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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全面介绍舞蹈生态学，资华筠、王宁编著的《舞蹈生态学》将“绪论”改为了“总论”。
增加了“舞蹈语言的构建与多维舞种的确立”一章，强调了舞蹈外部形式与它所表达的内容的结合。
将原有“测查计量与结果的分析方法”一章删除，其中的原理和基本内容合理地安排到各个章节中。
表述方法也作了改进。
《导论》对舞蹈的分析虽然兼顾了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但当时过多考虑了分析的可操作性，同时过
多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对形式的分析较重，对内容的分析不足。
舞蹈是一种人文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它的本体描写应本着“内容决定形式”的辩证唯物观点，重视其
传情表意的内涵。
舞目的认同别异固然要从外部形态入手，但内容绝对不能忽视；生态与舞蹈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关系，仅从舞蹈外部形态看很难看到本质，只有深入到舞蹈内涵，才能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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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资华筠1936年生，祖籍湖南。
中国舞蹈表演艺术家、学者，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舞蹈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民间保护工
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等。

1950开始专业舞蹈生涯。
1952一1987为中央歌舞团主要演员，表演过古今中外各种风格的舞蹈近百，曾在国际、全国舞蹈比赛
中获金奖、铜奖。

1987—1999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
主持、参与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任二版总编委会委员、舞蹈学科主编)等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
出版理论著作：《舞蹈生态学导论》(合著)、《舞艺舞理》、《中国舞蹈》等8部(含英文一部)：随笔
、散文集4部；另有论文、评论、诗歌、电影剧本、报告文学、译文等合计200余万字。
其中《中国舞蹈》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繁荣中的忧思》获第四届中国文联评论一等奖；此
外多篇论文、散文获全国一、二等奖。

曾出访亚、欧、美、澳、非洲50多个国家；为5-10届(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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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确立舞蹈研究的文化意义以及对相关学科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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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对照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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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舞蹈语言（Dance Language）与自然语言 舞蹈的形体活动不是没有内容的外化
形式，而是一种具有表情达意作用的符号系统。
在这一点上，自然舞蹈和人类的自然语言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舞蹈和语言一样，都是人类自身发
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同时又是社会现象。
它们均以人自身的动作作为媒质。
分析舞蹈和分析语言一样，都要从分析人的动作本身出发，也就是说，都要以人体相关部位动态的描
写为基础来建构符号系统。
 第二，舞蹈和语言一样，由人体动作所直接表现的物化形式是含有情感和意义的。
正因为形式和意义之间存在着约定性，它们才能得以交流。
没有意义的动作不是舞蹈，正如没有意义的呼声不是语言一样。
因此，舞蹈与语言的符号系统，同样须要从意义出发来归纳形式。
必须是有意义的形式才值得归纳；无意义的形式是不必要进行认同和别异的。
 第三，舞蹈和有声语言一样，既有实施者的动感，又有接受者的视听感觉。
当实施者与接受者是同一的，也就是在舞者和观者是同一群体的自娱舞蹈中，舞蹈的审美功能是动感
与视觉感觉的合一；当二者分离时，也就是在舞者与观者分离的表演舞蹈中，舞蹈的审美功能是由观
者的视觉感觉来实现的。
有声语言也一样。
当实施者与接受者是统一的，也就是单方面的朗读活动中，语言以音别义的功能是动感与听觉感觉的
合一；当二者分离时，也就是在说者和听者对话相互交流时，语义的理解是由接受者也就是听者来承
担的。
因此，舞蹈和有声语言的分析要素和分析过程的确立，都必须照顾到施受双方的传意效果。
 第四，宏观舞蹈的动作描写不着眼在它的属于个人的细部，而是研究舞蹈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涵义。
因此，舞蹈动作中的个体差异对于它并不重要。
在概括舞蹈语汇时，那些不具文化意义的生理现象是必须摒弃的。
这正如语言学中的音位学，必须摒弃那些言语行为中仅属于个人发音的无意义习惯，从社会共同的表
意特征出发，从音素中归纳出音位一样。
舞蹈形态的描写和语言的描写一样，它们的精髓在于概括，二者的概括方法又必然会有十分相似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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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蹈生态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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