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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多种艺术形式伴随历史发展而存在着
。
舞剧自从20世纪由西方传人中国以来，它在这片古老的沃土里生根开花，特别是近60年来，舞剧创作
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大，题材范围也很广泛，它与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形式相结合，创作出来的舞剧千
姿百态，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舞剧。
舞剧是舞蹈中的最高形式，它高度地概括了舞蹈艺术的各个方面；舞剧音乐也是音乐中的高级形式，
它们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的创作和表演都是与音乐相结合来进行的，因此，我们对舞剧音乐进行分析
，进行总结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历史负于我们的神圣使命。
本书从众多的舞剧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具有历史意义、影响大的作品做为研究对象，如第一部真
正意义的中国舞剧、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舞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等，从而能更清楚的看出我国舞剧
发展的历史变化。
同时把舞剧《红色娘子军》、《天鹅湖》这两部中外最有代表性的名作，进行更为详尽的总谱分析，
从而能更加清楚的认识到音乐与舞蹈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更清楚的看出前人在音
乐、舞蹈上的创作思路，以及它们的成就与局限。
每一部舞剧创作的时代不同、题材不同、作曲家不同、编导不同、演员不同，因此，每一部舞剧都有
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
这也决定了研究者研究每一部舞剧音乐的人手点不同，研究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总之是根据每部
舞剧的音乐特色来进行。
本书结合从事艺术学习的需要，将与舞剧音乐相关的知识尽量全面细致的加以介绍，本着深入浅出的
理念，既通俗易解，又要达到高度的专业水平；同时注重本书的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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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多种艺术形式伴随历史发展而存
在着。
舞剧自从20世纪由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它在这片古老的沃土里生根开花，特别是近60年来，舞剧创作
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大，题材范围也很广泛，它与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形式相结合，创作出来的舞剧千
姿百态，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舞剧。
　　舞剧是舞蹈中的最高形式，它高度地概括了舞蹈艺术的各个方面；舞剧音乐也是音乐中的高级形
式，它们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的创作和表演都是与音乐相结合来进行的，因此，我们对舞剧音乐进行分析
，进行总结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历史负于我们的神圣使命。
　　本书从众多的舞剧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具有历史意义、影响大的作品做为研究对象，如第一
部真正意义的中国舞剧、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舞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等，从而能更清楚的看出我国
舞剧发展的历史变化。
同时把舞剧《红色娘子军》、《天鹅湖》这两部中外最有代表性的名作，进行更为详尽的总谱分析，
从而能更加清楚的认识到音乐与舞蹈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更清楚的看出前人在音
乐、舞蹈上的创作思路，以及它们的成就与局限。
　　每一部舞剧创作的时代不同、题材不同、作曲家不同、编导不同、演员不同，因此，每一部舞剧
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
这也决定了研究者研究每一部舞剧音乐的人手点不同，研究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总之是根据每部
舞剧的音乐特色来进行。
　　本书结合从事艺术学习的需要，将与舞剧音乐相关的知识尽量全面细致的加以介绍，本着深入浅
出的理念，既通俗易解，又要达到高度的专业水平；同时注重本书的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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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丽民，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被评为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1963年出生于天津市，1979年考入天津戏曲学校，1981年在天津戏曲学校进修并工作，1985年考人中央
音乐学院音乐学系，1990年在北京舞蹈学院工作至今。
本人在北京舞蹈学院工作期间，开设了《中国音乐史》、《欧洲音乐史》、《中国音乐概论》、《欧
洲音乐概论》、《舞剧总谱分析》、《音乐理论基础》、《舞剧音乐》等课程，还曾在中央音乐学院
及附中授课。
本人独立完成北京市级科研项目《舞剧音乐研究》，科技创新平台项目《舞蹈音乐基础理论及其应用
》（项目负责人），主要著作有：《音乐欣赏教程》、《艺术鉴赏》（与人合作）、《舞蹈音乐基础
理论及其应用》主编、《论程砚秋的创作思想及唱腔特色》等，还曾担任了近百部集影视作品的音乐
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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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古典舞剧古典舞剧是以民族民间舞蹈、戏曲舞蹈语汇为基础，创作出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
风格的舞剧。
古典舞剧表现的题材范围比较广泛，它包括有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传说、名著题材、少数民族题材以
及现代题材。
在艺术创作上它特别强调的是突出中国“民族”的风格特征。
属于这类的剧目：《宝莲灯》、《丝路花雨》、《五朵红云》、《大梦敦煌》、《一把酸枣》等。
二、芭蕾舞剧中国的芭蕾舞是以西方芭蕾舞为基础，加入中国特有的舞蹈语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芭蕾舞。
它与其它类别的舞剧明显的不同是女演员要立足尖，运用西方芭蕾舞独特的舞蹈语汇，来表现中国题
材内容的舞剧。
属于这类的剧目：《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祝福》、《大红灯笼高高挂》、《
花样年华》、《梅兰芳》、《二泉映月》等。
三、现代舞剧现代舞剧最初产生是与古典芭蕾相对立的舞蹈派别，它不拘泥于传统固有的任何一种形
式，根据戏剧内容，编导运用独特的舞蹈语汇，来创作一种全新风格的舞剧。
这种舞剧从创作理念、美学追求、结构方式等没有一定的模式，一切舞蹈语汇都可以为其表现戏剧内
容所用，因此，它大大的解放了编导们的创作思想和手段，创作出来的每一部舞剧往往都是与众不同
的。
现代舞有相当一部分舞蹈是没有故事内容，也没有情节，只是表现某种情绪、意境、神韵或表现作者
对某个音乐作品的理解。
这类题材的舞剧在我国还比较年轻，有待于更多的艺术家去尝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现代舞发展很快，有不少现代舞还在国际舞蹈比赛中获奖，属于这类的剧目：
《伤逝》、《悲鸣三部曲》、《太极印象》、《水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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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舞剧是源自于西方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各舞蹈种类中最为庞大的一个体系，20世纪传入中国。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舞剧创作有记载的剧目数百部，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舞蹈体系，
面对这样一种重要的舞蹈艺术形式，对其进行系统的音乐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舞剧音乐研究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活动，是舞蹈事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历史意义。
舞剧音乐研究在我国一直是一个空白，这个课题研究起来难度较大，首先是资料收集十分困难，关于
舞剧创作，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或是表演经验方面，见于记载的史料非常少，这就需要研究者去寻找
当年参与创作的人，去直接进行访谈，但是随着岁月的流失，有些较早创作的舞剧，如果我们不及时
抢救性的研究整理，有些资料就会消失，当年参与创作的人员可能就会找不到，我以前曾采访过的作
曲家张肖虎、彦克、商易现在已经去世了。
其次是舞剧的谱子难找，因为有很多舞剧排演后谱子没有出版，创作团体也没有完整的保留乐谱，时
间长了舞剧总谱下落不明，所以在我的舞剧音乐研究计划中，一些有历史影响的很有代表性的舞剧无
法进行研究，就是由于找不到舞剧的总谱，严重的影响了舞剧音乐的研究工作。
其次是资金困难，资料的筹集是需要一定的资金的，特别是这种专业性很强的资料，购买复制价格都
很昂贵。
另外这种课题对研究者要求相对也很高，不仅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还要有这方面的兴趣及经验积累
。
如果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个领域还将会处于研究体系的沙漠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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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剧音乐研究》是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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