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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万紫千红的民族民间歌舞真是数以万计。
作为学校培养舞蹈专业人才的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无法包罗万象，只能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对学生
的协调性、灵活性、表现力有训练价值的少数几种民间舞蹈为素材进行采风学习，加工整理。
从上世纪50年代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我们第一批从事民间舞教学的这代人，在前辈的带领下就这样摸
索着走过来。
先是学习整理汉族的东北秧歌、安徽花鼓灯，继而是云南花灯、山东秧歌作为民间舞教材。
与此同时，上海红旗歌舞团、上海歌剧院的舞蹈工作者深人生活，学习苏南地区的民间舞，运用“渔
篮花鼓”、“男欢女喜”、“花香鼓舞”、“盾牌”等素材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小节目，在被评选
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经典舞剧之一的《小刀会》中也多次运用了这些民间舞素材。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上海市舞蹈学校成立，中国民间舞教材除了选用北京舞蹈学校的一套外，同时用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即利用寒假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把当地有代表性的著名民间艺人请到
学校，学习苏南地区民间舞。
由于舞校刚开办，当时只有一个年级，师资又少，直到70年代末，苏南地区民间舞才进入课堂，但还
未形成完整的教材。
事实上，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尽管当时我因参加文化部教育司组织的，为筹建北京舞蹈学院
民间舞专业的汉族舞教材编写组工作，应邀为第一届民间舞大学生授课，但我们始终坚持在农闲、寒
假时深人生活，向民间舞艺人学习，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人来校给教师进修时授课。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认认真真地讨论研究，把几十年来直接或间接从民间学来的苏南民间舞素材整理
成文，这也就形成了今天在学校的民间舞教学大纲上虽然编有苏南民间舞教材，却因老教员的逐个退
休而徒具虚名。
感谢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启动的“霞光工程项目”，使我有机会把众多汉族舞教材中的苏南地区民间舞
（女子部分）及安徽花鼓灯的兰花部分整理成文；感谢圭鑫老师为本书撰写了“安徽花鼓灯主要锣鼓
点及其演奏要领”，还要感谢上海歌舞团王秋萍老师在百忙中抽空为本书画了百十来幅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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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皖风格民间舞教材与教法》充分结合舞蹈教学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融知识性、训练性和
实用性于一体，强调了舞蹈训练的规范、系统和科学性，介绍了苏南民间舞和安徽花鼓灯的步法、手
法、体态、动律、短句、组合等内容。
　　教材图文并茂，学术性尤为突出，也有可操作性，对于从事舞蹈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和实际承担
课程教学的一线教师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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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育家，原上海市舞蹈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
1935年出生于上海。
195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留校教研组后随中央民族歌舞团赴西南采风，学习
苗族民间舞。
1953年又随教研组去东北学习二人转、东北秧歌。
1954年参加文化部教员训练班专攻中国民间舞。
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时任该校第一批中国民间舞教师。
1960年调入上海市舞蹈学校。
数十年来在安徽花鼓灯教学上颇有建树，在苏南风格的民间舞教学上更是独树一帜。
1979年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中国民间舞教材”编写小组应聘为副主编，负责撰写花鼓灯、东北秧歌、
海阳秧歌等篇章。
八十年代初期两次应聘为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届民间舞教育系的学生教授花鼓灯。
1986年编写出版《儿童民族舞蹈组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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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编者的话前言一、苏南民间舞(女子部分)第一节 步法一、三角步二、上步撤三、麻雀步四、蹭移步
五、辗移步六、并跳步第二节 手的动作一、双推手二、拗篮三、提放篮四、上扬手五、搭肩手六、腰
前手七、拉推手八、上下翻手九、推他第三节 韵律一、横∞字韵二、前后8字韵第四节 短句一、石下
沉二、秧歌灯第五节 组合一、韵律练习二、麻雀步练习三、三角步与短句练习四、辗移步与蹭移步五
、拗篮与横∞字韵及石下沉的练习六、江南好二、安徽花鼓灯(兰花部分)第一节 基本脚位一、正步位
二、踏步位三、前点地位四、交叉正步位第二节 体态第三节 扇子的拿法一、右手拿二、双手拿第四
节 扇花一、风摆柳二、∞字舀扇三、翻甩扇四、飘扇五、横摆扇六、缠头花七、蝴蝶绕花第五节 舞
姿一、右手拿扇二、双手拿扇第六节 动律一、∞字划圆动律二、上下压动律第七节 步法一、起步二
、基本步法第八节 连接动作一、三点头二、闪身第九节 转一、原地转身二、行进的转第十节 拐弯一
、自然弯二、单拐弯三、双拐弯第十一节 短句一、二姐梳头二、横摆扇、∞字舀扇三、横扳扇、撤步
转身四、贴舀抖扇五、青蛙跳六、欢呼七、交叉点提起步与梗步八、三回头九、燕驶风十、斜塔第十
二节 组合一、扇花练习二、步法练习三、小兰花组合四、燕驶风组合五、跑场组合六、车水步组合七
、大兰花组合附录：安徽花鼓灯主要锣鼓点及其演奏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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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单拐弯通常是八拍完成一次。
它由三部分组成：起步（2拍）、走圆（4拍）、亮相（2拍）。
其中起步与亮相是有变化的，起步有三种做法，而亮相可以是多种舞姿。
而走圆（拐弯）即按顺时针快步走圆由大圈到小圈犹如漩涡，这是不变的，也是核心部分，是训练“
跑得起、刹得住”的主干动作。
需要花一定的时间练习。
（一）起步。
有三种做法，“出脚撩巾”、“小跳撩看”、“腰中盘带”。
无论哪种起步，准备动作都是“风摆柳风柳步”。
第一种做法（出脚撩巾）。
第1拍：左脚向8点上步为重心，左手掌心向上向8点上方撩出，右手虎口拿扇微张于身侧下，身向1点
，头、眼向8点。
第2拍：右脚前点地于左脚前，左脚重心，左手自8点上方落于身侧下，右手掌心向上以左扇尖带动向8
点上方做翻扇成掌心向1点置于头右上方。
身向1点并向右倾，头、眼向8点。
第二种做法（小跳撩看）。
第1拍：右脚向右小跳落地，屈膝成重心，左膝屈，小腿向左稍抬起，右手虎口拿扇微张于身侧下，
左手执巾掌心向外在脸前自右向左撩开，身向2点，稍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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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皖风格民间舞教材与教法》：上海市舞蹈学校建校50周年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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