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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籍文库：舞蹈创作思维》是“中国书籍文库”系列之一。
《中国书籍文库：舞蹈创作思维》由何群编著。
舞蹈创作思维是舞蹈家在艺术创作思维活动中心、肌、力、神等要素合 而为一获得的感悟及伴随的情
感反应，它是一个心路历程。
每一次舞蹈创作 思维都是创作者对某种客观现实存在的心灵触及。
反思舞蹈创作思维，我们 应当进入舞蹈中，让舞蹈说话。
只有这样，舞蹈才能召唤着我们进入那光彩 耀人的辉煌中，并把它的本质交给我们。
编导把表现留给舞者，舞者把舞蹈 归还给观众。
这，就是舞蹈创作思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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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群，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现为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
创作多部舞蹈作品参加中央电视台“为了这片金土地”、“送你一片绿”、“飞向太空的歌”、“春
节联欢晚会”等综艺晚会演出。
曾担任大型音乐舞蹈诗画《国旗下的士兵》舞蹈编导；中央电视台大型历史纪录片《寻找失落的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舞蹈总监、编导；中央电视台“2004年春节联欢晚会”舞蹈编导；中央电视台
“手挽手2008年新春公益晚会”舞蹈总监、编导；中央电视台“2012年‘祖国惦念你’亲情中华春节
联欢晚会”舞蹈总监、编导；中央电视台电视文艺专题片《追日的舞者》撰稿；北京舞蹈学院第一部
舞蹈编导统编教材《中国舞蹈编导教程》编委；丛书《中学美育·课外美育》编委；《艺术硕士入学
资格考试考点精讲与真题解析》编委；《艺术硕士（MFA）应试考点精讲》编委。
已出版专著《校园舞蹈教学与创编实践》、《舞蹈动作与创作思维》两部。
已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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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序 前言 第一章舞蹈，舞者思维的所在 第一节舞蹈的生命意义 一、创作与欣赏在思维中“遭遇”
舞蹈 二、舞蹈思维是对生命的宣言 三、身体的节奏和律动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真实 四、动作的现实
转化是舞蹈思维的必然选择 第二节动作体验使舞蹈思维获得无限的自由 一、舞蹈感觉产生于对动作
的体验 二、动作与思维的融会形成“动作流” 三、舞蹈创作思维使心、肌、力、神合而为一 第三节
舞蹈思维的辩证法 一、舞蹈理论科学吗 二、感性与理性的分离 三、舞蹈通过思维确定舞者的存在 四
、舞蹈是浓缩的情感聚集 五、舞蹈形式不即内容 六、诉诸和接受是互为共通的思维过程 第二章创作
思维的脑神经生理机能 第一节大脑活动的基本原理 一、人体组织系统 二、思维活动的脑神经机能 第
二节创作思维的脑电波研究 一、脑电波及其波段 二、α脑电波对舞蹈创作思维的作用 三、α脑波的
获得 第三节创作思维的脑神经生理基础研究 一、艺术专业学生脑神经测试 二、整个大脑参与创作思
维活动 第四节创作思维活动的神经影像研究 第五节舞蹈创作思维的比较研究 第三章舞蹈动作与动机 
第一节关于舞蹈动作的观念 一、动作观念、动作思维以及动作的类属关系 二、动作图式 三、动作图
式的分解与组合 四、自觉动作意识和非自觉动作意识 五、自觉动作意识解构与非自觉意识动作解构
相统一 六、动作与思维相互促进 第二节舞蹈创作的动机 一、创作动机的产生 二、构思中的思维特征 
第三节动作的“意味” 一、动作动机 二、“意味”是动作的内在要素 三、动作“意味”的动态发展 
四、思维使动作变得有“意味” 五、建立和分化动作图式与意义的联系 六、动作图式的分化 七、动
作的“意味”受制于作品的生命意义 第四节动作的内化和外化 一、什么是动作的内化和外化 二、内
化动作向外转化 三、外化动作向内转化 四、内化动作与外化动作的认同 五、内化动作与外化动作的
联结 第五节动作的多义性 一、对话与旁白 二、一“词”多义 三、“动”不达意 第六节核心动作 一、
核心动作的产生 二、核心动作的发展 三、核心动作与辅助性动作的关系 第七节动作表现 一、作为艺
术表现的舞蹈动作 二、动作表现中的思维特性 第八节对动作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绝对的同一和绝对
的分离都是错误的 二、思维是有动作的思维，动作是有思维的动作 三、运用创作思维对舞蹈动作进
行研究 第四章舞蹈动觉与舞性思维 第一节舞蹈动觉 一、动觉是舞蹈者的本体感觉 二、动觉是一种思
维过程 三、舞蹈动觉的条件 四、舞蹈动觉的基本特性 第二节舞蹈思维中的动觉能力 一、什么是动觉
能力 二、舞者动觉能力特征 三、动觉能力的形成 四、动觉能力的转化——动作联觉 五、动觉能力的
培养 第三节舞性思维 一、关于思维 二、用舞蹈的方式看世界 三、舞性思维及其特征 四、舞性思维是
一种创造性思维 五、舞性思维与思想性欣赏及其内在关系 第五章舞蹈思维指向 第一节思维指向及其
特征 一、职业习惯 二、思维指向的特征 三、思维指向与舞蹈创作 第二节思维指向与想象 一、想象的
概念 二、积极想象和消极想象 三、舞蹈想象的生成机制 第三节动作与情感表达 一、情感的趋同与求
异 二、动作表达的局限 三、动作与情感表现的再现 四、营构情感表达的动作结构 第四节思维指向与
情感 一、舞蹈情感化 二、舞蹈情感化的类型 三、情感的体验与转换 四、艺术的直接表现和间接表现 
五、舞剧创作思维中表现情爱的方式 第六章舞蹈创作思维 第一节关于创作的相关概念 一、创造、创
作、创造性辨析 二、创造的分类 三、创造三要素与三条件 四、艺术创造 第二节创作思维的觉醒 一、
对舞蹈局限性的认识 二、体验与创作思维 三、创造性是创作思维的本质 四、创作问题 第三节舞蹈创
作思维及其特征 一、对舞蹈创作思维的理解 二、舞蹈创作思维是形象思维的最高表现 三、舞蹈创作
思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四、舞蹈创作思维特征 第四节创作思维的主体和客体 一、创作思维二要素与
二属性 二、创作主体的思维原则 三、创作主体的思维能力 四、创作思维客体及其基本特征 五、舞剧
《薪传》创作思维主体与客体互动轨迹分析 第五节创作思维与舞蹈动作的关系 一、创作思维是一种
能量 二、动作是舞蹈创作思维的物质载体 三、舞蹈创作将无形的思维变为有形的动作图式 第六节舞
蹈创作思维的训练 一、舞蹈创作思维训练的教学原则 二、提高创作思维能力的方法 三、舞蹈创造性
人才的培养 四、舞蹈创作思维教学的主体与客体 五、实施教学的途径 第七节舞蹈创作意识与创作能
力测评 一、测评目的 二、寻找方法——模糊集合的引入 三、建立测评模式 四、讨论 第七章创作思维
阈 第一节思维阈及其分类 一、思维阈的概念 二、思维阈的分类 第二节思维阈的特质 一、思维阈的联
想特质 二、思维阈的情感特质 三、思维阈的统一性特质 四、思维阈的指向性特质 五、思维阈的目的
性特质 六、思维阈的结构性特质 第八章结构中的创作思维 第一节舞蹈结构思维的一般意义 一、作品
的结构 二、结构思维的本质在于传导作品的意义 三、结构思维的暗示作用 第二节结构作为语言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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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一、结构动作的语言含义 二、结构动作的运演 第三节结构作为节奏的意义 一、节奏与结构互为转
换 二、动作的秩序规则 三、构建舞蹈秩序的方法 第四节结构作为构图的意义 第五节结构布局的流畅
性 一、流畅的结构化平淡为神奇 二、结构流畅性的训练 三、结构流畅性的设计方法 四、动作与结构
的交织 第九章律动中的创作思维 第一节舞蹈律动的感知和限制 一、舞蹈律动的感知 二、舞蹈律动的
限制 第二节动作的律动方式 第三节主体性、辅助性和装饰性律动 一、主体性律动 二、辅助性律动 三
、装饰性律动 第十章舞蹈意境的生成与人物关系的确立 第一节舞蹈创作思维中两大难题 一、舞蹈创
作思维的归宿 二、意境中的两个极端 三、舞蹈人物的动静关系 第二节舞蹈意境的生成 一、舞蹈意境
生成的技术方法 二、舞蹈意境生成的美学方法 三、舞蹈意境生成的途径 第三节舞蹈人物关系的确定 
一、人物之于意境是物与心、实与虚的关系 二、《国旗下的士兵》对意境的追求 第四节意境与人物
关系确立的类型 一、单纯依赖关系 二、多重依赖关系 三、相互推进关系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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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内化动作与外化动作的认同 在课堂、排练室，我们注意到舞蹈者独自完成着
一个一个的动作，像在无人的空间自言自语；从舞蹈创作学上讲，他们的行为完全是社会的，是在为
社会大众接受所进行的前期个人体验。
从主观上来看，舞蹈者自我个性化的动作已经具有创作思维的特殊功能，它不受社会意识的控制；但
是，这种自我独立性是不完全的，因为它还没有被舞蹈者充分认识并使之完善。
从客观上来看，自我个性化的动作只代表着一种过渡，即从个人化向社会化的过渡，因而也是不完全
的。
 教学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个在一起训练的舞蹈者，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并不能
够对同伴设计的动作表示理解；只有当二人主体意识对动作设计的认知基本一致时，他们对对方呈现
出来的动作才能够理解。
如果二人主体意识不同，即使他们做出相似的动作，也会给对方造成很大的误解。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习惯于独立思考的人们不容易抓住别人的想法，从而对他们自己的想法也十
分偏袒；但是，密切接触的人们却能用最少的词语，通过“简练和清楚的”交流，理解彼此心中的复
杂含义。
 五、内化动作与外化动作的联结 现在，我们来讨论内化动作和外化动作相互联结的特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内化动作并不是外化动作的内容部分，它具备动作功能的全部内容，是一种动作
思维的图式。
由于意义并不确立，且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所以内化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图式来思维的，
是一种动态的、飘逸的、不稳定的图式。
但是，在外化动作的图式中，思维的内容是由动作表达的意义来确定的，外化动作和思维的联系基本
上是稳定的，动作图式和它表现出来的意蕴成为思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连续考察了上下相联系的动作图式后，我们才能理解动作思维的真正性质和含义。
通过对动作内化和外化相互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创作思维创造了动作内化与外化
的联结，完成了表意功能，解决了动作指向问题。
 创作思维的指向和流动并不同时伴随着动作的展开，动作有动作的过程，思维有思维的过程，动作过
程可能是主观的驱使，也可能是职业的习惯动作，并不完全由意识支配，在二者之间不存在机械的一
致性。
思维有其自己的结构，同样，从舞蹈创作思维到动作的过渡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舞蹈动作表现的背后潜藏着多少创作者的智慧和投入，正如“体验派”表演体系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要求演员“潜台词”表演，应该具有比在舞台上表演出来的东西更多的内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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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蹈创作思维》写到，“舞蹈创作思维”可以针对从来没有尝试过舞蹈创作的学习者，他们之前可
能非常怀疑自己的舞蹈创作才能。
与别的舞蹈教科书不同的是，《舞蹈创作思维》所有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发掘舞蹈者本来已经具备但还
没有释放出来的创作才能。
而那些在创作领域奋力拼搏了多年的年轻编导们，如果希望通过加强创作思维、创作方法训练以突破
创作中的瓶颈问题，更好地运用针对性强，有实际价值的创编技巧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他们将通过
《舞蹈创作思维》提供的思维原理和训练而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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