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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鞭杆舞的表演形态及特性探析

庄���园��������孙���威�������谢智学�

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甘肃����兰州����730124

摘  要：将甘肃省秦州区秦岭镇民间社火活动中的鞭杆舞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第一手

的田野调查资料，对其渊源、表演形式进行梳理并将鞭杆舞的形态及其特性置于当地

独特人文生态环境之中进行挖掘提炼，使鞭杆舞的历史渊源和现状更加系统清晰，通

过对鞭杆舞形态及其特性的系统论述，以期探寻秦州鞭杆舞深层的表演意蕴，实现秦

州鞭杆舞艺术提升和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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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杆舞又称“打鞭子”，主要流传于秦人的发源

地，即天水市秦州区，秦州区斜坡村一带是中心区域，

有着数千年的历史，鞭杆舞是秦州社火活动中的重要

组成项目，是地方历史文化中的一块魁宝。社火是人

民生活的反映，不同时代的人们往往结合自己的思想

与生活来丰富和改造传统的社火，赋予新的思想内容

和新的社火风格。几千年来，秦州鞭杆舞是在适应和

利用生产劳动环境中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涵括了汉民族文化和秦州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研究

鞭杆舞的形态及其特性，对于弘扬地方民俗文化，促

进民间体育、民间舞蹈的发展，传承地方民间文艺将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业界应该解决的一个重

要课题。

1      秦州鞭杆舞的历史渊源

1�1���鞭杆舞起源于秦地

鞭杆舞是一种体育与舞蹈相融合的艺术形式，这

一艺术形式的基本内核和特征，无不与其渊源和最初

面貌有着无法割舍的密切联系，也与形成这艺术形式

的最初环境存在千丝万缕多的关系。鞭杆舞的渊源要

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居住在犬丘的秦人先祖非子，因

擅长养马，于是周孝王便在汧河和渭河之间的地域让

其负责养马，非子用自己独特的养马之技，使得马群

的数量疾速增长，成为一名畜牧业的成功者，并被周

孝王赐地封赢。可以看出，“秦”是因养马有功得到

的封地，是鞭杆舞的起源地无疑。鞭杆舞的基本样态

更是表现出古老时期秦人日常与“马”相关的生活状态。

1�2���鞭杆舞形成于牧马

在冷兵器时代，争池略地，车兵、骑兵都离不开

马，它是军队必不可少的一种装备。受战事的影响，

马在军事上的地位举足轻重。鞭杆舞的形成是那个年

代牧马业备受重视的缩影，而鞭杆舞也就成为“马背

上的舞蹈”。秦建国后在西北游牧区设“六牧师令”，

马匹之多需要大量的人来管理，在闲暇之时，人们手

持牧马的鞭杆在空地练习驱马驯马的动作，后来两人

一组慢慢交流切磋鞭马技艺动作，在嬉戏打闹中渐渐

衍生出一套动作，这种运动没有场地要求，器材就是

牧马时手持的鞭杆。因此，上至高官厚禄，下至白丁

俗客都可将其作为一种运动进行休闲。�

2      秦州鞭杆舞的表演形式

2�1���有相对固定的表演时间及仪式�

从古至今，社火表演是秦州各地最重要的节日民

俗活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期间是社火

表演的固定时间。表演内容丰富多彩，有鞭杆舞、唱

小曲、打四川、牧牛等节目，多在庙宇、家庭院落及

村庄公共场所表演。初三的晚上必须在庙里举行“官

场”的敬神敬先人祭祀仪式，隆重而严肃的鸣炮，磕

头的交接仪式等众多习俗都体现出它世代相传的历史

性痕迹。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的一套程式化动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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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成为符号载体 ������ 来表达象征性内容”。[1] 祭祀

仪式结束之后，社火活动便正式开始，其中鞭杆舞的

表演也愈演愈烈，随着参与人数的逐步增多而推向高

潮。直至正月十五的晚上，大家再统一去庙里进行叩拜，

社火活动就此结束。鞭杆舞是社火表演的重头戏和不

可缺少的节目，一般是活动中的最后一个节目，往往

起着压轴的作用。当然，也可形成一个单独的节目进

行表演。�����

2�2���有寓意吉祥的道具“鞭杆”

鞭杆舞的主要道具鞭杆，通常是用三四尺（约 90

厘米）长的竹竿或坚硬木棍加工而成。生（男）、旦（女）

两角的道具鞭杆长短不一。生角的鞭杆稍短，打法更

为复杂粗旷，有跳跃性的动作，还有武术的仆步动作

等，给人展示的是“武”的刚劲。传承者一般都具备

良好的武术基础和身体素质，这样才能更好的展现西

北人特有的“剽悍”和“刚烈”的舞性。旦角鞭杆稍

长，打法柔美，给人展示的是女性“舞”的细腻。鞭

杆两个顶端用绿带和红带缠绕，生角为绿，旦角为红，

下面分别扎有红绸和绿绸的彩花，生角红绸彩花为阳，

旦角绿绸彩花为阴，象征阴阳和合之意，彩花下面系

有四个铜铃，象征八卦，再下面两头镂空分别藏有两

枚铜钱，象征两仪和四象，又有招财吉祥的寓意。

2�3���有多种乐器伴奏的配乐及伴唱

《八度神仙》曲

一度神仙汉钟离，头挠抓鬓不整齐，

手里拿的八宝扇，扇搧富贵万万年。

二度神仙吕洞宾，头顶青丝一冠巾，

身后背的二龙剑，杨柳童儿紧跟随。

三度神仙张果老，悠哉骑驴过仙桥，

倒骑驴子仙桥过，口吹云雾上九霄。

四度神仙曹国舅，身穿绣龙滚蟒袍，

当年在朝一品官，修就一座大罗仙。

五度神仙铁拐李，身背葫芦腾云走，

身后背的大葫芦，八仙过海显神通。

六度神仙蓝采和，人人都说是妖魔，

妖妖妖来魔魔魔，少说一句是非少。

七度神仙何仙姑，人人说她无丈夫，

有丈夫来无丈夫，多说一句惹祸福。

八度神仙韩湘子，人人说他是孝子，

手里拿着竹笛杆，走着行着唱道歌。

鞭杆舞表演时所用的打击乐器颇为多样，有堂鼓、

乳锣、大锣、小镲、手锣等，拉弦乐器有二胡、板胡、

三弦琴，吹奏乐器有唢呐、笛子、管子、笙等。这些

乐器视其表演的条件，无固定的规定性，可多可少。

现存遗留下来的常用伴奏乐器共有六种，分别是有堂

鼓、大锣、小镲、二胡、板胡和笛子。在伴奏节奏上

较为单纯 ,�以平均节奏型为主 ,�长短、短长等节奏型为

辅 ,�周围还组织数人伴唱助兴，乐队成员都是由年长的

传承人担任，唱词大多讲述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但

伴奏都是统一的，只有歌词不同，在比较庄重的仪式

上伴唱《八度神仙》，而闲暇之时的表演会伴唱《十二

月花》。这两首曲子都已具有了上百年的历史。

2�4���有识别角色的多种配饰

最初秦州鞭杆舞的传承方式为传男不传女，以男

性担任表演角色，其分为生角和旦角，生角为主角，

旦角为配角（男扮女装）。直到 2015 年，取消了“男

扮女装”的这一表演形式。生角和旦角在演出时用不

同的服装和配饰来区别。生角的服装是根据秦人服饰

制作的长袍，以黑色为主，颇有古朴之风，给人刚毅、

忠诚、勇敢的形象。旦角要打扮成女性的装束，也类

似于戏剧装扮，头戴假发麻花辫，脚踩绣花鞋。同时，

演出时还要对脸部进行丰富多彩的涂抹，涂抹的样式

则类似于戏剧脸谱。通过这种涂抹，一方面，作为超

脱于人的“神秘”装扮，可达到与神灵沟通而获得神

秘力量，驱邪逐疫；另一方面，通过脸部涂抹，与神

灵交流，传达某种心理诉求，祈求神灵的庇佑。总而

言之，服装道具所流露的文化信息即包括经验性的，

也包括超经验的，但无论是哪种信息，它都在传播的“同

构”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3     秦州鞭杆舞的舞蹈形态

3�1���有瞬息多变的表演形式

舞蹈的基本步伐分为行进步和固定步，行进步整

齐划一，气势磅礴，震天骇地；固定步旋转交叉，或

蹲或跃，动人心弦。表演时，有站立舞鞭杆、劈单叉、

魁斗踢星、虎抱头等动作姿态，演员按顺序敲击肩膀、

前臂、膝盖、脚尖、跳起后勾向上的鞋底等部位，灵

活多变，并用鞭梢击打地面，其气势雄厚，鞭随人动，

人随鞭狂。演员根据鼓点、节拍变换队形，有大摆尾、

鹞子穿林、双进门、同心圆、八卦阵等。生角和旦角

的一套动作以八个八拍为一小节，和伴奏伴唱的音乐

正好匹配。如：《八度神仙》唱完一段，生角和旦角

便打完了一段；第二段循序渐进，循环往复，直至打

完八段，基本就结束了。

3�2���有人数不一的表演阵型

鞭杆舞表演时，四人为一组，生角、旦角两两相

对，形成了和谐对称的秩序整合。根据表演场地的局

限性，既能以组为单位进行，也可组成八人、十二人、

二十四人等长阵、方阵进行变幻丰富的表演，人数最

多时可由六十四人同时演出，可谓气势磅礴。如在家

庭庭院当中进行时，受场地大小的局限，只四人一组

进行；在村广场或演出表演时，则二十四人进行，灵

活进行；甚至在私下练习时，随着音乐节拍的伴奏，

随时增加或减少出场人数，但人数都是以四人一组相

加，秦州鞭杆舞对人数也有一定的寓意，在人数上，

四人一组逐层叠加，在古代，四人表示祈求四季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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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盛世的意义，表示伏羲八卦的自然和谐与天地合

一之美。

3�3���有重心低移的行进动态�

鞭杆舞的重心低移是从动作姿势、节奏、力量、

速度等各个层面所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脚步、膝盖、

摆臂、下蹲的运动体态上。这种运动体态的核心为脚

步，屈膝、摆臂、下蹲都是以脚步为基础加以形成的，

重心低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脚步，因此，想把握好鞭杆

舞的精髓，第一步则是学会脚步，脚步乃重中之重。

任何运动都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原则，这也是科学与智

慧的体现，鞭杆舞的重心低移还表现在起打时的下蹲

动作和跳跃动作，这就使运动轨迹做了一个 U 型，力

学原理决定了人体只有将重心降低蓄力，才能获得较

大支撑反作用力。由此，也诠释了鞭杆舞伴奏中“重拍”

所结合“下蹲再跳跃”的连续动作过程。

4     秦州鞭杆舞的特性

4�1���原始性与古朴性

在今天秦州鞭杆舞的表演中，出现次数最多、占

据时间较长的舞蹈图式，即圆形。正如苏珊·朗格所

言 :�“那种环舞或圈舞作为舞蹈形式与本身自发的跳跃

毫无关联，它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职能，

或许这是舞蹈艺术最圣洁的职能—将神圣的‘王国’

与世俗的寰宇区分开来。”[2] 这个舞蹈形态是在舞者

们围圆移动或面向圆心歌舞的过程中形成的，四人一

组逆时针环绕一周移动，舞动时两人相对向圆心而舞

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经过笔者走访调研发现，首先，

鞭杆舞要在各种形状、场地大小不同的庙宇中、庭院

里表演，这些物质的空间普遍较小，太复杂的队形不

允许出现，围圆而舞时则可以随时根据空间大小而变

化，既节省空间，还能使舞蹈在视觉上具有无限循环

的延续流畅效果。其次，围圆而舞是人类流传至今最

基本的一种集体舞蹈形式，它是一种较为古老、原始

的舞蹈样貌，还映射出原始篝火舞的遗意，历史悠久，

古朴质纯。

4�2���仪式性与继承性

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指出，“仪式不应该

被看作是‘惊奇怪诞’的，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并非诞

妄而恍然的。[3] 文化符号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其存

在都有现实的价值与意义。秦州鞭杆舞也不例外，一

直是民俗社火活动期间休闲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清

末民初，秦州鞭杆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表演队伍

达到顶峰，当时秦岭乡一带的“老幼、妇孺皆会舞之”。

秦岭乡人在农闲和节日时便用鞭杆舞表达着他们最殷

切的期待，以鞭杆舞迎瑞祈福，期盼来年庄稼丰收、

生活平安的美好诉说。鞭杆舞在一脉相传的发展中，

也会受到社会因子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社火活动

曾被迫中断，鞭杆舞也淡化出人们的视野，1977 年春

节是鞭杆舞被挖掘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表演。秦州社

火长兴不衰，为鞭杆舞在秦州地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

了一片养分充足的广袤沃土。

4�3���地域性与文化性

纵观秦人全貌，先秦是在陇右天水地区逐渐繁荣

而兴起的。其生存环境是四面受阻，东隔陇山与周王

室相邻，西、北两面广布戎、狄，秦人在周人与戎狄

的夹缝当中生存。[4]在这种状况之下，秦人因地制宜，

排除万难发展生产，出现了农牧两旺的景象。而源于

秦人牧马的鞭杆舞也不例外，悠久的历史沉淀已将民

族文化烙印和地域风格特色深深打入其中，在其诞生、

源远流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鲜明、个性的特征。鞭

杆舞剽悍、刚烈、粗犷，明显融进了西部少数民族擅

长马战，喜好军功的气质，这些也正反映了秦人入乡

随俗，虚心学习吸收西戎文化，追求中兴的不懈努力，

充分说明天水秦文化强烈的兼容性和博大的开放胸怀，

传递出天水秦文化鲜明的功利色彩和进取精神，赞扬

了秦人轻死重义、果断勇敢、粗犷悍厉的民族性格，

洋溢着不畏困难、跨越障碍、勇往直前的积极精神。

5     结论

鞭杆舞秦人在长期牧马、驯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

生活的过程中产生 ,�它继承和体现了陇右天水秦文化的

精髓。并与民俗社火祭祀活动不断相互促进、融合 ,�一

直处于错综复杂的艺术交织状态之中。

就表演机制、舞蹈形态观之，秦州鞭杆舞集社火

祭祀程序、道具、配乐、服装、装扮涂抹为一体，通

过其服饰扮相可表达出与戏曲文化的关联，其祭祀仪

式体现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浸透，表达出原始伏羲

文化的遗迹。就特性而言，秦州鞭杆舞具有民间舞蹈

的原始性与古朴性，仪式性与继承性，地域性与文化

性，传达着“舞蹈是人类生命仪式”的基本人文精神，

处处彰显着秦人披荆斩棘、威猛豪放的民族性格特征。

只有深刻、准确的了解鞭杆舞，掌握其精髓，才能更

好地把握鞭杆舞的审美特征、演绎鞭杆舞的审美风格，

使其在推广和传播的过程中、在继承发展的长河中始

终保留秦人具有民族特色的象征性的身体语言表达，

并在此基础上使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脉相承、不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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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reviews�and�summarizes�the�research�on�Mongolian�traditional�sports�in�the�past�10�years�by�means�of�literature�

review��While�affirming�the�rich�academic�value�of�Mongolian�traditional�sports�research,�this�paper�also�discusses� its� shortcomings�

and�Suggestions�for�future�research��The�research�shows�that� in�the�past�10�years,�remarkable�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the�

changes�of� traditional�Mongolian�sports�culture,� the�research�of� traditional�Mongolian�sports,� the�application�and�development�of�

Mongolian�traditions��However,�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this�study,�such�as�insufficient�research�on�traditional�Mongolian�sports,�

insufficient�solutions�to�the�problems�involved,� insufficient�research�methods,� insufficient�sources�of�research�results�and�insufficient�

forms�of�expression��Suggestions:�pay�attention�to�the�theoretical�exploration�and�refine�the�research�topics�of�Mongolian�traditional�

sports;�Maintain�a�rigorous�attitude�towards�the�study�of�reference�theory;�To�improve�the�research�level�and�explore�research�methods;�

Increase�academic�exchanges�and�innovate�inheritance�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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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takes�Gansu�Qin�State�QinLing�Town�folk�activities�of�whip�pole�dancing�as�the�research�object,�according�to�

the�first-hand�survey�data�field,�carding�the�origin,�form�and�will�whip�pole�dance�form�and�its�characteristics�in�the�unique�humanities�

ecological�environment� in�mining�extraction,�makes�the�historical�origin�and�status�quo�of�whip�pole�dance�more�system�is�clear,�

Through�the�systematic�discussion�of�the�form�and�characteristics�of�Qinzhou�whip�pole�Dance,�the�author�hopes�to�explore�the�deep�

performance�implication�of�Qinzhou�whip�pole�Dance,�and�realize�the�artistic�promotion�and�cultural� inheritance�of�Qinzhou�whip�

pole�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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