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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刀郎舞蹈的形成是维吾尔文化与蒙古文化的秉性,是草原牧猎与绿洲农耕融合的“活化石”。

本文将愿意作一块铺路石,追根溯源,深入探究对这一中国古老西域时期著名乐舞的历史沿革和形成过

程。并以麦盖提刀郎舞为背景,从艺术技巧角度对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表演形式、形态中的动态与动律、

生态环境、发展过程与传承现状等各方面内容进行了考究,最终对麦盖提刀郎舞蹈的实际传承现状进行

了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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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郎舞是专门在“ 郎麦西来普”

上表演的一种历史 为悠久、结构 完

整的自娱性民间舞蹈。 郎地区的 郎

舞由麦盖提县、巴楚县、莎车县、阿瓦

提等县为核心组成,而麦盖提是 郎舞

蹈艺术的源头发源地之一,也是“ 郎

人”的主要聚焦地之一。本文通过对麦

盖提 郎舞蹈的田野调查,了解当地

郎舞蹈的传承发展现状。 

1 刀郎文化与刀郎舞 

1.1 郎文化与 郎舞蹈。 郎文化

与蒙古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他们的

先祖主要是察合台汗国期的难民和奴隶。

这群人为了反抗压迫、剥削和躲避战争的

灾难,逃到叶尔姜河下游荒无人烟的沙漠

胡杨林里,过着流浪狩猎的生活,与外界

往来很少、之后,逐渐形成了粗狂中带有

几分多情的族群性格,进而演化成了舞蹈

形态的挺拨向上和舞蹈动律的颤而不窜

等风格特征。除维吾尔文化外,它还融入

了蒙古文化和部分其他族群文化的因素,

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郎文化。 郎舞

是该文化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

的集歌、舞、乐于一体,表现生活环境,

再现狩猎场景,等因素于一体的独特艺术

形式。 

历史资料表面“ 郎地区”的中心

在麦盖提,而 著名的“ 郎舞蹈”在麦

盖提央塔克乡。因为历史和地理环境的

因素,其能够 多的继承了先辈们的传

统,在这里创造了“ 郎麦西热甫”“

郎舞”等多样的艺术形式。 

在维吾尔民族文化中, 郎舞蹈由

艾尔乃额曼其(民间歌乐手)与“ 郎舞

蹈”舞蹈者共同完成,由此麦西热甫就深

深扎根于维吾尔民族文化,不仅仅成为

当地一种歌舞舞曲形式,还兼容了民间

游戏及习俗形式,成为族内脍炙人口的

群众性娱乐形式。实际上, 郎舞承载了

“ 郎人”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丰富社会

教化功能,在 郎地区, 郎舞从古至今

被长远流传下来,成为人们所共同成人

的道德规范和纪律,而且它的舞姿变化

无穷、热情奔放、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

所以拥有原生态浓郁新疆歌舞特色的

郎舞流传至今已经成为维吾尔人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郎木卡姆与 郎舞蹈。木卡姆

在维吾尔语中表示“集会”、“聚会”,

作为民间娱乐形式名称被固定下来,它

在内容、形式、思维性与艺术性上具有

统一性。 郎舞主要在麦西热甫部分中

体现,是 郎木卡姆的重要组成部分。

郎木卡姆大多是以男生高八度的高亢声

腔演唱,就连反映爱情生活的歌词和唱

法也不同于一般情歌的委婉轻柔,其风

格依然是 郎特有的粗狂和洒脱。这体

现了 郎人顽强的生存意识,它不仅体

现在演唱风格中,对沉稳、诙谐、挺而不

僵和颤而不窜等舞蹈风格的动作形成等

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郎舞的伴奏节奏名称也是维吾尔

语的音译,其中,奇克提曼意为跟踪、点、

节拍,节奏为6/8拍,主要动作是动作比

较平稳且有力。赛乃姆是美人、仙女之

意,节奏为4/4拍,主要动作是附点和切

分在力度感和顿挫感上比较突出。赛内

盖斯意为消灭、心意、兴趣、变化,节奏

为2/4拍,主要动作是跺滑步和滑冲步。赛

农玛意为欢呼、柔软、滑润,节奏为2/4

拍,主要动作是旋转为主的围猎和欢庆

动作,节奏相对比较快速、平均。 

2 麦盖提刀郎舞蹈的动律、形

态及风格特征 

2.1麦盖提 郎舞蹈的动作与形式

特征。 郎舞蹈的动作特征讲求劲健、

舒展、大方和粗犷,整体上舞蹈格调相对

高昂激进,相当振奋人心。完整的 郎舞

具有4套组合动作,其动作内容各有不同,

分别表现出了 郎人民不同的行为与心

绪,个性鲜明。就以其中 著名的“赛乃

姆”为例,它多以4/4节拍作为基本节奏,

至少要以双人对舞形式展开,其中也有

多人群舞。“赛乃姆”的每一个完整舞蹈

动作序列都含有两个典型舞动,其中第

一个典型舞动就是“三步一跺”,它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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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现相对轻松舒展,能够与唱词相得

益彰。在该部分舞动过程中舞者的手脚

需要做到频繁变换动作,如果是双人舞

蹈,二人必须同时左右转身,并用双手对

彼此进行推拨；第二个典型舞动就是双

人靠背换位,再接原地交换脚步步伐,随

后退步。这一套动作象征仙女的若隐若

现,需要两名女性来共同完成,表现女性

之美,美若天仙。因为“赛乃姆”本身就

有美人、仙女之意,所以也被麦盖提县的

郎人民所喜爱。 

2.2麦盖提 郎舞蹈的动律与体态

特征。 郎舞蹈的体态特征,具体表现为

四点：第一,它要求舞者立腰拔背,这也

体现了维吾尔族舞蹈中心较高的共同体

态特征。在整个舞蹈过程中,舞者始终要

昂首挺胸,保持背部腰部笔挺,让舞者一

直给予观赏者一种昂然向上的观感感

觉。这种造型实际上又体现了 郎人民

性格坚毅、勇敢无惧的一面。第二,它要

求舞者颈部能够横行移动。颈部横行移

动是维吾尔族民间舞蹈中 为典型的动

作技巧之一,随着鼓声的变化,舞蹈中的

舞者要随着鼓点来横向移动颈部,节奏

时快时慢,而且颈部的移动要配合眼神,

进一步强化头部的动感与表现力。另外,

舞者始终以微笑状态来移动颈部,这也

从侧面表现出 郎人民的充沛活力与热

情好客的民族天性。第三,它要求舞者手

位变化丰富。 郎舞蹈中对于手部运动

非常重视,像“翻”、“揉”、“挑”、“绕”

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麦西热甫舞蹈动作

形态。具体来说在舞蹈中舞者手位的变

化就包括了兰花手、拈花手、响指、弹

指、拇指冲和掌形等等。这也是麦西热

甫的独特之处,是其他民族舞蹈中不曾

看到的。第四,它要求舞者的表情丰富。

如上文所述,在横向移动颈部过程中舞

者就要始终面带微笑,且眼神要和颈部

一起灵动。眼神可以表达舞者丰富的内

心世界,在这里喜怒哀乐均有表现。在舞

蹈过程中,舞者要善于运用表情和眼神

来增加舞蹈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例如时

而眺目远望、时而深情对望、时而东张

西望,在麦西热甫中,“弄目”技巧属于

高难技巧,从这一技巧的表现上也能看

出舞者的水平高低,相当难以准确把握。 

3 麦盖提县刀郎舞的传承现状 

3.1 郎舞蹈在民间的自娱性。 郎

舞蹈的传承过程中,在麦盖提县内也有

一个有趣的点,那就是当地流传广泛的

腰带游戏。该游戏与当地人的生活密切

关联,这是因为当地风沙较大,所以人们

的身上往往灰尘较多,此时大家就会通

过玩这个游戏,来拍打干净身上的灰尘。

同理,在田间耕作过程中, 郎人民也会

跳起麦西热甫来甩掉身上的杂草,甚至

用舞蹈来表达恋人之间的爱慕之情,可

以见得这种由麦盖提县 郎人民所自发

组织的 郎舞蹈传承活动还是相当丰富

多样的,这也是它能够有效传承下来的

根本原因。首先,麦盖提县聚集了大量的

郎民间艺人,所以在漫长的岁月中,这

种 郎舞蹈的民间传承文化氛围也就逐

渐形成。 

3.2 郎舞蹈在艺术团中的编创性。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新鲜

出台,作为我国重要边域地区的新疆文

化传承也变得越来越火热,像麦盖提的

郎舞蹈拥有了大显身手、展示自我的

机会与空间,这对他们面向社会的文化

艺术传承是一大利好。在2015年,正值成

立60周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由地方

艺术团组织举办了一场《思路上的中

国·永远的麦西热甫》大型歌舞剧,其中

像《麦西热甫到我家》这样的经典曲目

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台演出,赢得了

热烈反响。该舞蹈就由著名舞蹈家迪丽

娜尔领衔表演,将 郎舞蹈对维吾尔族

人民生活与思想的深刻影响表现得淋漓

尽致。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带动下,

麦盖提县 郎舞蹈也逐渐步入了国际舞

台,像近年来就在国外各地城市巡演,将

这种源于生活的古老艺术形式全面展示

给世界,为 郎舞在未来的传承打下了

坚实基础。 

4 结语 

郎舞蹈作为木卡姆综合艺术中的

重要分支,它所表现出的乐舞艺术魅力

长久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像 郎舞蹈艺

术形式早在喀喇汗王朝就已经形成,这也

是 郎舞蹈文化形成的 关键时期。虽然

说 郎舞与其它新疆舞蹈文化存在差异,

但同为草原游牧民族人民所热衷的艺术

形式,它们在农耕部落存在并流行没有

太明显差异,特别是在蒙古族杜格拉特

家族统治莎车时期,其所率领部落大多

聚集居住在主要城区与军事要塞,所以

郎舞这样的乡野民间文化并没有受到

太大影响,这也是它得以完整保存并流

传下来的主要原因。 

麦盖提 郎舞之所以能传承至今,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态环境缓慢眼进以

及传承人对“ 郎舞”审美特征的敏感

和直觉把握,将麦盖提人民生活中复杂、

微妙的情感、独特的心境和生命体验准

确入微地传达出来,并经历了世代人们

的接受和传承。 

因此,本文通过对麦盖提的实地调查,

了解 郎舞蹈的传承发展现状,试图如何

调查研究这一文化传承现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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