祭祀活动的操作者，是祭

祀舞的领跳引导者。

在畲族的祭祀仪式中，一般分为文场

和武场。文场以唱为主，边唱边以碎步绕

圈，动作幅度较小；是老人过世，办丧事

的时候跳的，多见于做功德。做功德，又

称阴功、做道场，是畲族为超度亡灵而举

行的祭祀活动。

武场则是边唱边舞，动作幅度较大，

舞步粗犷豪放，强劲有力。用于救人，办

好事的时候跳的。其中本文所介绍的《龙

角巫舞》就属于武场。据雷国章老师所述，

舞蹈的脚步以丁字步、踏点步为主，在跳

的过程中以丁字步不断左右交换，以踏点

步更换队形或改变舞蹈路线。舞蹈整体动

作幅度较大，如男舞蹈演员将装有点燃纸

钱的陶碗左右甩动、女舞蹈演员多次做抛

洒舞姿等。舞蹈以锣、鼓、梆子等乐器来

配乐，在锣鼓敲打声中，边唱（或念经文）

边舞。舞中多次出现跪拜动作，从开头至

结尾，贯穿舞蹈的整个主线。在祭祀活动

中，畲民们以跪拜来祈福神灵，消灾救人，

祭祀舞蹈和祭祀活动关系密切，舞蹈动作

也由祭祀场景动作演变而来。

三、畲族舞蹈作品《龙角巫舞》中祭祀文

化的体现及联系

（一）从作品《龙角巫舞》的服饰上

看祭祀文化的体现

1. 祭祀巫师

头部扎有红色的布条，并佩戴牛皮神

冠，身穿红色裤裙，上身赤裸，在巫师的

上半身及面部有鲜明的烈焰彩绘，背部画

有红白的条纹，赤裸双脚。红色是最受畲

族人民喜爱的颜色，除此之外，红色也代

表着火焰，象征着驱逐邪魔的寓意。因此

畲族人民衣领上常绣有红、黄色的花纹，

整个服饰上的条纹图案层次感十足。

2. 男舞蹈演员服装

男演员下着金黄色裤裙，象征着神圣

不可侵犯，同祭祀巫师一样上身赤裸涂有

抹烈焰彩绘，并在背部同样画有红白条纹，

意在亦在震慑、驱逐邪魔。

3. 女舞蹈演员服装

女子的服装相比于男装更具有民族特

色，其颜色也选用了畲族人民最爱的红色，

衣服在右侧开襟，衣服的领口、袖口和右

襟位置都绣有彩色的花边。通常中青年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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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服装上花多且边纹较宽。

（二）从作品《龙角巫舞》的道具上

看祭祀文化的体现

《龙角巫舞》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的

节日祭祀活动，因而《龙角巫舞》所用的

道具也与祭祀有关。在祭祀活动中巫师所

持的道具称为“法器”，该法器用于巫师

与神灵和上苍进行交流，用其作为祭祀活

动的道具能够祈求神灵庇佑，赐福消灾。

舞蹈的法器道具有：锣、鼓、铂、唢呐、

木角、钹、节、拍、三角旗和牛角号等。

但在作品《龙角巫舞》中，主要的法器类

型为龙角、铃刀、陶碗。

1. 龙角

龙角是法师与上天进行沟通的纽带，

是通天的法器。其最早称狮角，是一种由

竹子制成的粗细均匀的直筒。舞蹈中不论

是祭祀巫师和男演员皆有“吹龙角”这一

动作。相传只要人间遭遇灾害时，法师吹

响号角就可求得神灵的庇佑，但是由于狮

角的威力过大，通常是朝向哪里吹，哪里

就会被破坏。传说龙角是有两条龙在东海

上相斗，从而打落了其中一只龙角落在了

海门边。经过一些机缘巧合到了陈靖姑的

弟弟陈海青手中，但他非常调皮，从闾山

学成法术后，经常乱吹狮角，由此无端地

召来好多神仙，有一次朝天吹的时候将观

音菩萨的打坐石给震裂了，菩萨生气便将

狮角给折弯了，还用泥巴把龙角的一头给

堵上了，因此在后世法师在使用龙角之前，

都会提前将圣水从龙角的一头倒入，经过

摇晃三次后再从另一头倒出。折弯后的狮

角呈龙角状，还换成了木头的材质，这样

就不容易引来神仙了，同时也减小了其破

坏力。龙角的得名主要是由于纪念始主“龙

麒”，另一方面是其形状较为相似，但是

并非是由龙角制成。

2. 铃刀

铃刀是一把带有铜钱的刀，其下端带

有多个铜钱，上端有一个像匕首大的刀。

铃刀与龙角一样是法师与神灵交流的法

器，法师握刀摇铃就可以实现通天。在舞

蹈中法师一手握龙角，一手通过摇晃手中

的铃刀发出铜钱震动富有节奏而悦耳动听

的响声。法师利用肩膀、手、腿、脚的快

速抖动，时左时右地轮换着，给人以飘渺

如入仙境的梦幻般感觉。舞蹈有踏罡步，

进、退、蹲及抖肩、旋转等基本动作，具

有刚柔并济、粗犷朴素的特点。

3. 陶碗

相传，陶碗是用来驱魔辟邪的工具，

同时也寓意着人丁兴旺。在舞蹈中它作为

女舞者手中的道具，代表着装有圣水的容

器。女舞者多次出现的“抛丝巾”这一动

作是提取道教中洒水动作的延申。寓在用

圣水净化污秽，同时也反映了施法者对自

身的洗礼、朝拜者的洗礼或对贡品的洗礼。

舞蹈的后半段男舞者通过三块碗发出的碰

撞声以及碗内燃烧的纸钱发出的火光来驱

赶邪魔与不详之物，祈求幸福平安，表达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从作品《龙角巫舞》的动作上

看祭祀文化的体现

1. 舞蹈程式

第一段：祭祀巫师手执龙角与狮铃，

口中时而低吟浅唱着咒语，时而吹起手中

的龙角，脚下做交替步，逐渐进入通灵状

态，四名男舞蹈演员分别跪坐于祭祀巫师

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进行跪拜。八名女舞

蹈演员跪坐呈一横排位于舞台前方。祭祀

仪式开始。祭祀巫师舞后，四名男舞蹈演

员同时站起，跟随着祭祀巫师的舞蹈再跳

一遍并依次朝右换方向。

第二段：祭祀巫师下场，众人开始迎

神祈福，十二名舞蹈演员从下场口同时向

上场口移动，男演员手执龙角，女演员手

执陶碗，体态屈膝弯腰，手臂做向内的划

圆动作。而后女演员开始跳碗舞，洒圣水，

净身驱邪。

第三段：男舞者将手中的龙角换成陶

碗，并将陶碗中的纸钱点燃，寓意是通过

燃烧的纸钱发出的火光震慑邪魔，在法师

的带领下冲上舞台，接着男舞者朝着四个

方位（在道教中代表四象）做由下至上的

盘腕动作。在舞蹈的最后，两个女舞蹈演

员饰演即将要被献祭的童女（本是童男和

童女，男生因体重关系，在舞蹈中男生就

被替换成了女生），由四个男舞蹈演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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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从舞台两侧将女生用竹编的竹盘抬出到

舞台中间，“童女”两个手大拇指、食指、

小拇指分别翘起相对放置胸前作祭祀状，

其余六人在舞台前做相同手势，站立半蹲，

以此为舞蹈最后结束场面。（据雷国章老

师介绍，在远古时代，因人们生活贫苦，

“龙角舞”所在的发源地漳墩镇碓后村，

处于位置偏远的深山中，山中有“蛇妖”

修行，每到“三月三”传统节日欢庆之时，

都需要挑选一对童男童女给“蛇妖”献祭，

以保全村和谐安定。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

邪魔的畏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献祭后人

们迎接幸福生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体态要求

《龙角巫舞》男舞蹈演员在舞蹈的过

程中站位时身体向下微倾，头部微微向下，

膝盖微曲。其原因一是祭祀的场景是森林，

人们为了躲避树枝和杂草不得不保持弯腰

屈膝的体态，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体

现自身的虔诚，祈求神明能够带来平安，

由此表达出对神明的敬畏。二也反映了他

们久居山地的农耕劳动生活。女舞蹈演员

在舞蹈中主要呈坐式，多次做前倾和后仰

的舞姿，由此来表达他们感谢上天和大地

的赐予。

3. 动作特点

舞蹈中，艺术形象的体现和舞蹈表演

者情感的表达都离不开舞蹈动作，舞蹈动

作是舞蹈的主体，即“动作是舞蹈艺术最

基本的语言”。本文所介绍的《龙角巫舞》

其基本动作特点主要分为劳动生活动作和

祭祀动作。

劳动动作：舞中许多动作都由劳动生

活动作变换而来。如第一段中，男舞蹈演

员多有屈膝蹲腿动作。第二段开头，演员

们从舞台右边，步子呈踏点步往台中间移

动。上身含胸下倾，双手从胸前往外，从

下往上作捞状。第二段结尾，演员身体前

倾，双手自然下垂，双手在身体两侧大幅

度左右晃动，双腿屈膝半蹲，腿往左右两

侧小跳抬起，交替方向，不断变换，手脚

呈反方向同时做动作。通过以上动作，可

以看出，在“龙角舞”中，畲族人民由于

常年的辛苦劳作，身体大部分呈下倾状态，

双腿以屈膝下蹲为主，动作都以“低重心”

的方式体现。

祭祀动作：如舞蹈开头，最初的准备

姿势就由跪拜动作展开，舞蹈在“巫师”

的吟唱中进行跪拜动作，从而描绘出一种

神秘、幽深的气氛。舞中第一段，舞蹈演

员双腿跪姿，上身直立，双手食指与大拇

指相对，其余三个指头呈握拳状放置胸前。

呈“祈福”手势。随着音乐响起，双手重

叠上抬至额前，四指并拢，大拇指往旁翘

起，从额前向身体两侧打开收回，此动作

重复多次。舞蹈第二段，女演员一手拿陶

碗一手拿丝巾，男演员右手拿“龙角”。

演员们身态朝上，头往上扬，手肘弯曲，

双手打开至身体斜上位，双腿屈膝下蹲。

以踏点步的脚步方式来变化“东西南北中”

的五个方位。据了解，上述介绍的两个动

作，都由祭祀活动中祈福求雨的动作转换

而来。

四、畲族祭祀舞蹈创作的意义

（一）发展与传承畲族祭祀文化

社会发展至今，民族不断在壮大，文

化也不断在发展，舞蹈艺术亦生生不息地

传承着畲族传统的祭祀文化。由于舞蹈是

一门直观性的艺术，因此，以舞蹈的形式

传播民族文化是最好的形式和载体。舞蹈

艺术创作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人们

的思想融入身体语言之中，并以自身独特

的方式保存和沉淀，伴随着民族的发展代

代相传，从而使该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和

发展。[2] 任何事物需要长存都需要发展，

然而发展的前提就是要继承。畲族祭祀舞

蹈凝聚了畲族人民辛勤的汗水和智慧的结

晶，是畲族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它根

植于人民，发展于人民，也正是因为这一

点，畲族祭祀舞蹈才得以流传至今。但是

随着时代的变换，也渐渐的导致了畲族的

传统祭祀文化渐渐的失落，所以我们应该

要肩负起传承和发展的责任。

（二）畲族祭祀舞蹈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繁

荣，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传统畲族祭祀舞蹈

的喜爱，那么发展和创新畲族祭祀舞蹈表

现形式，这已成为当前我们应特别关注的

一个重大问题。将传统畲族祭祀舞蹈与现

代民族舞蹈相结合，结合当代舞蹈的编排

技巧，根据畲族祭祀舞蹈的特点，实现畲

族祭祀舞蹈的发展与创新。

五、结语

《龙角巫舞》是一个极具闽北地方特

色的少数民间祭祀祈福舞蹈，是建阳畲族

人民引以为豪的舞蹈佳作。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进步，人们逐渐忘记了这个民族最

传统的民族文化，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

当地文化知之甚少。因此，研究以闽北地

区为代表的畲族祭祀舞蹈的形式、发展规

律和保护传承方法，是畲族祭祀文化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握当地少数民族舞

蹈文化的“原创性”形式和运动规律，尊

重传统，广泛搜集，运用多种现代编舞手

法，拓展闽北畲族祭祀舞蹈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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