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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杂技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门类。
汉唐时代在百戏中，它是最为华彩的表演项目；宋元明清，它沦落江湖，但对中国戏曲的形成、武术
的特技，都有深远影响。
近年来它更在世界上为国家争得极高的荣誉。
本书对杂技的发生、发展历程，艺术特色和美学规律做了简要而系统的介绍，对读者系统了解这一古
老技艺的历史和现况有较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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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句话，对于整个世界的无限权威。
”这涉及杂技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的主要方面。
在他论叙杂技作为综合艺术的特点时，说得也极有道理：“杂技演员不仅追求几个超自然的运动指标
，还要塑造完成最高任务者形象，还要按照表演的节奏和内部联系，按照各动作间精心设计的衔接方
法和与同伴巧妙合作方式创造某种艺术作品。
”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和表演手段多样化的协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和世界杂技艺术的潮流.音乐、灯
光、舞蹈和服饰的协调配合都从艺术的完美上统盘考虑了，鲍列夫的论断正是对杂技现状的总结。
他认为杂技与体育、戏剧的不同，就在于“杂技不是创造记录，而是表现自己最高能力的人的形象”
。
杂技所塑造的人的形象，是最大限度展现人的力量、勇气、技巧和智慧的人，是体现人能驾驭一切、
控制一切、征服一切的无限权威。
　　鲍列夫认为杂技艺术形象追求的目标是驾驭、控制和征服客观世界和自身的囿限，无疑是符合杂
技产生的历史逻辑的。
杂技艺术的产生，正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对超凡的力量、技巧、速度和智慧的追求的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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