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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海阳秧歌教程》以海阳秧歌的历史文化为主线，对海阳秧歌的传统文化与动态特征进行了全方
位、多层次的介绍，并用图、文、谱、影像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分析讲解动作特点、课堂教学
组合、角色个性组合以及传统短句，打破了传统舞蹈教材的体例和编写模式，展示了海阳秧歌舞蹈艺
术的历史性、知识性、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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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露，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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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除了以上说的特点，海阳秧歌在动作运用中，它的“力度”、“速度”、“幅度”
的运用展示，也与其他舞蹈种类有着明显的不同。
海阳秧歌节奏强弱的一惊一乍，带动着动作的突发力，也就是动作发力的速度，在海阳秧歌中有其显
著的独特性。
在慢走阵的节奏下，力度显现出强发力、弱延伸的特点，正所谓“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可以克柔而
不割柔，可以克刚而不割刚”。
在快走阵和慢走阵的快慢转换中，刚柔相济、快慢互补，相互参差交融，在快与慢的对立转化中交融
，构成了亦此亦彼的融合美；在力度的强发力中体现出瞬间的速度感，在快速的发力中展现幅度的伸
缩变化，上下对比，左右协调，开合自如，迂回盘旋，首尾相连，循环往复，连绵不断以至无穷。
海阳秧歌这种“集大”和“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圆道”之美。
也正是有了以上的特征，海阳秧歌舞蹈对中国职业舞蹈演员的培养，有着极强的训练价值，对舞蹈领
域中各舞蹈种类都有着借鉴和运用价值。
 海阳秧歌舞蹈在教学中，对学生（职业演员）的培养有着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与价值： 1.身体平衡能力
训练：在动作流动中产生多变的重心转换，在不稳定的重心中控制身体的平衡能力，体现出向心与离
心的空间变化，并能够完成节奏的特殊要求，达到强发力、弱延伸的风格特色。
 2.运用气息表达情感：在独特的发力方式中，使气息瞬间凝聚，随之慢吐，气沉全身，达到饱满、圆
润的动律美感，提高学生（职业演员）的身体内控能力及心理情感表达的控制与分寸拿捏到位的能力
。
 3.速度能力训练：在瞬间的发力中，产生速度，带动全身律动完成动作，呈现出海阳秧歌独特的“瞬
间启动瞬间完成”之一惊一乍特征。
 4.身体对空间的运用与展示：海阳秧歌被动的步伐流动中，显现出上身动作，使身体带出律动，形成
上下、左右，迂回盘旋，连绵不断的动律风格；视觉上呈现出脚底生根，上身释放，上大下小、圆润
饱满的空间视觉美感。
 总结以上，我们概括说海阳秧歌舞蹈的特点，就是：“节奏快慢起伏，气息提沉有情，动作开合有致
，流动迂回连绵，空间变化无穷。
” 第二节 海阳秧歌的节奏 一、节奏特点 舞蹈是动态的艺术，它在规律和不规律的动态变化中表达心
情，舞蹈可以没有伴奏但不可能没有节奏，就像人都具有天生的节奏感，每一天的生活、工作都是在
一定的节奏中进行的。
生活中的节奏是对原始生活的记录，无论是自我情感的流露，还是对自然环境的歌颂，都是一种丰富
的动静变化的表达。
而艺术家的节奏是自己的文化、经历、想象、情感、激情等等，叠加在一起的强弱、快慢的综合对比
表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东海阳秧歌教程>>

编辑推荐

《山东海阳秧歌教程》是一本将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知识和身体艺术训练构成一体的艺术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东海阳秧歌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