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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舞《思情鬼歌》对醴陵本土文化的传承 

邓伟艳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思情鬼歌》在２０１５年法国世界排舞联赛中以独具醴陵元素的音乐与舞蹈赢得了冠军，这是该曲对醴陵祭祀文化、
农耕文化、社交文化和婚庆文化等本土文化全面传承的结果。分析排舞《思情鬼歌》对醴陵本土文化的传承，对促进醴陵文

化和我国排舞运动的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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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舞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了各国时尚
流行的舞蹈风格元素，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与艺术风

格。目前，我国关于排舞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资料还

比较少，研究的内容也非常单一，主要体现在竞赛

评分细则上，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缺乏足够

的关于发展趋势、编排、教学训练方法、合理健身与

伤病预防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来支撑其在国内科学

合理地发展，这些理论知识都需要在以后的健身和

表演中逐步改进和完善。［１］国内排舞健身运动者对

国际排舞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大胆的借鉴，并加入了

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动作进行大胆的

改编。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醴陵五彩艺术团在法国
参加２０１５年 ＵＣＷＤＣ世界排舞联赛，以独具醴陵

元素的原创排舞《思情鬼歌》，让世界认识了醴陵。

《思情鬼歌》是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醴陵

民歌，唱调歌词极具当地方言特色。［２］演出服装以

中国红为主色调，表演所用的手持铃鼓是工匠使用

当地毛竹编制而成，鼓面绣着醴陵瓷器图案。本文

以排舞原创曲目《思情鬼歌》为研究对象，分析排舞

原创曲目《思情鬼歌》对醴陵本土文化的传承，以期

为促进醴陵文化和我国排舞运动的发展以及中西

文化的交流提供参考。

　　一　对醴陵祭祀文化的传承

熊少波等人提出，醴陵的祭祀文化与湖南其它

各地一样，多与农业祭祀、祖先崇拜、神灵崇拜、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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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禳灾等仪式活动有关。［３］醴陵盛产陶瓷，为了更

好地继承和发展陶瓷产业文化，晚清时期规模最大

的“王大德生”瓷号保存了完整的祭祀仪式。人们

为了表达对“王大德生”瓷号的纪念和对未来生活

的美好向往，编写了一部动情的歌舞———《思情鬼

歌》，因此，《思情鬼歌》就是在醴陵陶瓷祭祀文化

中发展出来的歌舞。在动作编排中按照简单的舞

步，配合不同的手臂动作，方便排舞爱好者统一学

习、表演和比赛。在排舞表演中，可根据舞者自身

的个性特征和民族艺术特点编排自由、多元的上肢

动作，同一曲目通过不同的舞者就可彰显出不同的

风格特征，演绎出不同的文化背景。［４－５］而排舞《思

情鬼歌》就是通过其丰富的上肢动作充分体现了醴

陵民俗文化的特性。在动作选编中，选用了拖步、

跺脚步、纺织步、踏车步、摇摆步等干净利落的舞

步，再配合各种不同的手臂动作；队形呈四横排，由

高到低顺序排列，最前一排单膝跪地接触地面，往

后依次半跪不接触地面，最后一排为站立，层次鲜

明。排舞动作中还有手型的表达，如：第一段动作

（共５０拍）中第２２拍的动作，右手拿着一支檀香点
燃一桶烟花，随着几声“哧（持续 １秒）洞踏 （象
声）”的音乐声，结合表演者欢快的情绪，醴陵花炮

祖师李畋主持祭祀活动的情景瞬间再现；排舞第一

段动作（共５０拍）中第２５拍的动作，左手右手自然
地上下摆动，犹如古代巫师祈雨之状，祈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第一段动作（共５０拍）中的第２８拍
的动作，左手搭在右手上面，置于体前，然后双手好

似在向天空挥洒某物，表现普天同庆的场面，祈求

生活充满欢歌笑语。排舞《思情鬼歌》的舞蹈动作

融入了大量的醴陵祭祀风俗，充分地传承了醴陵的

祭祀文化。

　　二　对醴陵农耕文化的传承

湖南醴陵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东临江西萍

乡，西接株洲主城区，南靠攸县，北傍浏阳；渌水河

流经城区，注入湘江。醴陵地理位置极好，依山傍

水，所以农业发展比较有优势。在醴陵这片饱经沧

桑和富饶的大地上，人们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与所有的农民一样，耕种是醴

陵农人的主要生活，收获是人们一年到头的盼头。

所以，在几千年的农业耕种中，醴陵人民积累了丰

富的耕种经验和知识，在闲暇时用音乐与舞蹈表达

劳动的欢乐，传授耕种的经验。

排舞《思情鬼歌》在舞步方面主要选择了街舞

风格和爵士风格的基本步，如弹踢腿、踵扭转、曼特

律转、水手步、摇摆步、弹簧步、轴心转等脚步，主要

表现出耕者劳动时的活力与激情。排舞《思情鬼

歌》通过队形的不断变化以及上体动作的表演，表

现出农耕生活的场景。如方方正正的五行四列队

形，就像是正在整整齐齐的田间勤勤恳恳且动作一

致地劳作的人们；排舞第一个５０拍中的第１７拍，
踏步且手臂上举左右交换，就像是在田间收割的场

景，人们右手拿刀，左手拿麦，忙得不亦乐乎；排舞

第七个５０拍中的第３６拍，漫步动作，弯腰屈身，手
臂同时往下摆，如同在田里插秧一般，舞者熟练的

动作，完美满足的笑容，形象地表现了农人们劳动

的欢乐。

　　三　对醴陵社交文化的传承

醴陵人居复杂，居民大都是外来移民，特别是

在元朝末年和明朝末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

迁入。历史上，醴陵曾经多次遭遇战乱和瘟疫，现

在的居民大多是从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其它地

方迁入的移民后裔。大规模的人口迁入者要融入

当地人的生活中就需要社交。醴陵本土人尚勇、强

悍，在生活中彼此难免发生磕碰，人际关系就难免

会紧张，而社交可以缓和生活中的矛盾，增进彼此

交往。因此，历史上醴陵人就非常热衷于社交活

动。在现代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条件下，人们对

身心健康的要求越来越强，越来越追求精神生活的

丰富多彩，社交也变得更加重要。

体育运动是增进社交的有效手段，人们通过体

育运动打发闲暇时间，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因此

群众体育项目逐步完善，运动内容也逐步丰富。排

舞就是在舞蹈的基础上配合民族音乐，穿戴适宜的

运动服饰，配上简单的步伐，通过相同的舞序，在一

块空地上站成一排排地舞动，人们享受着舞蹈带来

的乐趣的同时，也增进了交往。排舞与其他舞蹈不

一样，参与时间可以随队员活动需要自由安排，灵

活且消费较低，适应人群较广，对舞者的身体素质

要求也不高———只要会走路就会跳排舞。因而排

舞运动的特征满足了现代人追求时尚、娱乐、休闲、

健康、社交等各种生活需求和心理需要，排舞运动

成为了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６］加之排舞简单易

学，且不限人数，自然得到人们的喜爱。

《思情鬼歌》独具醴陵特色，属于典型的地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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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歌曲，语言简练，意味深长。根据醴陵方言，人们

习惯把“聪明”说成“拐”，把“机灵”说成“鬼”。编

者为了更好地宣传《思情鬼歌》，在编排上以大家熟

悉的祭祀和农耕动作为主，动作简单易学，旋律优

美动听，熟悉的场景让大家都愿意聚在一起跳舞和

交流。［７］排舞《思情鬼歌》的动作编排中还选用了

华尔兹风格的舞步，如：平衡步、拖步、闪烁步、轴心

转，舞步跌宕起伏、优雅流畅，显得温馨而浪漫；其

中还选用了踢踏风格的舞步，如摇摆步、拖步、跺脚

步等，表现出热烈欢快的情绪。

　　四　对醴陵婚庆文化的传承

《思情鬼歌》的歌词采用醴陵方言，乡俗味浓

厚，其中鬼、哩、个、呀、也、讲、月光（月亮）、信（捎

信）、哪等，都是地道的醴陵俚俗口音；歌词顺口通

畅，易记易学，具有很强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吴浩

琼提出《思情鬼歌》是一首热爱自然、追求爱情、催

人奋进的原生态乡野经典歌曲，展现出醴陵“满哥

鬼”（机灵的男青年）与“妹妹鬼”（机灵的女青年）

对事业、爱情和生活的美好憧憬，歌词中许多衬词

反映了醴陵人直爽、活泼、火辣的性格。［８］

排舞《思情鬼歌》的方言内容、红色服饰与舞蹈

动作都与醴陵婚庆文化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

文化中，红色和黄色分别代表着吉祥与高贵，特别

是大红，代表着喜庆与吉祥，因此新娘子出嫁要穿

红戴红。《思情鬼歌》这首民歌音乐的歌词本来就

表现出了男女对爱情的向往，加之它的节奏十分欢

快，所以经常被用在婚礼上以活跃气氛、渲染主

题。［９］于是排舞《思情鬼歌》舞蹈服饰在色彩上便

采用红、黄两色为其服饰的主色调。在排舞《思情

鬼歌》表演的开头和最后部分都以男女合作的方式

表现，两对男女的动作似比翼双飞之态，既展现了

男女之间对爱情的向往，又表现出了对封建思想的

突破。在编排时，有部分男士动作选用水手步、摇

摆步、弹簧步等爵士风格的舞步，通过简单而具延

展感和控制力的步伐，表现男士们朝气蓬勃、热情

奔放的精神状态。在其男女合作部分选用探戈风

格的舞步，如伦巴盒步、锁步、闪烁步、跺脚等。动

作刚柔并济、动静结合、欲进还退，用以体现出情人

之间的深情，充分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在舞曲

第一段有这样几句歌词：“我的满哥哥鬼也，哎呀，

昨日搭个信哪，害的你妹妹，哎呀呀子呦，眼望穿哪

你咂鬼……”这几句歌词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含义

是很丰富的，那一份牵肠挂肚，期盼相见，跃然纸

上，声声入耳。［１０］而此时选用锁步、闪烁步、跺脚等

舞步，再配合身体随着手臂的左右摆动而摆动，将

女儿的娇嗔和男儿的鲁钝表现得淋漓尽致。

《思情鬼歌》是民间艺术，在世界民间文化大融

合中，走向了世界舞台。排舞《思情鬼歌》通过醴陵

群众优美的表演向世人展示了醴陵的乡土人文气

息和荆楚文化风貌，充分表现出醴陵人鲜明的个性

特征和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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