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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初夏的风雨送走了暮春，隆冬的飞雪却又迎来了另一个明媚的春天。
我爱祖国的春天，因为家乡的蜂飞蝶舞、鸟语花香，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色，培育了我快乐
热情的性格，使我永远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绚丽的鲜花和五彩斑斓的蝴蝶，曾唤起我童年的幻想和美好的憧憬，激发了我丰富的想象力，能歌善
舞的民族素质在我心中荡漾，于是我勇敢地选择了为艺术而牺牲一切的生活道路。
因此，我就成了建国后最早一批舞蹈工作者中的一员。
我是1952年第一批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研究班毕业的学生，我来到了刚组建的中央歌舞团任
舞蹈演员，1956年正当祖国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我被派到世界著名作曲家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
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首都“金色的布拉格”深造，在那里我又一次沉浸在音乐歌舞的海洋里如鱼
得水。
4年的光阴从不浪费，我像海绵一样，发挥极大的吸水性能，尽情地吸取各种艺术营养、理论和实践
，并专心学习了本门学科和其他姐妹艺术。
1960年下半年拿到布拉格音乐学院戏剧系舞蹈编导教育专业的文凭，回国后，到原中央歌舞团任舞蹈
编导。
　　1960年11月第一次接受创作朝鲜族舞蹈《长鼓舞》的任务，我尝试运用了国外所学习的编导理论
和编导技能，利用一个月的深入生活就地排完《长鼓舞》回到北京一次性审查通过。
《长鼓舞》在1961年元旦正式与北京观众见面，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长鼓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同行们的好评，同时在当年中南海怀仁堂的春节晚会上演出
，获得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各首长的赞赏和认可。
《长鼓舞》的成功，在我以后的艺术创作道路上一直起着鼓舞作用，它激励着我永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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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专著里，作者从多年学习前人和他人经验基础上，结合自己近50年来舞蹈排练和编导教学实践
中总结了一整套较丰富的创作经验体会，试图用本书包括“舞蹈编导艺术”、“编导与演员”、“编
导与生活”以及“编导与音乐”、“舞美”等几方面的舞蹈编导所必须掌握的基本要素，阐明自己的
艺术观点，具体的艺术手法，以及编导技巧和与此相配套的舞蹈基训方面的教材，并且以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方法，剖析她历来编导上演的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便于学生们容易学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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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生活可以说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一个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个舞蹈作品的成功与否就看它有没有意境，有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有没有浓厚的
生活气息。
然而，这些意境和人物形象的产生往往是与编导的深切生活体验和感受有着密切的渊源的，要在生活
中通过观察、体验，并从中找出自己需要的各种形象和舞蹈密切相关的各种素材（材料）。
这些生活素材（材料）都是要经过编导深入生活，从中获取想象力；然后进一步的加工，进一步提炼
，才能上升为具有独特的典型化的艺术形象。
比如：舞蹈《宝石花开》是在深人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一个经典的集体舞蹈（这个舞蹈曾经获得
北京市1980年优秀创作奖）。
为了舞蹈《宝石花开》的创作，我三次深入到祖国的大西南：一次是在1964.年初，深入到苗岭山寨雷
公山顶上生活了两个多月；第二次是在1965年初，我跟着西南铁路局七。
一工程筑路队深入了生活。
参加了乌江大桥、大渡河、萨木拉达一带的隧道工程；第三次是在1966年春，继续深人到金沙江畔一
带的攀枝花地区，连续八个多月的深人生活，直接与工人同志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叫三同
）。
　　金沙江一带有个攀枝花铁矿区，那里就是我国地质勘探队探索出了“宝石”的地方。
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带着好奇心，背着行李来到了攀枝花地区。
当时，这里还是个秃山野岭，沟壑纵横，金沙江的水日夜奔流不息。
我和工人同志们就在这荒无人烟的群山之中施工；这个地方没有房住，没有水喝，没有菜吃，也没有
公路，更没有铁路。
到处是成堆的小火山，嗥叫的狼群，一个人背着行李来到了这样荒凉的地方，当时确实有些害怕。
而当地的五三一地质勘探队宿营在山窝窝里。
天是帐篷，地是床，澡堂是金沙江，抬头只见一线天，低头就是金沙江水。
他（她）们在没有公路的山路上，背着沉重的钻机，爬上爬下，那巍巍的群山不时地听到咚咚的地质
锤声，突突的风枪声，震荡着沉睡了亿万年的荒山野岭。
我们的勘探队和工人同志们就在这里顶着炽热的太阳，冒着雪岭陡壁，日夜为攀登祖国的四化目标，
探索着“宝石”的秘密，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挖出了钒、钛、镁、铬、镍⋯⋯银白色的金属元素
和珍贵的“宝石”为祖国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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