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歌舞的基本特征



一、歌舞音乐历史发展简况

不同民族的歌舞艺术史其长期的历史
发展与艺术创造的成果，表现了本民族的
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和审美习惯，反映了
不同发展阶段的舞蹈特征，具有鲜明的民
族风格和广泛的群众性，已经成为各族人
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二、民间歌舞的基本特征
• 不同民族的歌舞艺术是其长期的历史发
展与艺术创造的成果，表现了本民族的文
化传统、心理素质和审美习惯，反映了不
同发展阶段的舞蹈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
风格和广泛的群众性，已经成为各族人民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三、民间歌舞的体裁分类形式

民间歌舞

歌舞 乐舞 歌舞小戏



1、歌舞

• 即边歌边舞或歌舞相间的表演形式。节奏轻快活
泼具有律动性。

• 歌舞分为载歌载舞和歌舞相间的两种形式

歌舞

载歌载舞 歌舞相间



载歌载舞

以歌为主
（礼俗性歌舞和表演性歌舞

歌舞并重 乐伴歌舞



• 歌舞相间

• 它是与舞蹈相互穿插的表演类型，往往歌
时不舞，舞时不歌。舞蹈部分有时带有乐
器伴奏。



• 2、乐舞

• 乐舞，是器乐与舞蹈相结合的民间舞蹈表演形式。
可分为边奏边舞和奏乐伴奏两种形式。

边奏边舞

打击乐伴舞 吹管乐伴舞 弹拨乐伴舞



• 奏乐伴舞

• 在一些表演性歌舞和一些礼俗性歌舞中，
有着由不同乐器组合而成的乐队，在舞蹈
队行以外为舞蹈表演伴奏。



3、歌舞小戏

• 在一些表演性歌舞中，有一部分歌舞吸收
了戏曲艺术中两小戏、三小戏的表演形式，
使表演性歌舞明显向歌舞小戏的形式转化，
逐渐形成兼具民间舞蹈和民间戏曲两者因
素的中介艺术类型的形式。



• 四、汉族民间歌舞音乐

• 汉族歌舞，主要有流行在我国北方各省的
秧歌；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山西和陕
西北部的二人台；流行于东北地区的二人
转；以及流行于南方各省的采茶、花鼓、
花灯等。

• 每逢春节，民间歌舞活动盛行。在音乐声
中载歌载舞，进行娱乐活动，俗称“闹元
宵”、“社火”、“花会”、“花灯”等。



• 汉族民间歌舞分类

花灯

采茶 二人转

二人台

秧歌

汉族民间歌舞



• 秧歌

• 概念：扭秧歌，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具有代表
性的一种民间舞蹈，主要流行我国北方广大地区。

• 表演形式：地秧歌、高跷

• 秧歌音乐：小场演唱、唢呐吹奏、锣鼓打击乐



• 秧歌种类：
• 东北秧歌主要流行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其中有代表性的地区

是营口、抚顺等地。一演唱秧歌小曲为主，带有故事的小戏较少。

• 河北秧歌：

• 山东秧歌：如高跷秧歌

• 山西秧歌：如白店秧歌

• 陕北秧歌：如秧歌调



• 秧歌表演特征：

• 扭、走场、扮

• 秧歌的音乐一般分为三个部分：

• 1小场演唱：

• 2锣鼓打击乐：

• 3唢呐吹奏：

• 后两者主要伴舞用。

• 演唱包括“领唱秧歌”与“走戏调”。

• 欣赏视频：

• 汉族秧歌表演（东北秧歌）、跑旱船等。



• 二人台

• 主要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山西北部、河北、
陕西北部等地。它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了
民间舞蹈的动作和戏曲的特征发展起来的，有
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一般有一旦一丑两个演员
表演，因此而得名“二人台”。

• 音乐特征：

• 舞蹈动作憨厚、粗狂、朴实，音乐风格开朗、活
泼，唱法以真假声结合为主，伴奏乐器有笛子、
四胡、扬琴等。

• 听赏作品：

• 《五哥放羊》、《打金钱》、《十对花》等。



• 二人转

• 二人转又名“蹦蹦”、“双玩意儿”。流行在东
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它的形成是在东北民歌和
大秧歌的基础上，吸收了多种民间歌舞、说唱、
戏曲音乐的因素形式发展起来的。最早多由二人
表演，以后发展为多种演出形式。

• 二人转的唱腔多有三百多个曲牌。音乐具有浓厚
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以及高亢、质朴的风格
特点。二人转的音乐曲调在使用上有主、次之分。
二人转的伴奏乐器以板胡、唢呐为主。

• 听赏作品《打秋千》、《大西厢》等作品。



• 采茶

• 采茶歌舞普遍流行语著名的采茶地区浙江、江西、
安徽等地。表现茶农劳动爱情生活的民间歌舞以
优美动听的曲调，清新活泼的表演为主，主要描
绘景色风光宜人的茶山景色和茶农一年的生活劳
动情况。

• 采茶的表演形式一般为三个人表演，一男一女，
边歌边舞，内容以表现茶农的劳动生活为主。

• 听赏作品：《采茶谣》



• 花灯

• 主要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
川、湖北等地。根据其演唱的时间和内容，又有
贺灯、元宵灯和愿灯之别。

• 花灯的表演形式主要有灯舞、集体歌舞、小型歌
舞几种。

• 听赏作品《蜈蚣灯》。



少数民族歌舞音乐

少数民族歌舞音乐

维吾尔族歌舞 藏族 蒙古族 朝鲜族 苗族 傣族 其他少数民族歌舞



• 维吾尔族歌舞：
• 概况:

• 舞蹈特征：

• 主要舞种：

维吾尔族歌舞

木卡姆 赛乃姆 多朗舞 萨玛舞 夏地亚舞 纳孜尔舞 盘子舞 手鼓舞



• 藏族歌舞
• 概况:

• 分类：民间歌舞和宗教歌舞

• 舞蹈特征：

• 主要舞种：

藏族歌舞

堆谐 囊玛



• 蒙古族歌舞
• 概况:

舞蹈特征：浑厚、含蓄、舒展、豪迈

• 主要舞种：

蒙古族歌舞

筷子舞 盅子舞 安代舞 查玛



• 朝鲜族歌舞：
• 概况:

• 舞蹈特征：幅度大，潇洒欢快

• 主要舞种：

朝鲜族歌舞

农乐舞 长鼓舞 扇子舞



• 苗族歌舞：

• 概况:

• 舞蹈特征：鼓和芦笙伴舞

• 主要舞种：芦笙舞



• 傣族歌舞：

• 概况:

• 舞蹈特征：三道弯

• 主要舞种：孔雀舞和象脚鼓舞



• 其他少数民族歌舞：



• 作业：

• 简述民间歌舞音乐的形成与发展

• 简述木卡姆的音乐种类及其音乐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