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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中华文明，根在河洛。而在熠熠生辉的河洛文化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就是诗、

乐、舞三位一体的乐舞文化。千百年来，无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钟情于此，在洛阳留下了许多与乐
舞有关的故事。

【洛阳古代乐舞】②

七盘舞
风靡两汉

当帝王遇上乐舞1

汉代乐舞之风极盛，从宫廷到民间，呈
现出一种全民娱乐的热闹劲儿，似乎在洛阳
街头随便找个人，都能即兴来上一段。不
过，像七盘舞这样雅俗共赏、刚柔并济的高
难度乐舞，却只有高水平的舞者才能驾驭，
它与杂技融为一体，是汉代乐舞的代表。

□记者 张广英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是一位喜爱乐舞
的平民皇帝。平定黥布叛乱之后，他回师
经过家乡沛地，召集父老子弟一起宴饮，
并乘兴击筑创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
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歌毕起舞，慷慨悲壮。

《大风歌》是楚声短歌，被誉为“千古
人主第一词”，刘邦也为汉代乐舞之盛打
下了根基。他晚年宠爱的戚夫人就是一
位出色的舞蹈家，擅长“翘袖折腰之舞”。

刘邦喜欢民间乐舞，开始把俗乐用
于宫廷祭祀。到汉武帝刘彻时，更是在
宫廷设立乐府，并任用“性知音，善歌舞”
的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大量采集民间乐
舞。

李延年有个“妙丽善舞”的绝色妹妹，
一直不为人知。一日，他即兴起舞唱道：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
再得。”这勾起了刘彻强烈的好奇心，他很
快将李延年的妹妹纳入宫中，就是此后的
李夫人。

汉武帝设立的乐府，起初规模并不
大。一般宫廷宴会娱乐，所用乐舞不过百
人。到汉成帝时，乐府中的“倡优伎乐”已
有千人之多。汉成帝刘骜也是乐舞高手，
他有个怪癖，就是喜欢一个人在黑夜里静
静跳舞，且“步不扬尘”。一次，他到姐姐阳
阿公主府上玩，见到了从小就被卖到这里
当乐舞伎的赵飞燕。赵飞燕舞姿轻盈，能
跳“掌上舞”，怜香惜玉的汉成帝总怕她被
风吹走，特意建了“七宝避风台”供她居住，
后来又将她册封为皇后。

汉代宫廷对乐舞的喜爱和重视，使官
僚和贵族子弟纷纷将其作为必修科目。
每逢宴饮聚会，大家都会以乐舞助兴。他
们除了观赏乐舞伎的表演，酒酣之时也会

“以舞相属”，即相邀起舞。
“以舞相属”是古代的交谊舞，包含有

一定的礼节性。一般是主人先起舞，舞罢
邀请客人，客人要起舞为报。如果被邀者
拒绝起舞，将是非常失礼的举动，主人会
觉得很没面子，两人甚至会结下仇怨。东
汉时，学者蔡邕就曾因此得罪权贵，躲到
吴地避祸多年，不敢回到京城洛阳。

汉代乐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兼收并
蓄，音乐、舞蹈、武术、幻术、杂技等常会同
台演出，合称“百戏”，洛阳平乐观就是东
汉时表演百戏的主要场所。

百戏有很强的娱乐性，在汉代十分流行。具体
来说，它包含的项目有杂技（跳丸、走索等）、幻术
（吞刀、吐火等）、武术（棍舞、剑舞、刀舞、对打等）及
歌舞戏等，其中舞蹈占的分量最重。

东汉明帝刘庄在位时，在洛阳西门外建起了雄
伟壮丽的平乐观，以供表演百戏，遗址在今孟津县
平乐镇。他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和阴丽华的儿子，
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座官方寺庙也是他建的，就是
洛阳白马寺，与平乐观相去不远。

当时每逢重要节日，举国上下举行庆祝活动，总
少不了百戏表演。而外国使节来朝，除了应邀观看百
戏，还会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的乐舞表演。如东汉史学
家班固在他的名篇《东都赋》中，就描写了四夷乐舞齐
聚洛阳表演的盛况：东夷有《矛舞》，西南夷有《羽舞》，
西夷有《戟舞》，北夷有《干舞》……双方彼此借鉴，互
相交流，促进了乐舞事业的蓬勃发展。

汉和帝刘肇是刘庄的孙子，他继位后，也喜欢
到平乐观欣赏百戏。史学家李尤以能文著称，大儒
贾逵认为他的辞赋有“相如、扬雄之风”，便向和帝
推荐，让他创作《平乐观赋》。李尤果然不负众望，

在《平乐观赋》中对百戏的精彩进行了描绘，使人有
身临其境之感。

平乐观热闹非凡的百戏表演，很长时间都是人
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后来曹植在他的五言诗《名都
篇》中，还有“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归来宴
平乐，美酒斗十千”的句子，在京洛少年的生活中，
平乐观依然是宴饮娱乐的好地方。

而在如火如荼的百戏表演中，汉代乐舞也在悄
然发生变化。它逐渐融合了武术、杂技中的跳、转、
翻、滚等动作，不仅有“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的飘逸
美妙，也有“或迟或速，乍止乍旋”的高超技巧，表演
难度大大增加了。风靡两汉的七盘舞，就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

七盘舞又名盘鼓舞，是舞蹈与杂技相结合的产
物，只有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才能学会。表演者无
论男女，都必须身穿长袖舞衣，保持舞姿的飘逸优
美。同时，他们要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盘和鼓上腾
跳拍击，并保持节奏不乱，看上去十分惊险。

也许，在几乎人人都能即兴起舞的汉代，只有
具备这样的真功夫，才能从众人当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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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娱乐遇上百戏

汉代人对乐舞的狂热，是今人难以想象的。连
那些一本正经的大儒，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乐舞的痴
迷，比如东汉大儒马融讲学时，就“前授生徒，后列
女乐”，好在他的学生对此也都能接受。

这种全民娱乐的社会风尚，使得乐舞人才大
受欢迎，民间女子因此“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
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也就是说，年轻女子为
体现自身价值，宁愿放弃家务之事，不再养蚕纺
织，转而去学跳舞了。当然，她们中只有少数人能
掌握高难度的七盘舞，也只有这少数人能赢得众
人瞩目的荣耀。

一般来说，七盘舞的盘和鼓数量并不固定，有
的以盘为主，有的以鼓为主，排列方式也不尽相
同。它们被平放在地上，表演者飞舞长袖，在盘
鼓之上从容地“高纵轻蹑，浮腾累跪”，舞姿刚柔
并济，优美矫健，使“鼓震动而不乱，足相续而不
并”。如果表演者技艺不够高超，或者稍有差错，
难免会踩破盘子，踏乱节奏，那可是极为丢人的
事。但若表演成功，观众一定会送上发自内心的
赞美。

因为七盘舞的流行，汉代及魏晋时期，文人们
在诗词歌赋中对它有很多描写。比如东汉时，张
衡在《舞赋》中称其为“历七盘而屣蹑”；魏晋时卞
兰在《许昌宫赋》中也写道：“兴七盘之递奏，观轻

捷之溯翔，或迟或速，乍止乍旋，似飞兔之迅疾，若
翔龙之游天。”

在七盘舞的表演中，舞袖、舞腰、舞足是三
个重点。尤其足部动作要漂亮，还不能有丝毫
误差。表演者会对自己的舞鞋（即屣）进行精心
装饰，张衡《西京赋》中有“振朱屣于盘樽”的句
子，就是告诉大家，表演者穿了鲜艳醒目的朱红
色舞鞋。如果要后退踏鼓，对足部动作的要求
就更高了，简直是险象环生，会让观众看得大气
也不敢出。

乐舞在汉代人的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
的墓葬中也不乏姿态各异的乐舞俑。在洛阳七里
河汉墓中，曾出土一组著名的乐舞俑，其中一女舞
俑正脚踏一盘，扬袖欲跃，这就是七盘舞风靡两汉
的历史见证。

刚柔并济七盘舞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