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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9_BE_E6_96_87_E5_c34_45083.htm 台湾高山族作为我国少

数民族之一，和其他民族一样，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每逢耕种、收获、喜庆节日等，他们都要举行歌舞盛会。高

山族的舞蹈淳朴自然，宛如高山原野中的鲜花，姿韵动人，

天真烂漫。 台湾高山族是我国大陆南方古代百越人的后裔，

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数千年特别是与大陆汉族移民

共同开发建设宝岛台湾的历史长河当中，逐渐形成了富有自

己浓郁民族风情的歌舞。歌舞几乎充满着高山族人的全部生

活，他们为鼓励生产劳作而歌舞，为庆祝丰收而歌舞，在传

统的祭祀节日中更是离不开歌舞。高山族人以歌舞抒发感情

，以歌舞赞美劳动，赞美生活。 早期的台湾高山族舞蹈，往

往都是以熊熊篝火为中心，群集饮酒，酒酣则歌舞并作，众

多舞蹈者携手围成圆圈，边舞边唱，显示族群团结的力量，

展现人们快乐的心情，舞蹈动作通常都是有节奏地跺脚、跳

跃、摇身、摆手等。 高山族舞蹈也是他们劳动生活的生动写

照。历史上，台湾高山族同胞是一个善于狩猎和捕鱼的民族

。再现自己狩猎和捕鱼生产活动的舞蹈动作，就成了高山族

舞蹈的重要内容。如高山族舞蹈中有先退一步，然后双脚向

前跳去的动作，这些动作便是在模仿战斗中或狩猎时的进攻

姿态；另外，双脚并拢半蹲，向前后左右跳动，同时双手下

垂摆动或平举手腕的动作，也是在模仿各种围猎动物的姿态

。居住在海滨或岛屿上的高山族，舞蹈中则往往表现捕鱼的

情景。如兰屿岛上雅美人的舞蹈中就有模拟划船的动作。这



些具有狩猎和打鱼劳动过程的歌舞，再现了台湾高山族独特

的民族生活。 高山族舞蹈也有表现大自然的内容，如群舞时

，双脚有节奏地缓慢向一旁移动，双手垂放在身体前方有节

奏地轻轻摆动，仿佛一条大河滚滚流动着，形象而真切。 明

末清初，随着大陆汉族移民的到来，汉族的银饰、铜铃等装

饰品又极大地丰富了高山族的舞蹈。早期高山族的民间舞蹈

，手臂动作比较简单，有了银饰、手铃之后，舞蹈动作上便

着意增多了手臂的动作，或摆动或甩动，如阿美人在跳舞时

，腰与手足都挂铃铛，铿然作响，契合节拍，乐趣无穷。阿

美人认为跳铃铛舞，可以逢凶化吉，带来好运和希望。 高山

族舞蹈的动作比较简单，节奏特别鲜明，具有明显的原始舞

蹈风格。高山族人将内心的喜悦全部倾注在歌舞之中，内在

节奏体现于外部形体动作上，形成一种颤动的舞蹈律动特征

，结实有力，具有一种天真烂漫、热情奔放的动人美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