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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河 浩 浩 ，山 岳 峨
峨。怀思先人，伟业赫赫。
敬我华夏，乐舞颂歌。千里
万里，同心同德……伴随
着悠扬的音乐，重新建构
的汉代《建鼓舞》在拜祖
大典乐舞敬拜环节精彩
呈现。

鼓，最能体现磅礴大
气的气势感。北京舞蹈学
院副教授、乐舞敬拜编导
张杏介绍，这支舞蹈参考
了大量文献资料，男舞者
选择的《建鼓舞》参考的是
江苏徐州出土的建鼓舞图
像文物形态。“今年的舞蹈
更加有气势。我们早上 5

点半就起来了，每天排练
10至 12个小时，磨动作、
抠细节，希望能呈现出最
好的状态。”来自郑州歌舞
剧院最小的舞蹈演员吴倩
说，今年是第三次参加拜
祖大典，却依旧非常激动
和兴奋。

“今年的乐舞敬拜男
女共舞，选用诗舞乐三位
一体的形式，用古诗体的
体裁专门写了一首配词吟
唱，在舞蹈语言上选择了
中国汉代古典舞，具有典
型性文化属性的舞蹈语
言，服饰上是选用博袖服
装的样式。”第一次参加拜

祖大典的张杏表示，拜祖
大典寄托着对先人的敬
仰，从服饰选择到表演形
式，都能体现出中华文化
的厚度、特色和底色。“和
影像资料相比，现场带给
我更多敬畏感。乐舞敬
拜环节每年都要有新意，
要遵循历史的脉络，又要
有不一样呈现，从文化的
传承上来说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希
望通过更多表现形式和内
容创新，让更多人领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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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震五湖四海 祈福太平盛世
一场盛事，血脉奔流。九霄龙吟，万族同庆时，世人

携“一花、一香、一礼”，颂轩辕伟功，追故土情怀。昨日，
春意暖人，和风拂面，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
行，来自海内外的华夏儿女齐聚黄帝故里，以五千年灿
烂文化为鉴，恭拜先祖，传承文化，展望未来。

舞狮献瑞 百年传承

昨日上午 9点，寻根
门前的南门广场上，龙腾
虎跃，鼓声震天。只见红
黄两条龙上下翻腾，穿插
交错。“我们是来自观音
寺镇大董村的大董舞龙
队，一共来了50多人。”大
董村村民董智发说，这是
他们第一次参加拜祖大
典，非常激动，大家精气
神儿十足，只为向五湖四
海前来寻根拜祖的同胞
展现出故里人民的热情。

舞狮素来象征吉祥
如意、文化传承。俗语有
云，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舞狮。北狮巍巍，彰显阳
刚之美。途经寻根门，向
南可观舞龙、舞狮，舞者、
击鼓者朱红华服、戴巾繁
饰、气势恢宏，祥龙北狮
神圣豪迈，为庄重大典平
添一份律动。

“人间恰逢黄帝降，
五湖四海朝轩辕。龙腾
虎跃鼓乐鸣，太平盛世
天地连。”一位舞狮团的

村民有感而发，当场吟
诗一首。

“第一次参加如此盛
大的仪式，特别骄傲，也
深深感受到国家对于传
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舞
狮 团 成 员 宁 霞 激 动 地
说，舞狮团成员全部来
自新郑市观音寺镇十里
铺村，为了参加这次盛会
选拔了 13 名精兵强将。

“听老一辈人说，俺村玩
狮 子 有 200 年 的 历 史 ，
已经成了一种传统。村
里舞狮者年龄最小的仅
10岁，最大的74岁。”

狮戏，作为华夏文明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文 化 标
识，值得代代相传。“我
们一定会在台上呈现最
完美的表演。”演出前，
舞狮团成员们异口同声
地说，“我们希望舞狮文
化能借助这次盛会走出
河南、走向世界，让全球
看到咱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

舞动“八佾”彰显本色

系祖坛上，“佾生”成
列，献上古代“八佾舞”。
由八八六十四人组成，象
征八风，寓意风化天下，
是佾舞的最高规格。这
也是“八佾舞”首次在拜
祖大典上呈现。

据拜祖大典导演组
系祖坛分场导演羿萍介
绍，“八佾舞”是夏商时期
级别最高的宫廷祭祀舞
蹈，是中华传统礼教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拜祖

大典最高规格的烘托。
“‘佾舞’代表着奏乐舞蹈
的行列，‘一佾’指一列 8
人，‘八佾’是 8列六十四
个人。舞者多数是参演
央视春晚的塔沟武校学
员，武术与舞蹈融合，更
有力量感，更显威仪。”

武术是传统文化，跟
舞蹈结合更彰显中华本
色。羿萍感慨道，“八佾舞”
形态区别于传统的古典
舞，在形态、造型方面跟武

术也有不同，武校的孩子
们每天需要大量时间去排
练。与“八佾舞”伴奏的音
乐是古筝弹奏的古乐，更
能烘托出厚重的中华文化
底蕴。

隔“舞”对话 跨越千年

乐舞敬拜 记者 周甬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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