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舞蹈作品鉴赏

主讲：魏盛楠



• 舞蹈鉴赏是舞蹈观摩中的一种精神活动，是感受、理解舞蹈作品的思维过程，
故舞蹈鉴赏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和审美活动。

• 舞蹈实际上就是让这无声的言说——人类特殊的非文字语言有了一种形式美。

• 舞蹈胜过千言万语，舞蹈正是通过最为直观、最为直接、最具情感力量的人体
动作来达到传情的直接性和强烈性。



一、中国古典舞

• 具有历史意义和典范意义的传统舞蹈成为“中国古典舞”。

• 中国古典舞形成于新中国之初，是20世纪50年代时期，在传统的审美理念指导
下，以戏曲舞蹈为基础，借鉴芭蕾体系建构起来的舞蹈品种。

• 这一舞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初创期：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舞蹈工作者从戏曲身段中挖掘整理出大量的舞蹈
动作、步法和技巧，吸收芭蕾训练的科学方法，制定了中国古典舞蹈基础教材，
1954年在北京舞蹈学校正式开设“中国古典舞”课程。

• 如《飞天》、《春江花月夜》等

• 舞剧《宝莲灯》、《小刀会》、《鱼美人》等。



• 第二阶段为特殊发展期：

• 20世纪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近20年的时间，是古典舞特殊发展的阶段。

• 此间包含了文革十年的艺术断层。又在其后几年取得一些成绩。

• 如《蝶恋花》、《文成公主》、《奔月》等

• 这一阶段，古典舞通过吸收武术、杂技、体操等技巧，完善其技术训练。

• 如《丝路花雨》

• 中国古典舞是按照芭蕾的方式来规范戏曲舞蹈的结果，换言之，中国古典舞是
在戏曲舞蹈和芭蕾舞蹈的联姻中建立起来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古典舞从一开始
就隐伏这一种限制。



• “身韵”即身法韵律，其要指是以动作“元素”为本体，以韵律为核心，对戏曲舞蹈
“扬其神，变其形”，使动作从解说性、比拟性转向抽象性，使表演从戏剧性转
向纯舞蹈性，从而建立起一种独立的民族舞蹈的语言机制。



• 第三阶段为质变期：

• 中国古典舞蹈的质变期体现为前后两个阶段：

• 前一个阶段是“身韵”独领风骚，后一阶段是汉唐舞加盟。

• 目前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并存，形成了古典舞的大观世界。概括有三
种学派、四种类型。

• 第一种学派是身韵派。

• 身韵派突出其元素原则下的动律、韵律、规律，强调“形、神、劲、律”。这一
派又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身韵”为中心形成的语言风格和美学特征的舞蹈
类型；一种是在遵守“身韵”原则下的广采博取。被成为“新舞风”

• 如《风吟》、《那场雪》



• 第二种学派是敦煌派。敦煌派强调“S”型和“三道弯”的体态造型，配合四肢见棱
见角的线条，其审美趣味与“身韵”相异，散发着异国风韵和宗教色彩，具有中
国古代尤其是唐代“龟兹舞”的特点。

• 第三种学派是汉唐派。汉唐派舞蹈从风格形态上与身韵派区别很大，它以汉唐
为主的出土文物和墓室壁画等舞蹈形象为形态依据，追求斜塔式重心，多在失
重的瞬间变换舞姿。

• 如《长城》



一、欣赏中国古典舞作品

• 1、女子群舞《荷花舞》

• 编导：戴爱莲

• 首演时间：1953年

• 首演团体：中央歌舞团

• 作品简介：

《荷花舞》是中国民族舞蹈的伟大先驱戴爱莲先生于1953年为准备参加世界青年
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而创作的舞蹈剧目。

舞蹈的素材来自刘闯语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

欣赏：舞蹈《荷花舞》片段



• 2、女子双人舞：《飞天》

• 编导：戴爱莲

• 首演时间：1954年

• 首演演员：徐杰等

• 作品简介：

• 舞蹈《飞天》是我国第一部以飞天为题材创作的舞蹈作品。飞天是佛教造型艺
术中的形象，被称为“香音神”、“音乐之神”。

• 戴爱莲先生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巾袖舞，使用了长长的绸带来表现飞天漫天舞动
时周身飘挂的丝带。

• 欣赏：舞蹈《飞天》



• 3、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

• 编导：栗成廉

• 首演时间：1957年

• 首演演员：陈爱莲

• 作品简介：

• 舞蹈《春江花月夜》是根据同名乐曲创编的，表现了一位古代少女在清幽的月
色中，手执羽扇，漫步江边花丛，即景生情，将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
美好期待以翩翩舞姿来表达的动人情景。

• 此曲音乐原来是一首琵琶独奏名曲，又名《夕阳箫鼓》。

• 欣赏：舞蹈《春江花月夜》



• 4、女子三人舞：《金山战鼓》

• 编导：庞志阳等人

• 首演时间：1980年

• 首演演员：王霞 柳倩 王燕

• 作品简介：

• 三人舞《金山战鼓》是以巾帼英雄梁红玉抗金的历史事实为题材，表现了梁红
玉勇战沙场、坚强不屈的英烈气概，塑造了梁红玉和她的两个孩子的英勇形象。

• 该舞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合理想象，表现了梁红玉英勇无畏、镇静从容地带
领部署共抗金军的感人场面。

• 欣赏：舞蹈《金山战鼓》



• 5、女子独舞：《木兰归》

• 编导：陈维亚 丁洁

• 首演时间：1987年

• 首演演员：丁洁

• 作品简介：

• 舞蹈《木兰归》是根据《木兰辞》这首家喻户晓的古代叙事诗为文本，以豫剧
唱段为背景音乐，表现巾帼英雄花木兰建立战功后荣归故里的古典舞女子独舞
作品。

• 欣赏：舞蹈《木兰归》



• 6、男子独舞：《醉鼓》

• 编导：邓林

• 首演时间：1994年

• 首演演员：黄豆豆

• 作品简介：

• 舞蹈《醉鼓》表现了一个醉酒的鼓舞艺人对鼓的浓烈情感和鼓舞人生的痴情酣
态，醉态中的舞动流露出他从鼓舞中获得的生命体验。

• 欣赏：舞蹈《醉鼓》



• 7、男子四人舞：《秦王点兵》

• 编导：陈维亚

• 首演时间：1995年

• 首演演员：北京舞蹈学院 李驰 金明 白涛 周雷

• 作品简介：

• 舞蹈《秦王点兵》以陕西西安秦兵马俑的形象为创作题材，以雄浑有力的舞蹈
语汇表现了一个虚拟的秦王阅兵的宏伟场景。舞蹈只使用了四个舞者，却营造
出了千军万马之势，气势非凡，雅俗共赏。

• 欣赏：舞蹈《秦王点兵》



• 8、女子群舞：《踏歌》

• 编导：孙颖

• 首演时间：1998年

• 首演演员：北京舞蹈学院 古典舞系学生

• 作品简介：

• 舞蹈《踏歌》，连臂踏歌为我国古代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歌舞形式，从我国出土
的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饰彩陶盆中，就已课件三组舞人手臂相牵群起舞蹈的形
象。联袂踏歌这一古代民间自娱性舞蹈创作的《踏歌》，选取魏晋以及南朝的
文化风韵，融合江淮流域的地域特色，同时参考汉画像砖等出土文物中的舞蹈
形象资料，描绘出一幅古时青年女子在明媚的春色中结伴踏青、边歌边舞的如
卷美景。

• 欣赏：舞蹈《踏歌》



• 9、男子独舞：《秋海棠》

• 编导：张云峰

• 首演时间：2000年

• 首演演员：武巍峰

• 作品简介：

• 舞蹈《秋海棠》是根据秦瘦欧同名小说中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为文本创编而成。
秋海棠的人物原型是一位京剧名旦，生活背景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
他因爱情而被军阀破相，一生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命运无情地捉弄他，
最后悲惨死去。

• 编导根据这一人物悲剧，提取了“破相”这一关键情节，以高度抽象的艺术手法，
抛弃了故事情节，留取了人物内心的凄惨悲痛，以舞蹈形式表现出来。

• 欣赏：舞蹈《秋海棠》



• 11、女子群舞：《桃夭》

• 编导：韩瑾

• 首演时间：2006年

• 首演团体：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

• 作品简介：

• 舞蹈《桃夭》是用艺术的手法对一群少女蓬勃旺盛又美艳多娇的生命发出直接
赞咏，更暗含了一种年轻生命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期待。

• 欣赏：舞蹈《桃夭》



二、舞剧作品鉴赏

• 1、民族舞剧：《小刀会》

• 编导：张拓 白水 舒巧 李群 仲林

• 首演时间：1959年

• 首演团体：上海实验歌剧院

• 作品简介：

• 舞剧《小刀会》是根据清代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真实历史编创的。小刀会是响应
太平天国的众多起义军中较有影响力的一支。舞剧共分为7场。

• 欣赏：舞剧《小刀会》



2、舞剧作品鉴赏

• 2、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 编导：刘少雄 张强 朱江 许琪 晏建中

• 首演时间：1979年

• 首演团体：甘肃省歌舞团

• 作品简介：

• 舞剧编导们跟随敦煌学者从积累了2400多身彩塑、拥有4.5万平方米的莫高窟
里，潜心研究和提炼了大量舞姿造型，并参照由此描摹的1000多幅身姿素描，
找到了敦煌舞姿S形身体曲线的姿态规律。从而编创了我国第一部以敦煌艺术
为题材的舞剧《丝路花雨》。

• 《丝路花雨》的成功上演标志着一套独具特色的敦煌审美风格的舞种诞生，即
“敦煌舞”。此作品即为“敦煌舞”的开山之作，被人赞誉为“复活的飞天”。

• 欣赏：舞剧《丝路花雨》



二、中国民间舞

• 中国民族民间舞：

• 一个民族或地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由劳动群众直接创作，
又在群众中进行传承，而且仍在流传的舞蹈形式。它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
点，既表现了一定的历史时期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背景，又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
而注入新的养分。



• 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特点：

• 首先中国民族民间舞多以载歌载舞为主要形式

• 其次中国民族民间舞大多使用道具

• 第三中国民族舞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

• 根据地域区分

• 根据生产、生活区分

• 根据音乐节奏区分



• 欣赏民族民间舞应把握以下几个风格特征：

• 1、表演形式

• 2、律动特点

• 3、体态特征



民族民间舞蹈欣赏

• 1、群舞：《鄂尔多斯舞》

• 编导：贾作光

• 首演时间：1954年

• 首演演员：贾作光等人

• 作品简介：

• 舞剧《鄂尔多斯舞》是著名舞蹈艺术家贾作光于1953年创作的，以地域命名的
蒙古族舞蹈。他以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深厚的生活积淀，生动地将蒙古族人民
翻身解放后的自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以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

• 该舞蹈以音乐结构为基本构架，有AB两个部分。

• 欣赏：舞蹈《鄂尔多斯舞》



• 2、女子独舞：《雀之灵》

• 编导：杨丽萍

• 首演时间：1986年

• 首演演员：杨丽萍

• 作品简介：

• 杨丽萍的《雀之灵》，已经迥异于传统孔雀舞了，她从体态上延续了“三道弯”
但又不拘泥于“一边顺”的动态特征，她以个人对孔雀的理解重新诠释了孔雀的
动态，将柔美的“三道弯”体态下的动律更加细化和自由化，延伸到身体的神经
末梢，包括每个手指尖。

• 欣赏：舞蹈《雀之灵》



• 3、独舞（带群舞）：《一个扭秧歌的人》

• 编导：张继刚

• 首演时间：1991年

• 首演演员：于晓雪

• 作品简介：

• 舞蹈《一个扭秧歌的人》以汉族秧歌的舞蹈语汇，塑造了一位视秧歌为生命的
老艺人形象。该作品以独舞辅以群舞的独特方式，表现了这位民间老艺人对秧
歌艺术穷其一生的追求和朴实无华而又铿锵热烈的生命情调。

• 欣赏：舞蹈《一个扭秧歌的人》



• 4、群舞：《黄土黄》

• 编导：张继刚

• 首演时间：1991年

• 首演团体：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

• 作品简介：

• 舞蹈《黄土黄》是张继刚“黄土情结”系列作品中尤为经典的一部，舞蹈借助群
舞的表现形式，以晋南万荣花鼓中的高鼓动作为其基本元素，表现了黄土地上
生活的子民世世代代的生命和生存状态，也就是编导所说的“有一把黄土就饿不
死人”的顽强的生命意识。

• 欣赏：舞蹈《黄土黄》



• 5、双人舞：《两棵树》

• 编导：杨丽萍

• 首演时间：1992年

• 首演演员：杨丽萍 陆亚

• 作品简介：

• 双人舞《两棵树》以傣族的舞蹈语汇，借助两棵树互相缠绕生长的状态，表达
了一对青年男女至诚热烈的爱情，体现了编导对爱情的理解和独到的诠释，以
及她对大自然的深深眷恋和热爱。

• “连理枝”是树木生长状态中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现象，通常是两棵距离很近的
树，在天长日久的生长过程中枝干慢慢相连为一体，它们从外形上看是两棵树，
实际上生命内的血脉是彼此想通的。

• 欣赏：舞蹈《两棵树》



• 6、三人舞：《牛背摇篮》

• 编导：苏自红 等

• 首演时间：1997年

• 首演演员：万马尖措 崔涛 隋俊波

• 作品简介：

• 牦牛是青藏高原具有地域特色的畜类，在长久的历史岁月中，它一度成为藏族
人民的生存依靠，因而生活中藏族人民对牦牛有着深厚的情感，舞蹈《牛背摇
篮》正是基于藏族人民与牦牛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塑造了一个藏族小姑娘
和两位男舞者扮演的牦牛一起生活、嬉戏的生动形象，展现了人与自然、与动
物自如相处的和谐关系。

• 欣赏：舞蹈《牛背摇篮》



• 7、中老年群舞：《俏夕阳》

• 编导：范锦才

• 首演时间：1999年

• 首演团体：唐山市俏夕阳舞蹈队

• 作品简介：

• 中老年群舞《俏夕阳》是一个富有地方民俗文化色彩的，风格鲜明的创作舞蹈，
它以唐山传统皮影戏中的皮偶动态为动作素材，以诙谐欢快的基调，表现了一
群年过半百的中老年妇女自娱自乐、愉悦达观的夕阳美景。

• 欣赏：群舞：《俏夕阳》



• 8、群舞：《阿嫫惹牛》

• 编导：马琳

• 首演时间：2000年

• 首演团体：四川舞蹈学校

• 作品简介：

• 《阿嫫惹牛》是一个以母子为主题的彝族舞蹈。“阿嫫惹牛”意为妈妈的儿子。
舞蹈在塑造儿子天真、活跃、顽皮的形象时，赞颂了母爱的伟大和宽厚。

• 《阿嫫惹牛》中的“母亲”的形象是由18位女子的群舞来塑造的，编导以18人的
母亲阵容来强调母爱的深沉、宽厚、广博。

• 欣赏：群舞：《阿嫫惹牛》



• 9、女子独舞：《孔雀飞来》

• 编导：田露

• 首演时间：2000年

• 首演演员：徐萌

• 作品简介：

• 《孔雀飞来》以传统孔雀舞的基本姿态和基本动律为基础，作了多层次的身体
空间的探索和灵活的节奏变化，使傣族孔雀拥有了丰富多变的舞姿动态，展示
出灵动轻快的审美风格，既对传统傣族舞蹈文化作了相应的传承，又紧随着时
代的审美趣味发展了新的内容，使孔雀舞蕴生出一种新鲜质感的艺术生命力。

• 欣赏：舞蹈《孔雀飞来》



• 10、男子双人舞：《出走》

• 编导：万马尖措

• 首演时间：2001年

• 首演演员：刘福洋 万马尖措

• 作品简介：

• 《出走》以男子双人舞的形式，表现了一对兄弟离家时内心激烈的情感倾诉，
是一个以现代的手法演绎的全新视觉的蒙古族舞蹈。相信每一个离乡之人都曾
经历和体验过浓浓的恋乡之情。特别是当热血男儿离家别乡之时，心中纵使有
再多的不忍和留恋，也只能隐去泪水。

• 欣赏：舞蹈《出走》



• 11、女子三人舞：《邵多丽》

• 编导：赵梁

• 首演时间：2005年

• 首演演员：王锦 崔美英 刘晓智

• 作品简介：

• 《邵多丽》，傣语意为漂亮美丽的姑娘。舞蹈《邵多丽》表现了三个美丽俊俏
的傣族姑娘顶着斗笠、担着竹担、追逐着鲜花的芬芳，尽情嬉戏、玩耍的美好
情景。以舞蹈的本身节奏对比结构舞蹈，总体分为三个部分。

• 欣赏：舞蹈《邵多丽》



• 12、男子群舞：《狼图腾》
• 编导：黄云松等
• 首演时间：2006年
• 首演团体：北京舞蹈学院

• 作品简介：

• 《狼图腾》苍凉的草原，冷风阵阵，一声幽咽的长啸划破的寂静，狼群矫健的
身影出现在茫茫暮色中，它们压低身躯，缓慢而机警的迈着步子，审视着寂寥
的原野，寻找捕食的目标，然而猎杀的枪口早已暗中瞄准了它们。枪声响起，
一狼受伤——经过头狼和同伴们不懈的扶持帮助，伤狼终于鼓起了重新生活的
勇气，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 舞蹈《狼图腾》为我们带来了一曲有关狼的生命的凯歌，表达了年轻的编导和
舞者们对生命、对人生的真挚思考，更以艺术的形式呼吁了维护生态平衡，禁
止肆意猎杀狼群的环保生态意识。

• 舞蹈采用了传统的ABA三段式。
• 欣赏：舞蹈《狼图腾》



• 12、男子群舞：《狼图腾》
• 编导：黄云松等
• 首演时间：2006年
• 首演团体：北京舞蹈学院

• 作品简介：

• 《狼图腾》苍凉的草原，冷风阵阵，一声幽咽的长啸划破的寂静，狼群矫健的
身影出现在茫茫暮色中，它们压低身躯，缓慢而机警的迈着步子，审视着寂寥
的原野，寻找捕食的目标，然而猎杀的枪口早已暗中瞄准了它们。枪声响起，
一狼受伤——经过头狼和同伴们不懈的扶持帮助，伤狼终于鼓起了重新生活的
勇气，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 舞蹈《狼图腾》为我们带来了一曲有关狼的生命的凯歌，表达了年轻的编导和
舞者们对生命、对人生的真挚思考，更以艺术的形式呼吁了维护生态平衡，禁
止肆意猎杀狼群的环保生态意识。

• 舞蹈采用了传统的ABA三段式。
• 欣赏：舞蹈《狼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