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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人生】Dancing for Life

現今文晶宮前的女舞者(王雲幼攝)



巍寶山 族踏歌壁畫(石裕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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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山青銅器扣飾「圓形舞蹈」

(資料來源：《雲南藝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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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源崖畫「五人聯袂踏歌圖」(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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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參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南蠻上。

2 據日本學者橫山廣子(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博士、教

授)近期調查：現在居住在緬甸果敢地區的漢族僑民，從

明末至今在節慶時唯一仍然流行的全民性傳統舞蹈就是

跳踏歌；據瞭解這些人是隨明朝末年流亡的皇帝外流到

此成為僑民的。(1999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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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寶山「打歌山」的 族踏歌(石裕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