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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民间舞作品赏析》系统评论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舞蹈艺术家创作的中国民族民
间舞与中国古典舞的代表作品。

　　舞蹈是人类最早创造的无声的符号语言系统，在人之初的各种生活中，行使着传达、叙事、表意
以及自我表现的种种功能，以求与自然界沟通，与神灵沟通，与他人沟通。
人以自我为中心，表达他在自然界发现的意义，表现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表现他作为一个“人”。
对自然界的超越。
人类文明建立以来，舞蹈就成为人以鲜明的意志主导，以特殊的形式训练身体，塑造理想化的身体艺
术。
因此，在舞蹈家的身体中，蕴含着每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阶级、不
同个体人的政治观、文化观、道德观与世界观。
人的身体是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在人类的交流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通过身体及其动作，人们传递出生命个体的种种情态。
通过身体，人们判断对方的年龄、身份、性别；理解对方的思想、情感、欲望、状态。
通过身体，人们解读社会的政治、文化、习俗、道德以及时代的风尚。

　　人类是一个群居的动物社会，人在这个世界的一切成就，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与他人交往，并围绕
着为他人服务的业绩中。
因此，理解人，理解是生命成为人在这个世界达到与宇宙和谐的重要基础。
然而，现代文明夸大精神的作用，鄙视人的肉体生命，导致人类漠视身体，从而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陌
生。
因为，人们将肉体视为享乐的工具，因而他们醉心与某些舞蹈艺术表面的、肉体的华美，从而忽视了
舞蹈作为人类历史、生命的真正的晴雨表的“体现”功能，从而看不见舞蹈艺术中闪现出的光芒万丈
的人文精神光辉。

　　为此，本书以系统与较大的规模，想读者介绍古今中外著名的或有代表性的舞蹈作品或类型。
在引导读者欣赏舞蹈艺术作品之时，使读者了解舞蹈家的身体言说的方式；了解舞蹈家用身体语言发
展起来的历史；了解在舞蹈艺术作品以及舞蹈家的身体中所揭示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以及不同审美理想所造就的身体和生命形态。
进而，关注并熟悉自己的身体，理解并关怀他人的是身体，为和谐健康的心灵培养一个和谐健康的肉
体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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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安林，女，1962年3月出生于江苏扬州。
现为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
1977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专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1982年毕业留校工作。
1989年中文大专毕业，1988年北京舞蹈学院史论系本科毕业，毕业后第二次留校工作。
工作期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了研究生课程的系统学习，并先后开设了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
民间舞、中国舞蹈史、中国舞考级等课程，对上述领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在全国性杂志公开发表了《民间舞蹈的动律和风格》、《藏缅语族丧葬舞蹈达观的生命态度》、《探
索办学模式
拓展远程教育》、《藏缅语族圈舞文化初探》、《舞蹈远程的潜力》等学术论文，参加了《西方现代
舞蹈词典》的撰写，独立完成了北京舞蹈学院的立项课题《藏缅语族舞蹈文化现象研究》。
主编了北京舞蹈学院立项教材《中外舞蹈作品赏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卷》、《中外舞蹈作品赏析
——成人舞蹈教育卷》。
历任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教研室主任、中国舞考级教师考试官、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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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舞蹈编导：贾作光 舞蹈首演：1960年北京 首演演员：莫德格玛 荣获奖项：1962年
荣获第八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舞蹈比赛金质奖。
 这一现代民族民间独舞作品的创意来自于蒙古族民俗舞蹈，这一舞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广为流传
，以酒盅和碗为道具而得名。
此舞的产生与元代“倒喇”的顶灯而舞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表演者头顶碗，手持盅，在众人唱歌和敲击碗盘的伴奏下即兴起舞。
此舞初始由男子在宴席间表演，后来逐渐演变成女子为了助兴而表演的舞蹈。
此舞由于受表演空间的限制，舞者多在原地坐、蹲、跪、立而舞。
手臂肩的动作比较丰富，揉肩、揉臂、耸肩、碎抖肩、提腕、压腕、绕腕等交替使用，舞姿舒展悠长
，更有技艺高超者加入下腰和旋转技巧。
舞蹈家贾作光20世纪50年代长期深入民间，在向当地蒙古族同胞学习的过程中独具慧眼，将这种自娱
性的民间舞蹈进行整理加工，展现于舞台，使其艺术性和观赏性得到了很大提高和发展。
《盅碗舞》表现的是：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一位身着传统民族长服的蒙古族牧女头顶叠碗，双手捏盅
，英姿娇娆地翩翩起舞，通过优美的舞姿表达了蒙古族人民新生活中的喜悦和欢乐，对美好明天的向
往和憧憬。
 舞蹈由慢板和快板两部分组成。
舞蹈一开始以蹲弓步横拖伴之揉臂和揉肩，继而拧身回望，在“拧”中体现了蒙古族舞蹈特有的韵味
。
慢板使用很多的揉肩动作，舞姿舒缓悠长，富有雕塑感，仿佛可以感觉到草原的辽阔和牧民胸襟的宽
广。
酒盅在与揉肩和揉臂的配合中发出时断时续的敲击声，犹如马奶酒的香味在美丽的草原上飘荡。
快板用圆场配以碎抖肩和耸肩，使舞蹈的情绪变得欢快热烈，牧民内心的喜悦化作舞蹈形象拨动着观
众的心弦。
酒盅在与快速的提压腕动作配合下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更增添了舞蹈的欢快气氛。
特别是迅捷、平稳的“圆场”，像一朵朵浮过苍穹的白云，将观众带入骏马奔驰，天高地远的草原空
间。
舞蹈的最后舞者以高难度的顶碗平转和顶碗下板腰把舞蹈推向高潮。
 编导在整理和改编过程中注意到原生态舞蹈脚下动作单一和缺少变化这一缺点，加入圆场步、拖步等
步伐，既丰富了脚步动作又加强了舞蹈的流动性。
在舞蹈姿态上编导从民族性格人手，给以完美的艺术加工，使得蒙古族妇女端庄、大方的形象深深地
留在观众的记忆中。
在动作编排上，把高难度技巧和舞蹈语言巧妙融合，解决了技艺和舞蹈的矛盾，使技艺不夺舞蹈，反
而加强舞蹈观赏性。
这种分寸的把握是编导和演员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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