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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艺术教育系列教材：舞蹈艺术鉴赏》首先在绪论部分对舞蹈进行了概要阐述。
第1章主要对舞蹈基本知识进行了介绍，旨在使大学生对舞蹈艺术有个初步的轮廓印象，为欣赏舞蹈
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2章主要对舞蹈的本质、特征以及如何培养欣赏舞蹈的能力进行了说明。
第3章主要对中外舞蹈发展史进行论述，使大学生能够了解中外舞蹈的发展变迁过程。
第4章、第5章、第6章主要突出介绍了中国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情况及代表作品赏析。
第7章主要对中外芭蕾舞的起源、发展以及如何欣赏舞蹈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为了帮助大学生对
芭蕾舞有更深入的理解，选取了中外代表作品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8章主要是欧美现代舞作品赏析，以现代舞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对每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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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艺术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大家族，它的成员有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
杂技等。
各个门类的艺术都是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人们思想感情的，但是艺术的反映和表现不是一般概念抽象
的反映和表现，而是个别的、具体的、形象和审美的反映和表观。
舞蹈是八大艺术之一，是于三度空间中以身体为语言作“心智交流”现象之人体的运动表达艺术。
舞蹈除有与其他艺术品种所共有的形象性、典型性、感染性等特征外，其本身有多元的社会意义及作
用，包括运动、社交、求偶、祭祀、礼仪等。
“无论是谁，不跳舞便不懂生命的方式”——早在公元2世纪基督教诺斯替教派的赞美诗中就对舞蹈
做了这样的评价。
追溯舞蹈的历史，从中可以发现，古往今来，学习舞蹈、认识舞蹈、欣赏舞蹈一直就是人类通过舞蹈
来认识和探寻、把握自身生命的最佳手段。
据艺术史学家的考证，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就是舞蹈。
在远古人类尚未产生语言之前，人们就用动作、姿态来传达各种信息，进行情感、思想的交流。
之后，各种声音发展成为语言和音调，才相继产生了诗歌和音乐。
在劳动中，由于制造和使用工具，人的手逐渐变得灵巧起夹，又诞生了绘画和雕刻。
随着人类的进化，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曲艺、小说、戏剧等艺术才相继被创造出来。
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称“在一个由各种神秘力量控制的国土里，创造出来的第一种形象必然是这样
一种动态的舞蹈形象，对人类本质所作的首次对象化也必然是舞蹈形象”。
英国哲学家罗宾·科林伍德称“舞蹈不仅是一切艺术之母，而且是一切语言之母”。
我国舞蹈史学家王克芬在《中国文明史》中指出：“舞蹈作为人类社会古老的文明现象，不仅是最早
的艺术，还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艺术，是一切艺术的基础。
”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舞蹈的内涵和功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展变化。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生存繁衍、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发展变迁，都在舞蹈中留下了珍贵的
、不可磨灭的印记。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洞穴壁画、岩画、古代陶器、生活用品、工具看到各种各样的舞姿。
同时一些民族地区一代代言传身教保留下来的、最原始的舞蹈，反映了原始世界的社会现实，它是原
始人将内心生活，即主观经验和情感的对象化，是对人类的本质所作的直接展示，只不过是用舞蹈这
种形式传承和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探寻人类文明史最有力的直接证明。
可以说，舞蹈是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直接或间接地反应当时生
活的现状，甚至预示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体现艺术应有的记录历史与预兆未来的双重价值。
用德国艺术史学家、社会学家，现代艺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格罗塞的话说：“再没有其他艺术行
为，能像舞蹈那样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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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蹈艺术鉴赏》为21世纪艺术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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