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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通用教材:舞蹈精品赏析》不仅有作为舞蹈编导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使用
的训练内容；还有相应的伴奏教材；同时还包括关于中国东北少数民族萨满舞蹈的教程；还特别考虑
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的背景，撰写了切合高师舞蹈教育和音乐教育专业特点的教材。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通用教材:舞蹈精品赏析》中选用的范例，全部来自于
东北师范大学舞蹈系师生的获奖创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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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宏，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舞蹈家协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舞蹈教育与教学研究。
近年来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艺术教育》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2005年指导舞蹈作品《千红》获全国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吉林省一等奖，同时被评为吉林省优秀指
导教师；同年，获全国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2006年获第八届全国文华艺术院校桃李杯舞蹈
比赛园丁奖；2009年获第九届全国文华艺术院校桃李杯舞蹈比赛园丁奖；2007年为第六届亚洲冬季运
动会开幕式，创作舞蹈《月牙五更》《冰雪长春》。
论文《二人转舞蹈艺术雅化走向浅谈》获吉林省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科研论文二等奖；《舞蹈
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获吉林省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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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五）多角度揭不人性主题 舞蹈的戏剧性发展到这里，已经开始“情动于中”了
，感情的堆积激发成为更大的舞段，群众在灾难中煎熬，在煎熬中灼烧；日本人在苦闷中自责，在自
责中反思。
舞段在行进，音乐在流淌，人们聚在一起，跪倒了爬起，再跪倒再爬起⋯⋯跪，不是屈服地跪，站，
却是刚毅地站。
如此反复着，如此在折磨中挣扎、前进。
这是中国人打不倒的意志，这是中国人永不屈服的豪迈气概，这是中华民族的坚毅精神！
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挺过来，再难的路我们都要走下去，我们要活着，要为中华民族挺起一片天！
 人们凝望前方，似乎回到了舞蹈的开始，不同的是眼睛中迸发出另一种光芒，不再懦弱，不再恐惧，
更多的是仇恨，更多的是坚韧，这时，在人群中站出一名学生模样的青年，他代表的是受苦难人民的
下一代，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
他伸出双手，面带微笑，身负祥和之气，眼神中充满着对中日友好相处的憧憬。
这是一只“友谊之手”，当时间磨平了历史的棱角，中国人民伟大的宽容也化解了仇恨。
这使我们想起日本苦行僧岩田隆造在中国跪拜谢罪，老人表示，自己来中国谢罪虽然不能弥补中国人
失去亲人的伤痛，但他仍希望两国人民能够一起努力，维护和平。
日本人再一次跪下，看着这只手，不可思议，不敢面对。
即使中国人都原谅了他，他内心的谴责之声却仍然无法消逝。
书中的文字可以被撕毁，心中的记忆可以扬言忘却，但是历史，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宏伟的交响乐唱着几千年的悲欢离合，在天空中留下歌声的辄痕，划过人世间的静谧。
 一首叩问灵魂的歌悠悠唱起：“黑色覆盖着记忆，风停止了呼吸，肉体比蚂蚁更渺小，摧毁更容易。
为何你的骨骼，枪打刀割一动也不动，生命的结果，坚强与脆弱，没什么可带进坟墓，唯有自由永远
不灭，生命的烈火，烧尽了枷锁，头颅掉下，灵魂站着，人不能跪下，苟且活着。
”此时的中国大地已经是满目疮痍，烧杀抢掠，历尽折磨。
手无寸铁的人民无力反抗，任由敌人用枪口对着我们，头颅掉下，灵魂站着！
生命可以结束，但是敌人永远无法侵占我们的灵魂！
只有那个日本人默默地推着车，为死去的人收尸，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
车上坐着一对夫妇，他们奋笔疾书着，似乎在记录着什么，应该就是这段沉重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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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通用教材:舞蹈精品赏析》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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