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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域文化视角下“朝鲜族农乐舞”的发展研究 
姜洋  徐子淇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长春  130400） 

摘要：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是集演奏、演唱、舞蹈于一体，反映传统农耕生产生活中祭祀祈福、欢庆丰收的民族民间表演艺术。

起初，农乐舞的呈现主要源自于朝鲜族人民的祭祀性活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自娱性表演舞蹈。2008 年 6 月，我国朝鲜族农

乐舞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我国朝鲜族农乐舞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

唯一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民间舞蹈艺术。本文立足于东北地域文化视角，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实践采风成果，

主要探究“朝鲜族农乐舞”的发展脉络、表现形式、发展路径、文化内涵等方面内容，从而使大众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把握“朝

鲜族农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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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乐舞是朝鲜族具有农耕生活特征的传统民间舞蹈，在吉

林、辽宁、黑龙江等地区流传，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源

于农耕生产，体现出广大农民群众祈求丰收、追求美好生活的

内心愿景与团结互助的生活氛围，多在节日和喜庆佳节进行表

演，由农民高举农旗，手持各种农乐乐器集体载歌载舞。农乐

舞的表演形式大致如下：一种为以情节展现的舞蹈，用舞蹈和

哑剧来表现具有情节性的节目，成年舞者和儿童均有参加，也

有猎手和土豪，带有假面，极有可能是狩猎时期的文化遗存。

另一种是以道具、技巧和动作为主的舞蹈，由舞者们表演小鼓

舞、杖鼓舞、象帽舞、儿童舞等等，舞姿洒脱豪放，技巧性强。 

 
（图 1  朝鲜族农乐舞场景） 

一、朝鲜族农乐舞的发展脉络 

朝鲜时期，民间盛行“都列闹里”的活动。“都列闹里”的

意思指的是农民相互帮助农耕后，而进行的歌舞、杂耍、游戏

等多样表演。每逢佳节以及农耕时分，农民们通过“都列闹里”

活动进行娱乐，借以抒发内心情感，表达出祈求丰收的心愿。

在随后的发展中，人们便以“农乐”命名此类民俗歌舞。十九

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朝鲜族人口逐渐移居中国并将“农

乐舞”带到了我国东北地域，主要流行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此后，在年节时日及农忙时节，人们进行“农乐舞”表演的同

时也融入了“拜月”、“摔跤”等民俗。新中国成立后，“农乐舞”

的发展逐渐由田间游戏转向舞台表演，表演形式多样，表现风

格丰富，不仅成为民间的自娱活动，而且也是专业文艺团体的

舞台表演节目。文革结束以后，为了适应新时期人们的审美需

求，舞蹈艺术工作者们将传统“农乐舞”进行创新改良，融入

新时代人们的审美变化，从而使“朝鲜族农乐舞”的发展更加

多元化，包括长鼓舞、杖鼓舞、手鼓舞、象帽舞、假面舞等等。

现今，“朝鲜族农乐舞”已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重视，其作为朝鲜族人民农耕时

节、秋收时节的传统歌舞，在民间依旧盛行，是百姓农民们重

要的自娱方式。另外，专业艺术院团、各大艺术院校、专业群

文馆也致力于“朝鲜族农乐舞”的传承与弘扬，彰显朝鲜族舞

蹈的艺术特色，使其在黑土地上耀眼绽放，并且能够在全国范

围内受到大家的喜爱，实现“朝鲜族农乐舞”的全民普及。 

二、“朝鲜族农乐舞”的表现形式与发展路径 

早期的“农乐舞”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例如在“农乐舞”

的表演中，有祈天的“场院巫”、驱鬼的“灶坑巫”等等，这也

表现出朝鲜族人民对于吉祥顺遂、五谷丰收的祈愿。在后期的

发展中，宗教色彩逐渐变淡，群众自娱性加强，“农乐舞”作为

一种朝鲜族民俗乐舞艺术展现着朝鲜族人民的精神面貌，流露

着朝鲜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内涵。 

“朝鲜族农乐舞”的表演往往由舞队来完成，发展初期由

二十九名人员构成，执旗者领衔，农乐队随其后，最后是群众

们进行舞蹈动作的呈现。现今农乐舞队的成员规模已经发展到

六十余名，成员主要分为“持手”、“杂色”两类。“持手”为手

持乐器一边伴奏一边起舞人员，“杂色”为起舞表演的各种角色，

趣味十足。农乐舞的基本步伐为“雀步”，是模拟猎人瞄准猎物

放箭动作而来，随后也发展为骑马射箭的动作，这也反映出朝

鲜族人民祖先们的生活方式，是其狩猎文化的体现。 

“朝鲜族农乐舞”的表演主要由“舞长鼓”和“象帽舞”

构成。舞长鼓，持朝鲜族长鼓而舞，多为朝鲜族女子表演的舞

蹈，舞者们身挂长鼓，一手用鼓槌敲击鼓面，发出低音鼓点节

奏；另一手用鼓棒或徒手敲打鼓面，发出高音鼓点节奏，高、

低音的此起彼伏构成了“舞长鼓”的特定节奏，配合以舞者优

雅的身姿、修长的手臂、灵活的舞步，能够表现出朝鲜族人民

丰收喜悦的心情。另外，“舞长鼓”节奏上的快慢变化，也显露

出朝鲜族女子的坚韧刚毅，优雅大气。“象帽舞”，在朝鲜族舞

蹈表演中属于独特的技巧表演，属朝鲜族男性舞蹈，因其所使

用的道具“象帽”而得名。象帽是朝鲜族舞蹈表演中所特有的

道具形式，是一种无沿帽，帽子中部耸起呈椭圆形，在椭圆形

帽子的顶部按有一细杆，可灵活转动，细杆底部串以长长的高

丽纸条而成。舞者们依靠不停地转动头部来使“高丽纸”转动

起来，从而展现“象帽舞”的艺术风采。象帽依照飘带的长度

不同而主要分为三种，较长的达到 12 米左右，称之为大象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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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者 1.5 米左右，称之为小象帽；在二者之间，称之为中象帽。

在进行“象帽舞”的表演时，飘带会随着舞者头部的绕动飞旋

而起，于身体不同方位画出美丽的弧线，弧线的丰富变化传达

着“象帽舞”的艺术特色，成为一种生动的动态语言，流露着

朝鲜族人民乐观向上、积极无畏的面貌。“舞长鼓”和“象帽舞”

共同构成了“朝鲜族农乐舞”的主要表现内容，凸显了男子“朝

鲜族农乐舞”洒脱大气、乐观积极的表演风格以及女子“朝鲜

族农乐舞”优雅坚韧、柔美大气的表演特色。 

 
（图 2  朝鲜族长鼓舞） 

 
（图 3 朝鲜族象帽舞） 

“朝鲜族农乐舞”的演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不必拘泥于

固定的表演模式，可结合实际表演情况自由发挥，充满灵活性

与趣味性。它彰显着朝鲜族人民的智慧与品格，真实再现了朝

鲜族人们的农耕生活状态，与朝鲜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反映着朝鲜族的民俗文化内涵。 

“朝鲜族农乐舞”在逐渐的发展中，形成了艺术化的表演

风格，自朝鲜时期起，这种与农耕文化密切相连的乐舞表现形

式便受到百姓喜爱，随着朝鲜人民不断迁入中国，便将这种乐

舞带入中国。建国后，“农乐舞”由田间游戏转为舞台表演，在

不断的创新发展中摸索前进，一代代“农乐舞”传承人将这一

古老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发扬光大，展现着朝鲜族人民的勤劳

勇敢、洒脱坚毅、优雅大方，也通过一代代“农乐舞”传承发

展参与者的努力，才使得我国“朝鲜族农乐舞”入围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今，“朝鲜族农乐舞”已经受到越来

越多的朝鲜族舞蹈爱好者的关注，开始学习和研究其舞蹈动作

的实践呈现与文化内涵，相关政府部门和文艺院团、专业院校

也加强对于“朝鲜族农乐舞”的普及推广，加深大众对于这一

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认知。日后，期待越来越多的舞蹈艺术工

作者能够致力于“朝鲜族农乐舞”的传承与创新，对百姓大众

普及“朝鲜族农乐舞”，并钻研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使这一古

老艺术焕发生机。 

三、“朝鲜族农乐舞”的文化内涵 

“朝鲜族农乐舞”是古代朝鲜人民农业丰收后，聚集饮酒，

欢庆丰收、歌舞娱乐的遗风，随后经过发展，成为农忙时节人

们自发互帮互助耕种中的娱乐活动，做到劳逸结合。从古代到

现代，用农乐舞带动农耕生产，成为了朝鲜族人民自己适应生

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也正说明了朝鲜族文化是以

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朝鲜族农乐舞”因其来源于农耕文化，所

以具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吉林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几乎

村村都有自己的农乐舞队，舞队之间相互切磋，经常去邻村演

出，节日期间，经常有多个舞队进行表演，热闹非凡，呈现出

喜悦欢快的歌舞氛围，流露着朝鲜族人民对于幸福生活、五谷

丰收的美好期望，展现出朝鲜族舞蹈的大气坚韧，飘逸欢快。

朝鲜族的人们能歌善舞，在广阔的黑土地上伴随着沉稳的鼓点

与伽倻琴美妙的琴声，翩跹起舞，具有着浓郁的地方风格特色。

另外，“朝鲜族农乐舞”也能够体现出朝鲜族人们的宗教文化内

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舞蹈动作的呈现，流露出

朝鲜族人民的精神信仰。“农乐舞”是我国东北地域最重要的民

俗文化之一，祈福消灾与庆祝丰收是“朝鲜族农乐舞”的主要

表现内容，通过“农乐舞”的表演呈现，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的同时也能够了解到朝鲜族歌舞艺术的民俗风情，展现着朝鲜

族人民的内在心理。 

总结 

“朝鲜族农乐舞”无论从内容形式上、时间地点上，都与

农耕生活紧密结合，体现出“顺应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

思想内涵。每当农忙时节以及秋收时节，农民们清晨同去劳作，

黄昏返回家中，在休息片刻时，边歌边舞，通过歌舞消除疲劳，

加强团结，抒发内心喜悦。在以后的发展中，期望通过一代代

民间舞蹈艺人们的努力与创新，愿“朝鲜族农乐舞”能够在新

时期更加全面地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朝鲜族农乐舞”

的传承之中，了解“朝鲜族农乐舞”的文化内涵，实现“朝鲜

族农乐舞”的全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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