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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舞蹈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是舞蹈文化的宝贵财富，要使它适应社会经济不
断发展的需要，使它在弘扬中国文化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对它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总结出关于
中国民间舞蹈的一些基本理论，本书就是基于这一目的而撰写的。
    全书分为12章，第1、2、3章为舞蹈文化的基础知识。
第4、5章是从古代文化遗存的角度分述中国原始舞蹈文化遗存与鼓舞文化情贯古今的特色。
第6～11章按“五种文化类型”的划分，对一些民族的民间舞蹈进行具体的文化分析；第12章着重论述
中国民间舞蹈与时代精神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为阅读和授课时之方便，每章后面附有每章重点与思考题；这读者深入研究时查阅有关注解之方便，
各章注释和参考书目均主在本书最后的附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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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舞蹈的文化探索第一节 文化二、文化的两种类型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文化的积累、
传播和发展，主要是通过文字和人的直接传承进行的。
“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并不断地前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能够记述自己的发展历史，积累
文化知识”。
远古以来，人类曾用刻石铭骨、竹简帛书等方式，记述当时的生活和文化成就。
印刷术出现后，又利用印刷出版记述人类前进的历程，给后人留下许多重要的文物、文献。
现代人通过金石文物、故书古籍，便可了解古代的生活；一些未能记载的有关文化史料，却在人们的
生活中、民间文学艺术中有所遗存。
因此，只有全面发掘文字记载的与无文字记载的文化遗存，经过研究，充分运用于创造人类社会更美
好的未来。
在语言形成以前，人类曾使用声音、手势、体态传情达意，进行交往。
那时，人体是表现文化和保存文化的主要形式。
语言形成，文字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利用语言文字广泛交流；利用语言文字继承、传播和发展文化，
促进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平。
同时，人类自身的各种本能、思维能力、创造力的潜能也随之增强，并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语言文字不断规范，词义更加明确、洗练的发展过程中，见诸文字的各种文化逐渐形成系统的文字
文化。
人类发展过程中，各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会在人体留下生理的、心理的文化痕迹，直到现今依然有所
遗存，并被人们理解，这种可以传情达意的动态形象，就是“人体文化”。
“人体文化”和各种非语言文字文化构成非语言文字文化体系，从而形成文化的两种类型。
非语言文字文化并不限于舞蹈，音乐、美术、杂技、体育等文体形式，民俗、礼仪、以及劳动生活的
动态等，都属于此类文化。
非语言文字文化也有高低之分，同样可以创作各类艺术精品，例如：优美的舞蹈形象，观后令人回味
无穷；引人入胜的乐曲，可绕梁三日；精美的美术作品，给人以深邃的联想。
因此，作为非语言文化，无论是创作与表演者还是观赏者，同样需要学习和培养，才能达到较高的文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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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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