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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这本连写带用20载的教材终于交稿了！
作为讲求实用性的教材，特别是外国舞史及作品鉴赏的教材，我在保持以往26本著译开门见山的文风
、深入浅出的文字、“洋话中说”甚至“洋事中说”等特点的同时，更尽力使这本“史”书不成为一
本“死”书。
具体讲，其特色有三：特色一：一书多用第一是“一书多用”。
作为简明实用的舞史及鉴赏教材，本书力求在系统性、完整性、充实性等方面，同时满足专科、本科
、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这四个层面教学的基本需求，而在深度、广度和信息量等方面，又能为不同层面
、不同需求、不同课时量的师生们，提供充分的自选和自学余地。
为此，我按每学期实际教学16周，每周一次，每次2个课时的常规，将全部内容安排在绪论和15章的篇
幅之中。
由于各章节的舞种和年代不同，各自的繁荣程度及目前了解的深度不同，各自的篇幅也相应有所不同
，因此，建议教师在沿用本书历史脉络和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参照汉语目录中这两种符号，对专科生
、本科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这四层不同教学对象应达到的不同深度与进度提出的建议，循序渐进地
讲授相关的内容，介绍不同的代表人物，赏析他们的代表作品。
由于全书的章、节、目清晰，知识点明确，教师可随着学生接受度的提高、课时量的加大、影像资料
的增多，在同一个章、节、目中，酌情增加相关的内容，并组织有效的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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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贯彻以论带史的总体原则，首先用10000年前的最新舞蹈文物作为起点，从自娱性的原始舞、民间
舞、交谊舞，逐一论述到表演性的宗教舞、民间舞、国标舞、古典舞。
其中的舞蹈个案来自五大洲的数十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然后分别论述芭蕾和现代舞这两大世界性的
舞种，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舞蹈剧场、身体剧场、当代舞、舞踏和新媒体舞蹈，并对各自的来龙去脉
、逻辑定义、名词解释、艺术特征、不同流派、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编导家、表演家、教育家和
作曲家及其代表作，逐一进行评介与分析。
“附录”《大趋势：新世纪国际舞坛的回顾与展望》，则将引领诸位读者朋友或尽情遨游于世界舞蹈
的精彩大潮，或一举攀登上国际舞坛的制高点，并最终成为真正拥有中国背景、国际胸襟的有用之材
。

　　本书主要适用于高等院校舞蹈专业，也可供公共艺术教育和舞蹈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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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建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外国舞蹈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文化部“优秀专家
”称号获得者。
常年活跃在海内外舞蹈交流、教学第一线，频繁前往欧、美、亚、澳四大洲16国及中国港、澳、台地
区讲学；为近20个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优秀芭蕾、现当代舞、民间舞团队担任演出顾问；数
十次获海外“研究员奖金”；参与撰稿、主持、翻译、评介中央及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的舞蹈节目
近百集。

　　学术成果：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外国舞蹈”分支主编及主要撰稿人、牛津大学《国
际舞蹈百科全书》国际顾问及特约撰稿人、美国《舞蹈杂志》国际评论家及中国特约记者。
参与编写了《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外国艺术精粹赏析》、《后现代主义词典》等著作。
出版《东方美学》、《舞蹈美学鉴赏》、《舞蹈美学》、《舞蹈概论》、《西方舞蹈文化史》、《世
界艺术史·舞蹈卷》等论、译著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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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蹦舞
　第四节 小结与复习
　　一、名词解释
　　二、思考题
第二章 表演舞蹈
　Ⅰ.娱神舞
　第一节 宗教舞
　　一、来龙去脉蕊
　　二、逻辑定义
　　三、艺术特征
　　四、舞蹈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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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步舞
　　快步华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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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牛舞
　　牛仔舞
　第四节 古典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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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舞蹈个案
　　日本古典舞
　　印度古典舞
　　印度尼西亚古典舞
　　西班牙古典舞赢
　　欧洲学院派古典舞
　第五节 小结与复习
　　一、名词解释
　　二、思考题
第三章 芭蕾(一)
　第一节 芭蕾概说
　　一、来龙去脉
　　二、逻辑定义
　　三、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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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间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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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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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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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审美标准
　第二节 芭蕾欣赏
　　一、观舞思路
　　二、动觉概念
　　三、观舞须知
　　四、观舞建议
　第三节 小结与复习
　　一、名词解释
　　二、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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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芭蕾(二)
　第一节 早期芭蕾(约1500一1832)
　　一、来龙去脉
　　二、名词解释
　　早期芭蕾
　　三、名家青史
　　皮亚琴察
　　巴尔塔扎·博若耶
　　路易十四
　　让·巴布蒂斯特·吕里
　　皮埃尔·博尚
　　拉芳丹
　　玛丽·卡玛戈
　　玛丽·萨莱
　　让乔治·诺维尔
　　让·多贝瓦尔
　　维斯特里父子
　　加斯佩罗·安焦利尼
　　四、名作流芳
　　《皇后喜剧芭蕾》
　　《夜芭蕾》
　　《关不住的女儿》
　第二节 浪漫芭蕾(1832—1876)
　　一、来龙去脉趣
　　二、名词解释
　　浪漫芭蕾
　　白裙芭蕾
　　三、名家青史
　　菲利波·塔里奥尼
　　让·科拉利
　　朱尔·佩罗
　　亚瑟·圣一莱昂箍
　　玛丽·塔里奥尼
　　范妮·埃尔丝勒
　　卡洛塔-格里西
　　泰奥菲勒·戈蒂埃
　　萨尔瓦多·维加诺
　　卡尔洛·布拉西斯
　　路易吉·曼佐蒂
　　布农维尔父子
　　四、名作流芳
　　《仙女》
　　《吉赛尔》
　　《帕基塔》
　　《海盗》
　　《葛蓓莉娅》
　　《希尔维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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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渡里》
　第三节 小结与复习
　　一、名词解释
　　二、思考题
第五章 芭蕾(三)
　第一节 古典芭莆(1877—1898)
　　一、来龙去脉
　　二、名词解释
　　古典芭蕾
　　双人舞
　　大双人舞
　　性格舞
　　三、名家青史
　　马里于斯·佩蒂帕
　　列夫·伊凡诺夫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
　　皮埃里娜·莱妮娅妮
　　四、名作流芳
　　《唐·吉诃德》
　　《舞姬》
　　《天鹅湖》
　　《睡美人》
　　《胡桃夹子》
　　《雷蒙达》
　第二节 小结与复习
　　一、名词解释
　　二、思考题
第六章 芭蕾(四)
　第一节 现代芭蕾(1909—1977)
　　一、来龙去脉赢
　　二、名词解释
　　现代芭蕾
　　新古典芭蕾
　　抽象舞蹈
　　戏剧舞蹈
　　三、名家青史
　⋯⋯
第七章 芭蕾(五)
第八章 现代舞(一)
第九章 现代舞(二)
第十章 现代舞(三)
第十一章 现代舞(四)
第十二章 现代舞(五)
第十三章 现代舞(六)
第十四章 现代舞(七)
第十五章 新媒体舞蹈
附录　大趋势：新世纪国际舞坛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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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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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舞蹈的特征舞蹈是肉体的。
这种最原始、最天然、最基本，也是最健康的刺激，正是舞蹈能够鬼使神差，超越任何种族、肤色、
性别、年龄、阶级、语言、历史时期、地域范围、文化类型、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审美趣味的秘密
武器；正是舞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切艺术之母”（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语）和“一切语言之
母”（英国哲学家罗宾·科林伍德语）的潜在原因；正是舞蹈能够攻无不克，每每以不同的风格和样
式去博得古今中外男女老少的欢心，赢得下至黎民百姓，上至皇亲国戚宠爱的本质所在；正是舞蹈能
够百折不挠，屡屡从刀光剑影的血腥中崛起，从宗教偏见的禁令中再生，始终作为人类生命最直接、
最亲密的载体，继往开来，跃人剩余精力和感情压抑合理宣泄后生理平衡和心理宁静的最重要基因。
舞蹈更是精神的。
这种最物质、最形象、最鲜活，也是最空灵的属性，使得舞蹈在远古的所有民族中，都曾是与神对话
的基本方式、宗教仪式上的必备内容、驱鬼除邪的有力手段、净化心灵的有效途径。
不过，舞蹈的最高境界当然应是肉体与精神这两者的完美合一。
唯有如此，它才可能一直与生命同在，与人类共存，经久不息，常跳常新。
这扑朔迷离之中所蕴藏的原因实际上相当简单——肉体与精神的合一，这也正是大干世界中我们每个
生命体得以存活、发展、工作、享乐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前提。
触摸人类舞蹈发展的脉搏，我们能感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节律和不同韵致；纵观舞蹈美学演变的画
卷，我们能看到不同风格流派的不同特色和不同追求。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来逐一认识舞蹈的历史，欣赏舞蹈的魅力。
三、舞蹈的功能据说，舞蹈是魔术。
因为舞蹈能鬼使神差般地将数不胜数的少男少女搞得神魂颠倒，并使他们从此立志为其献身：在西方
芭蕾史上，有许多大名鼎鼎的女性舞蹈家，都是因为在孩提时代，有幸亲眼目睹了俄国芭蕾女明星安
娜·巴甫洛娃那如梦如幻的舞姿倩影，而从此献身于舞蹈的；在欧美现代舞蹈史上，更有许多名声显
赫的男性舞蹈家，是因为在青年时代看到了“美国现代舞之父”泰德·肖恩和德国著名男舞蹈家哈罗
德·克罗伊茨贝格那充满阳刚之美的舞蹈，而毅然弃文从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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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过20多本书后，我已明白，该写作者后记了，实在让人痛快！
首先，它意味着，一部新书即将杀青，多年积累终成正果；接着，它意味着，终于可以有机会，把心
里的话一吐为快！
不过，即将收获的时节，只有感恩之情，最需要先吐为快！
是人，都有父母，我的父母给了我健康的身体与健全的人格。
我知道，在我的基因里，有太多他们的才华横溢与脚踏实地，可惜他们没能赶上我这样的大好时机⋯
⋯是人，都有师长，我的师长给了我生存的技能与发展的机遇。
我知道，在我的言行里，有太多他们的远见卓识与人生动力，但愿我能把他们的理想继续下去⋯⋯要
在这本教材的《后记》中，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贵人，即使可能，也不尽恰当，因为这毕竟不是
我的传记。
这里，恕我仅将感激之情献给让我初尝舞蹈滋味的三位启蒙老师，以及进入舞界25年来对我关怀备至
，因而对本书的最终完成，作出直接贡献的中外师长！
在中国方面，首先要郑重感谢的是我在舞蹈上的三位启蒙老师——武汉的于晶、邵九琳、张宗英。
于老师从部队歌舞团转业后，曾在我就读的湖北省重点——武昌水果湖中学任教，主管当时的“毛泽
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相当于现在的舞蹈队、合唱团等）。
她给我上了最初的芭蕾基训课程，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从几千名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几十人，能到武
汉歌舞剧院去，把“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的全剧学回来，并跳出来。
经过努力，我们的中学在全武汉市的中学圈里，率先把这部样板戏的全剧搬上了舞台！
而这就得感谢邵老师了——她当时在武汉市歌舞剧院舞剧团出任主管业务的副团长，曾多次安排“市
歌”的主演们给我们开小灶、做辅导，而她和于老师当年在解放军步艺的舞蹈班是同学，所以我们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
记得于老师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她们当年最重要的老师名叫吴晓邦⋯⋯不过，回想起来，她所津津乐
道的这些舞蹈经历和泰斗级人物对于年少无知、起步学舞的我来说，却完全没有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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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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