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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教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具有深刻的影响，而西南少数民族舞蹈又是我国舞蹈艺术的一个重要分
支，于是对“宗教对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的影响”这一课题展开探讨与研究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本文通过对舞蹈与宗
教的内涵概念、宗教与舞蹈的结合以及宗教对于西南少数民族舞蹈所产生的影响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从中
获取到少数民族舞蹈艺术发展的方向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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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宗教对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的影响

宗教舞蹈，顾名思义舞蹈中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这些文化对

于西南少数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然而，

在历史的长流中，宗教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这就使西南

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具有了差别，从时间角度上分析来看，原始宗教

与舞蹈是现有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的一个起源。正是因为宗教对于西南

少数民族舞蹈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宗教对西南

少数民族舞蹈的影响，并从中总结出可利用的现实意义。

一、舞蹈与宗教的内涵概念

（一）舞蹈与宗教的含义

舞蹈艺术是一种通过肢体语言来表现情感的表演形式，是舞

者通过完成一系列的肢体动作，并伴随着音乐、灯光等辅助下进行

表演，最终向观者呈现出一些思想内涵的艺术门类[1]。舞蹈的存在

并不是孤独的表现艺术与美，更多的是具有多元化的社会意义，例

如，舞蹈艺术在展现过程中，还体现出人类的社交需求、宗教需求

等等内容。随着远古人类的不断进化，社会开始形成出现，统治者为

了更好的管理人类，宗教文化应运而生。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宗

教具有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使人类对它臣服，产生出敬畏之感。

（二）舞蹈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舞蹈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既相对独立，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从二者的本质出发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没有宗教干预的

情况下人们依旧可以闻歌舞蹈，宗教也不会因舞蹈艺术的消逝而崩

溃；但是舞蹈和宗教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宗教会通过舞蹈

来进行传播，例如图腾舞蹈艺术与寺庙舞蹈艺术便是在舞蹈过程中

向观众传播宗教含义，而舞蹈艺术中也藏着宗教文化的影子，宗教

文化为舞蹈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素材，补充了舞蹈艺术中的思想

内涵。所以说舞蹈与宗教的关系是既独立又有关联的，二者相互作

用，逐步实现了共同发展。

二、为什么宗教与舞蹈会产生结合的原因

（一）原始宗教的崇拜情节

原始宗教的崇拜情节是原始宗教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原始人类

由于自身能力的脆弱，而对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等生物产生崇拜感，这

些便是宗教信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首先，宗教文化是一

种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它与政治、社会是有密切联系的。其次，

原始宗教遍布世界各地，我国的少数民族与原始宗教之间也有关联，

例如，宗教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管理社会，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促进了少数民族

地区的团结与发展。最后，原始宗教对于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文字的发明、艺术的起源提供了力量[2]。

（二）舞蹈艺术是宗教的情感表达途径之一

舞蹈艺术是一种抒情的艺术，而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认为

要达成一件事需要通过神灵的帮助，而凡人与神灵之间如果要进行

交流是需要借助一种形式来进行沟通的。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形成

一个完整的体系时，在面对难以准确表述的事物时，肢体语言的交

流就显得更加直白与重要，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套比较固定的

肢体表达形式被确立了下来，最终形成了原始的宗教舞蹈艺术。所

以，舞蹈是人类与神灵之间的沟通桥梁，是人类向大自然表达敬畏

之情的艺术语言。

三、宗教对西南少数民族舞蹈产生的影响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舞蹈是最早产生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

最早的舞蹈艺术便是原始舞蹈，而原始舞蹈则是在原始宗教仪式中

脱胎而成的。原始舞蹈最初表现的场景多是关于人们劳动的场面，

人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产生了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类生殖的崇

拜，继而形成了宗教仪式来表达崇敬之情，舞蹈便是其中的一种表

达形式。然而，原始舞蹈虽然与原始宗教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但

并不代表原始舞蹈完全是为了宗教服务，其中有很多内容也是为了

表达生产劳动，所以可以说原始宗教是原始舞蹈的源头，而原始舞

蹈又反作用于原始宗教。同时，宗教的进步促进舞蹈艺术的发展，

当宗教自身开始出现发展变化时，舞蹈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改变。

四、宗教在西南少数民族舞蹈中的具体表现

（一）藏族宗教文化中的羌姆

“羌姆”是一种藏族舞蹈，也被叫做“跳欠”或是“跳神”，

在每年的藏历八月份时，藏族人民便会跳起羌姆。从羌姆的别称中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具有宗教意识的舞蹈，其前身可能主要来自

于西藏苯教巫术舞蹈和图腾舞蹈，藏族人民希望可以通过舞蹈的方

式来对宗教进行传播。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羌姆舞蹈不仅仅继承

了本教，其中还有印度佛教的金刚舞、西藏民间鼓舞的身影，是

经过了整理加工后形成的舞蹈艺术。直到今天，西南一些寺庙还保

留着跳羌姆舞蹈的习俗，它是藏族宗教文化的表现形式，但随着时

间、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羌姆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发生着改变，

有些地方的羌姆舞蹈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宣传教义与驱鬼酬神，其中

也增添了一些娱乐因素。

（二）回族舞蹈中蕴含的宗教文化

回族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在回族舞蹈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

伊斯兰教的文化，例如伊斯兰教要求人们做“礼拜”，其中包含了

一系列抬手、报手、鞠躬、叩头等动作，这些动作为回族舞蹈提供

了肢体语言，也为舞蹈家们提供了创作思路与灵感。

五、结语

宗教文化对西南少数民族舞蹈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宗教仪式活

动离不开舞蹈艺术，舞蹈艺术也需要从宗教文化中汲取养分，二者

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西南少数民族信仰宗教人数较多，不同

的宗教文化使西南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区舞蹈

的艺术性、独特性，成为我国文化艺术大花园中的靓丽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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