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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舞蹈是一切艺术之母，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说明舞蹈比其他艺术门类起源较早的史实
。
舞蹈起源于人类史前时期，在语言文字不发达的时代，先民们自发地以手舞足蹈来进行传情达意的活
动。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舞蹈开始发挥其“谐人神，和上下”的作用。
自此之后，舞蹈服务于“和谐社会”便成为传统而延续下来。
被孔子形容为“三月不知肉味”的古代乐舞典范《大韶》，曾被孔子誉为尽善尽美的乐舞。
在孔子眼里“尽善尽美”，也即具备内容美与形式美。
这说明古代中国舞蹈艺术既要内容美，也要形式美，内容美与形式美的高度统一，才能真正构成舞蹈
艺术之美。
这种舞蹈艺术的审美标准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本书根据这一标准，立足于对中外舞蹈经典作品进行分析，从宏观角度对各类不同舞种加以考察。
论述各种舞蹈体裁的源流演变、风格韵律，并对舞蹈创作方法、表演技巧、舞蹈语言特征进行精当论
述，深入挖掘舞蹈艺术作品的现代价值。
舞蹈艺术美的现代价值有表里之分，表层的舞蹈艺术现代价值体现在为众人所接受的各种舞蹈艺术表
现形式，如民族舞、中国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当代舞等等。
里层的舞蹈艺术现代价值则体现在深层内核方面，如舞蹈表现的观念文化等。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方针。
在这一背景之下，重新编著出版舞蹈艺术基础理论与作品分析的这本教材，有利于舞蹈美育，有利于
提高人们的舞蹈欣赏能力，陶冶情操、美化心灵，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更有利于人们对提升
文化软实力的认识与觉悟。
舞蹈艺术是蕴涵着创造和美学意义的表现体裁。
欣赏舞蹈艺术作品，既可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把握现代舞蹈艺术的表现方式和探索舞蹈艺术的
未来发展趋势，又可使我们感悟到舞蹈艺术的现代价值，激励我们的毅力和勇气，通过“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磨砺，达到传承文化，创造未来的目的。
本书共十章。
既然是舞蹈艺术基础理论与作品分析，就必须力求从舞蹈艺术本体理论来解析作品，运用当代国内外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民族民间典范性舞蹈例证来阐述舞蹈艺术基础理论，借此提高读者阅读本书的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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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舞蹈欣赏（第2版）》是在2003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写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
舞蹈欣赏》基础之上进行的修订再版。
侧重介绍、阐释舞蹈艺术欣赏中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贯穿着强烈的舞蹈本体意识和现代意识，表现出
独特的研究视角与舞蹈审美观。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多元文化侧面人手，对各舞种历史文化背景进行较为清晰的叙述。
作品分析精微细致，文字自然朴素，亲切流畅，便于广大舞蹈艺术工作者、学生和舞蹈爱好者了解与
掌握。
《舞蹈欣赏（第2版）》还选配了一些当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舞蹈图片，使读背能够直观感悟舞蹈形象
，并有助于扩大舞蹈知识面。
这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舞蹈欣赏教材，作品欣赏中贯穿着舞蹈艺术基础理论，可供舞蹈艺术研
究者、学生、爱好者阅读；也可作为舞蹈本科生必修课教材，适合普通高校舞蹈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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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南部，辽河纵贯南北流入渤海，境内由此自然分为辽东、辽西两部分
。
清代以沈阳为盛京，民国时期才改称辽宁省。
辽宁也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各民族长期共处，创造了辽宁省多民族舞蹈文化。
辽宁省汉族民间舞蹈发源极早，古代辽宁地区汉族歌舞百戏中就已有了“踏跷”的表演形式。
踏跷也即高跷，属秧歌类节目。
秧歌是辽宁流传最广泛的民间舞蹈，包括三类：高跷秧歌、地秧歌、寸跷秧歌。
高跷秧歌又分“锣鼓高跷”和“戏出高跷”。
锣鼓高跷的角色有：打棒、渔翁、樵夫、青蛇、白蛇、丑鼓、俊鼓、丑锣、俊锣、文扇、武扇、老座
子（或称傻妈妈）、傻柱子等。
演出时由扮演打棒的人以双棒动作指挥舞队，并变换各种复杂的队形，走大场，然后下对子，演员两
人一组根据扮演的角色和道具进行表演。
最后是小场，这是带有情节性和技巧性的表演形式，如棒舞、扑蝴蝶、摸鱼、樵夫舞等。
结束时演员做“搭象”造型，一种叠罗汉形式的造型。
戏出高跷有许多分支，代表性的有辽南高跷和辽西高跷。
辽南高跷表现的内容主要是男女情爱，具有开放性及热烈、火暴等特征。
辽西高跷是扮戏不演戏，主要以集体表演的大场为主。
暴风大雪的东北气候促成辽西高跷的表演具有大掮大舞的特色。
地秧歌是明、清时期从中原地区传人东北地区的汉族民间舞蹈。
最早的表演形式是“伞灯秧歌”。
后来人们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伞灯秧歌而分别称呼之老母会、老辈秧歌、谢杖子地秧歌、三台地
秧歌、灯花秧歌、抚顺地秧歌、八鞭八花秧歌等。
其中抚顺地秧歌和二介沟地秧歌源自河北，因此带有河北秧歌的特点。
寸秧歌是舞者脚踩5寸高的小跷做扭摆动作的汉族民间舞，目前已不多见了。
新中国成立前辽宁秧歌虽多与宗教、祭祀、迎神赛会紧密相连，但也包含着扬善惩恶等内容。
秧歌中的舞队走阵与古代征战的布阵密切相关。
辽西高跷的大掮大舞的风格体现出与大自然恶劣气候搏斗的无畏精神。
辽南高跷秧歌的火暴热烈的气氛和走大场、过街楼的表现方式充分体现了东北地区关东人豪放、质朴
、爽朗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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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稿的付梓，可以说是完成了一项本科生必修课程的教材编写工作。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仅仅了解舞蹈艺术作品的表层形象特征是不够的，只有让学生对舞蹈艺术
作品的深层内涵有着基本把握，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作晶的艺术价值及意义。
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在教学当中贯穿一些舞蹈艺术基础理论常识，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本教材与以往教学样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并由此构成
本教材的特色。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刘建、雷铮、郭蕾等同志的热情关怀与鼎力相助，在此深表衷心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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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蹈欣赏(第2版)》：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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