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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是笔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的，既是一本适合于高等艺术院校
舞蹈专业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舞蹈史论教材，也是一本社会科学理论的学术著作，对中国当代舞蹈文
化进行了理性的归纳和审视，将会带给舞蹈学、艺术学、文化学读者一种全新的舞蹈文化理念。
《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在一般的历史研究、审美研究中加入政治文化学的因素，运用跨学科研
究方法，从一种整体性的政治文化视角，重新审视新时期舞蹈创作活动转型的独特历史，着重研究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来探讨“舞蹈创作”的政治文化意义。
其中涉及的各种主题和问题都与这一任务相关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当代舞蹈创作事业有了迅速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从总体上讲，中国舞蹈和政治的关系，在外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从属政治到疏离政治，还应再到回归
政治的过程。
而这其中“政治”的含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回顾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我们一方面既欣喜于一个个奇迹的发生；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中国舞蹈未
来的“多元共生”的道路呈现出常态化的不断与中国时代相融合的路径。
　　《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由“绪论”、“正文”（四个章节）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
书中也会涉及到20世纪以来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为了《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更有现实
意义，笔者将重点放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范围上。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中国舞蹈创作活动发生了奇迹般的整体转型，总的趋势是舞蹈创作与政
治文化的“融合”。
在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三段时期中，舞蹈创作的话语体系建构、创作模式、演出方式，以及
有关其“合法性”的解读，逐渐奠基成形，并体现出不同特点，呈现出与政治文化之间从“融合”的
自发启动——“新启蒙”，到自觉推进——“一体多元的端倪”，再到近年全面加速推进——“多元
化铺开”的态势。
以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舞蹈艺术创作，将舞蹈创作看做跨政治文化传通的“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双
向活动，揭示影响舞蹈创作的政治文化氛围，侧重探讨舞蹈创作走向的政治文化意义和舞蹈编导从事
创作的政治文化心态及其类群划分，尤其是在我国官方主导政治文化转型变迁的生态下，舞蹈创作经
历了一个挣脱政治话语束缚、摆脱“工具”关系的“去政治化”，走向舞蹈艺术本位的努力，笔者尤
其关注“舞蹈”在建构“本体”和“舞蹈人”在建立“主体”的过程中的成就、坎坷与偏差。
主要涉及舞蹈的形式创建、内容建构、作品评价、舞蹈编导类群，以及与创作相关的舞蹈运动、舞蹈
论争、舞蹈思潮、舞蹈创作演出体制等，并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舞蹈创作应在多元共生、尊重差异的状
态下实现舞蹈自主介入社会、自主介入新的意识形态建设、自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再政治化”，
使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融合”关系朝向“和谐”的更高境界迈进。
对于舞蹈创作进行内外部的论述，表面上触及的是两个层面，但从整体上看，二者都关联着在政治文
化氛围下舞蹈创作活动的变迁及意义。
《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力求尽量回到原初的现场，从共时的角度展现复杂的历史表象，从而有
别于一般有关舞蹈创作的线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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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慕羽，舞蹈学博士。
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演出家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剧研究会教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2008年受聘为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舞剧、音乐剧系列讲座专家。
1996年任教于北京舞蹈学院至今，主要从事舞蹈学和音乐剧方面的史论教学和研究。
论文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著作多次再版。
2008年获得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
　　主要出版作品：《百老汇音乐剧》（2002年·海南出版社／2004·台湾大地出版社）、《西方音
乐剧史》（2004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外国流行舞蹈作品赏析》（2004年·上海音乐出版社）、
《现代教育技术与艺术和体育学科课程整合方法与实践》（编委）（2007年·人民邮电出版社）、《
音乐剧教育在中国》（编委）（200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译著《基辛格越战回忆录》（基辛格著
／慕羽译）（2009年·海南出版社）、《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2009年·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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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研究对象一、研究范围（一）中国现当代舞蹈史的断代问题（二）中国现当代舞蹈史的分
期问题（三）中国现当代舞蹈编导的“代际”划分（四）解读舞蹈创作的精神实质（五）舞蹈创作和
演出的关系二、历史回顾和前人工作的综合评述三、知识空白第二节 研究方法一、“创作舞蹈”的生
态环境与生态项二、理论基础和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政治文化视角（一）西方学者有关“政治文化
”的概念（二）中国学者有关“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三）引入“政治文化”视角的原因三、研究
设想：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一）关于使用哪种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的问题（二）关于如何进行具体
分析的问题四、实验设计（研究过程）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一、政治文化角度之于研究的目的二、
政治文化角度之于研究的意义三、政治文化角度之于研究的预期结果第一章 历史回顾：（20世纪上半
叶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前）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第一节 20世纪上半叶舞蹈艺术和政治文化的
自觉联姻一、在西方多元舞蹈文化的传播中滋生的中国舞蹈二、战斗文艺的孕育——从“进步舞蹈”
到“革命舞蹈”三、抗战期间的战争文艺文化传统——“救亡”四、抗战后的舞蹈文化新格局——“
翻身”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与舞蹈艺术创作氛围一、建国后十七年中国舞蹈创作的政治
文化语境（一）“十七年”的舞蹈创作观（二）舞蹈职业化的第一步——无产阶级舞蹈人的组织建构
（三）政府主持下的舞蹈演出二、建国后十七年中国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无产阶级舞蹈艺
术一枝独秀（一）无产阶级舞蹈作品（二）舞蹈创作主体的自我改造第三节 “文革十年”政治文化浩
劫和舞蹈艺术性质的裂变一、“文革十年”中国舞蹈创作的政治文化语境二、“文革十年”中国舞蹈
创作与政治文化的结缘结缘——阶级斗争为纲第四节 文革后恢复期的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批判”与“恢复”小结第二章 新启蒙：80年代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第一节 80年代中国舞
蹈创作的政治文化语境一、80年代舞蹈创作的政治文化语境的重建（一）文艺创作指导思想“政治合
法性”的重新建构（二）寻求对“文革”前、中、后三个时期舞蹈创作的“政治判断”二、80年代政
治文化语境对舞蹈艺术创作氛围的影响（一）党对新时期舞蹈文艺工作领导权的重组（二）舞蹈院团
体制的重新建构（三）80年代中国舞蹈演出类型（四）在变化的政治文化生态下展开的舞蹈论争和讨
论——中西舞蹈大讨论第二节 舞蹈新启蒙意识：80年代舞蹈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编导的政治文化心态一
、80年代传统舞蹈艺术创作的文化意识和本体意识启蒙（一）对民族传统舞蹈文化的重新认知（二）
超越了政治符号的民间话语（三）中国舞剧诠释文学意义（四）舞蹈创作的现实意义二、现代舞蹈话
语再次登场（一）现代舞蹈话语再次登场的人文意义（二）现代舞蹈话语再次登场的“现实主义”特
色（三）现代舞蹈话语再次登场的主题类型三、舞蹈创作主体意识的启蒙（一）创作主体意识启蒙与
艺术创作意识（二）政治文化生态下的艺术创作主体及其道路选择小结第三章 一体多元的端倪：90年
代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第一节 90年代中国舞蹈创作的政治文化语境一、90年代中国舞蹈创
作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特点二、9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对舞蹈艺术创作氛围的影响（一）舞协系统建构上
的变化（二）90年代中国舞蹈演出类型（三）中国“计划式”和向“市场式”初步过渡的舞蹈演出体
制（四）“一体多元化”初露端倪（五）舞蹈论争和讨论第二节 90年代中国舞蹈创作新走向的政治文
化意义一、中国传统舞蹈创作的主题嬗变和题材拓展——“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中“公共话语”精神
内容的自觉推进（一）“寻根舞蹈”——“民族文化寻根”（二）“主旋律”的谱写——探求“国家
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美学形态（三）舞剧题材的视角创新二、舞蹈创作话语体系的变化——从“范
式话语”到“个人话语”美学形态的自觉推进（一）编舞技法的渗透（二）民间舞的“现代”话语体
系（三）对既往古典舞话语体系的质疑（四）现代舞的“身份”认定第三节 90年代舞蹈艺术工作者的
政治文化心态和艺术道路选择一、尴尬的“市场化”转型二、编导类群的特点小结第四章 多元化的铺
开：21世纪初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2001－2008）第一节 21世纪初中国政治文化的新气象
与舞蹈艺术创作氛围一、21世纪初中国舞蹈创作的政治文化语境的新气象二、21世纪初政治文化语境
对舞蹈艺术创作氛围的影响（一）舞蹈市场化的发轫（二）舞蹈演出类型的分析（三）对舞蹈院团体
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四）多元化的铺开（五）舞蹈创作论争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国舞蹈创作新走向的政
治文化意义解读——从“范式话语”到“个人话语”美学形态的加速推进一、舞蹈创作的话语变革（
一）“民间”话语的现代化（二）“民间”话语的原生化（三）“民间”话语的时尚化（四）“古典
”话语的多样化（五）“西方现代”话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六）“西方古典”话语的本土化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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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二、舞蹈创作的技法革新（一）构筑新的舞剧“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和“结构模式”（二）
摆脱风格性舞种的限制三、“现代大歌舞”体裁的变迁第三节 21世纪初中国舞蹈创作新走向：政治意
识与市场意识的互动——21世纪初舞蹈编创者的政治文化心态和艺术实践一、中国当代舞蹈编导的类
群划分和价值定位（一）解读“主旋律”舞蹈（二）对市场力量的归顺（三）体制内外的“人文探索
”二、当代中国舞坛呼唤大师三、当代舞蹈编导的社会责任感小结结论：从“融合”走向“和谐”的
舞步——从政治文化角度，对中国当代舞蹈创作的理解一、中国舞蹈界“再政治化”，理性增强舞蹈
的“政治”活力二、舞蹈创作规律是舞蹈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的统一附录参考文献后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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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回顾：（20世纪上半叶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前）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20世纪中
国舞蹈的生成过程与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
现象。
本章作为历史回顾，时间跨度从“五四时期”到“改革开放”前，目的是为了给后面的论述做一个铺
垫，从而避免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也使全文逻辑地统一起来，形成相对整合性的
逻辑构架。
正如上文所提及，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把从“五四舞蹈”到“改革开放后的舞蹈”从逻辑上划分为两大
段，中界点是1978年，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前后的舞蹈生态完全不同。
前一阶段是“政党政治革命时期”，后一阶段是“政党经济建设时期”。
以1976年“文革”结束为界，l949年至1976年之间的“舞蹈”实际上和“改革开放后的舞蹈”的紧密联
系度不如和“五四”至建国阶段的舞蹈发展那样紧密。
在回顾中需要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直至“文革”结束，舞蹈艺术如何成为其建构政治文化的视觉形
象，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实际作用。
透视从“进步舞蹈”到“革命舞蹈”再到“文革舞蹈”的政治文化的延续及其变迁，审视舞蹈创演这
个政治文化传播渠道的“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过程。
笔者主要从两方面来分析这个过程。
其一，分析并揭示舞蹈艺术创演的政治文化生态，以期找到这段时期许多舞蹈现象生成的重要依据。
其二，揭示舞蹈的创演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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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了专业舞蹈创作与政治文
化的关系。
全书分四章，分别研究舞蹈的形式创建、内容建构、作品评价、舞蹈编导类群，并对舞蹈运动、舞蹈
论争、舞蹈思潮、舞蹈创作演出体制等做了详尽介绍。
《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是一本具有较高舞蹈理论研究价值的著作，同时对于从事舞蹈创作、理
论教学人员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舞蹈创作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舞蹈创作主体意识的启蒙中国传统舞蹈创作的主题嬗变和题材拓展舞
剧题材视角创瓤当代舞蹈编导的社会责任感舞动奇迹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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