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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民族民间舞在民间，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新中国，中国民族民间舞经过数十年的传承发展，
特别是职业化舞蹈教育的蓬勃展开和民间舞作品创作的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一条原生形态——教学
形态——作品形态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继承、发展的脉络和态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从原生
形态到教学形态的承接脉络中，对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形态的教材收集、整理、提炼、加工，进入教
学这一环节就显得颇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它关系到建构起舞蹈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即首先要建构教材体系。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系列教材的建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的。目前，中
国民族民间舞教材的来源渠道和人员组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院校里职业的中国民族民间
舞教师（编导等）亲自下民间，向民间舞艺人学习后传人；二是由长期在当地工作的职业或非职业的
艺术家向民间舞艺人学习（文联、歌舞团、群艺馆、文化馆、群众舞蹈工作者及艺人身边的亲属或徒
弟等）传人；三是民族民间舞艺人直接传人。这三者既是三个层面各自独立的个体存在，又是互为作
用、密不可分的民族民间舞蹈的整体。但是，无论如何从原生形态到教学形态、从起点到终点，他们
都有各自的人员、视角、渠道，按各自的方式整理并传入学校的教学，最终为教育服务。艺术教育能
够最大范围和最有效地传播艺术的精髓，但是这精髓并不是原生形态民间舞蹈本身，而应该是立足于
原生形态、符合艺术和教育规律的深度再认识的成果。高等教育中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的教材就应
该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进行构建！因此它应呈现金字塔式的形态。左图中，最下面的底座是广泛的
中国原生形态民族民间舞蹈和艺人，它的面积之巨大、色彩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厚是无可
比拟的，这是我们事业最为扎实的基础。中间层是长期在当地工作的职业或非职业的民族民间舞蹈艺
术家，他们在步人这个行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这份事业。他们在自己的舞蹈
生涯中（因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断地深入田野民间，与艺人、百姓同吃同住，零距离地密切接触，一
招一式地学习、分析、整理、提纯和浓缩了民间舞蹈的精华，使这些舞蹈的韵律能够原汁原味地得到
保留，并在自己身上绽放出最为光辉而亮丽的舞蹈精髓。这些不同风格特征的民间舞最真切的采集和
表演者，对生活不仅有感性的认识，还有理性的对民间舞艺人风格、流派的准确区分与把握，以及对
教学和编创的独到理解。因此，他们教授的内容不仅是某民族民间舞的风格体态、动势、韵律、步伐
等，更重要的是教授动作的来源、区分、民俗、宗教及其文化思想。这中间层面上的承上启下环节，
是我们事业推进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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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系列教材(套装共8册)》内容主要包括：《东北女班秧歌》、《东北男班秧歌》
、《蒙古族男班舞蹈》、《山东胶州秧歌》、《傣族舞蹈》、《山东海阳秧歌》、《蒙古族女班舞蹈
》和《维吾尔族舞蹈》。
《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系列教材(套装共8册)》是北京市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平台立项项目；是北京
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传习课规定教材。该教材既是东北秧歌艺术家战肃容数十年在当地进行
田野调查，从而整理、加提炼出东北秧歌的教材成果，又是她在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授课
实践的科研成果教材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个人对关东文化精髓和东北秧歌风格的独特理解和认识，因此
它既是个性的，又是大众的教材内容由浅入深，材料丰富翔实.动作描述准确，图文并茂它既具有东北
秧歌动作词典的功能，又为教师授课提供了选择和重组动作的基础
《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系列教材(套装共8册)》主要适用于高等院校舞蹈专业，也可供舞蹈爱好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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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丽(1936-)，女，汉族。1949年7月参加山东省青年文工团，从事舞蹈工作。1968年到北京舞蹈学院进
修。1960－1980年任济南市歌舞团舞蹈队队长、副团长兼舞蹈编导等职。1980年到济南市文联任协会
工作部主任。第四、五届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曾任山东省第五届文联委员
、山东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舞蹈家协会主席。现为山东省舞蹈家协会顾问、济南市舞蹈家协
会名誉主席。北京舞蹈学院客座教授。从50年代起就开始了山东民间舞蹈的搜集研究工作个人及与他
人合作编创的主要舞蹈作品有：《巧姑娘》、《唱灯》、《夸地瓜》、《看庄稼》、《簸粮忙》等，
编写出版了《济南民间舞蹈集》、《灯彩与秧歌》、《梆鼓秧歌》等著作。担任《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集成·山东卷》特邀编辑、《齐鲁特色文化丛书·舞蹈卷》主编1997年11月获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
项目文艺集成志编撰成果二等奖。海力且姆·斯迪克(1946-)，女，维吾尔旅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特殊
津贴获得者。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全国第六届、第七届文代会代表全国维吾尔历史文化艺术研究会理
事。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全国舞蹈家少数民族协会常务理事新疆“五·一”劳动模范。乌鲁木齐市第
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新疆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舞蹈学院客座教授，中央文化干部管
理学院名誉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曾在新疆及云南举办个人专场舞蹈晚会，获得社会各界广泛
好评。曾荣获新疆第一次民族文艺比赛银奖；新疆文化调演最高优秀表演奖：全图文艺调演维吾尔族
舞蹈二等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舞蹈比赛表演一等奖编创作品如独舞《美丽的姑娘》1991年获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南疆文艺比赛创作一等奖；《美丽的迪丽拜尔》1995年获全国第三届舞蹈比赛优秀创作奖
；《桑巴尔》1997年获全国少数民族第二届孔雀杯舞蹈比赛创作三等奖，《恋草原》获优秀创作奖，
《新疆姑娘》2000年获第六届桃李杯舞蹈比赛特别奖；《天山彩霞》2001年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艺汇演开幕式晚会银奖：《顶碗舞》1997年获全国少数民族第二届孔雀杯舞蹈比赛创作二等奖1998
年获首届中国“荷花杯”舞蹈大赛创作金奖2008年担任中国新疆国际舞蹈艺术节评委曾出访法国、阿
尔及利亚、卢森堡、比利时、捷克觏洛伐克、马来西亚、朝鲜等国家与地区，受到社会各界离度评价
。1980年参加由香港拍摄的大型艺术片《美丽的新疆》；1981年参加拍摄维吾尔族古典名著《艾力甫
与赛乃姆》、《不当演员的姑娘》等影片；1991年、1993年分别在《伊犁麦两来甫》、《美丽的吐鲁
番》等影片中，担任舞蹈艺术编导，获得全国电视入奖赛“骏马奖”。曾多次荣获新疆歌舞团先进工
作者、优秀分子，为和口、阿克苏、库车、伊犁、吐鲁番等地区进行艺术指导等工作从1994年至今，
多次应邀请赴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学院授课；曾为提高边疆少数民旗舞蹈专业人
员的专业水甲，提议创办，两年舞蹈专业大专班和一个舞蹈专业中专班，培养了维吾尔旅、哈萨克族
、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旅等民族的舞蹈专业人才77名；提议与北京盛基艺术学校合办的中专
班于2002年毕业。马文静《1944一》，女，回族。国家一级编导。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云南省
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昆明市舞蹈家协会主席。曾获得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
号。2007年获云南省文艺成就奖。北京舞蹈学院客座教授。自幼生活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师从
毛相等傣族民间舞蹈艺术大师。13岁进入德宏州歌舞团，1972年调入昆明市民族歌舞团。创作了大批
有影响的作品，其中18个节目获得国家级奖项，如《牛角舞》获第八届“文华奖”；《蜻蜒》获全国
首届“少数民族舞蹈比赛”编导一等奖；《洗麻歌》获全国第十届“群星奖”金奖；《圣洁的祝福》
获首届“全国回族舞蹈比赛”编导一等奖；《版纳三色》获第二盾“全国舞蹈比赛”编导二等奖；《
姑娘的披毡》获第三届“全国舞蹈比赛”编导二等奖；《布朗花》获“全国少数民族舞蹈比赛”编导
二等奖等，曾编排的《放飞》、《斑色花》、《嘎巴丽》、《雨林中》、《燃烧的火》等作品参加“
桃李杯”舞蹈大赛。并担任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大连服装节”、“昆明中国国际旅游节”等大
型文艺晚会的总编导、舞蹈总监。参加编导的大型婚恋歌舞《爱的足迹》，作为重点节目参加在昆明
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还曾担任过获国家级大奖的音乐剧《小小聂耳》、京剧《凤氏
彝兰》的舞蹈设计。1980年参与编写《傣族舞蹈》一书，出版后在云南省文艺学校试教。双2005年起
先后应邀在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以及由中国舞蹈家协会
主办的高级舞蹈教师培训班任教，主要教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传习课(傣族舞蹈)、西部少数民族舞蹈
经典教材课及排练等课程。曾担任“荷花奖”评委，并在中国首届“舞蹈节”主持云南舞蹈工作教学
坊教学。曾分别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云南省舞蹈家协会赴澳大利亚、日本讲学访问。曾作为总编导
带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赴台湾演出，担任总编导的云南原生态歌舞晚会《走八大山的传说》曾赴香港
演出。在美国洛杉矶举办题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舞蹈源流的呈现”的讲座，并为洛杉矾“华裔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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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会”的晚会《七彩云南》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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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傣族舞蹈维吾尔族舞蹈蒙古族舞蹈 男班蒙古族舞蹈 女班东北秧歌 男班东北秧歌 女班山东海阳秧歌山
东胶州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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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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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向所有曾在本系授课的民间舞专家们表示崇高
的敬意！感谢你们的无私奉献和博大的爱！“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系列教材从2001年底开始创意
、2002年聘请专家上课和跟踪教学、2004年开始撰写、最终到今天出版文字教材，历时八年。这八年
中，受益于专家亲临授课和得到了本教材滋养的，有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附中民间舞科
和继续教育学院民间舞组的全体教师，有在这八年中就读北京舞蹈学院的所有研究生和本系的本科生
，有闻讯而来观赏和分享的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好友和同仁！这套教材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从受众
人群来说，都是一次创举。它对于民间舞教师来讲是不可多得的、来自原生土壤的、真实而宝贵的民
间舞蹈财富；对于学生来讲是终生难忘的经历和终身受益的养分；对于观赏者和分享者来讲是不可重
复的记忆！在这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先后邀请了维吾尔族舞蹈艺术家海力且姆·斯迪克，蒙古族
舞蹈艺术家斯琴·塔日哈、斯仍·那木吉勒，傣族舞蹈艺术家马文静，汉族东北秧歌舞蹈艺术家李瑞
林、战肃容，汉族海阳秧歌舞蹈艺术家张荫松，胶州秧歌舞蹈艺术家孙丽进入课堂，就动态学习、影
像记录、民俗文化研究等方面进行传习。这对于民族民间舞职业化教育而言是基础性的、源头性的，
它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事业而言也是开拓性的、功
在千秋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专家们就是我们的榜样！本次我们邀请到的民族民间舞艺术家都年
事已高，可他们对艺术忘我的执著追求的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真诚、质朴、敏锐、严谨
的工作态度也在不断地激励着我们前行。我们不但要向他们学习，还要怀着恭敬而严谨的态度进一步
去分析、实践和研究这些动作、动律符号及其所隐含的文化寓意。2009年，是我们伟大祖国成立60周
年，也是我们母校——北京舞蹈学院成立55周年，在这样重要的庆典日子里，我们献上这份礼物，表
达我们对于祖国及母校诚挚的谢意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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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系列教材(套装共8册)》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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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质量没有话说,内容页很精细,喜欢
2、跟北舞的传习课承接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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