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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编舞理论与技法》这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体系完整、结构严谨的专著按照舞蹈创作的规律
，从宏观感性的创作理念突破，再到微观理性的作品选材角度落实；从舞蹈层级的最小单位动机开始
，继而扩大到舞句和舞段；随后再阐述其在独舞、双人舞、舞剧中的具体应用；最后以三部优秀的中
外舞剧做实际案例分析。
尤其是在舞剧创作理论上，作者肖苏华老师提出了自己许多完全崭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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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著名舞蹈编导、教育家、理论家、北京舞蹈学院资深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舞蹈家协会芭
蕾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

曾二十七次代表中国出任重大国际芭蕾舞和现代舞比赛的评委，以及二十多次担任全国性舞足舀比赛
的评委。

1987—1988年，曾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师从世界著名芭蕾大师格里戈罗维奇在莫斯科大剧院深造。

主要创作作品：芭蕾舞剧《阳光下的石头》、《红楼幻想曲》、《断桥随想》，民族舞剧《天马萧萧
》，现代舞剧《梦红楼》等二十多部大型舞剧舞足舀作品。
亲自指导创作的八个舞足舀作品分别荣获国际芭蕾舞和国际现代舞比赛的四个大奖和四个金奖。

主要专著：《芭蕾之梦》、《芭蕾艺术欣赏》、《国际流行交际舞》等，译著有《历史生活舞蹈》、
《古典芭蕾双人舞》、《古典芭蕾100堂课》等六部，并在全国性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文章一百多篇。

先后独立推出《交响编舞法》和《当代编舞理论与技法》两个舞蹈编导教学体系，培养了大量在国际
国内荣获金银奖的演员和编导，荣获国家教委和北京市颁发的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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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舞蹈
  (一)虚幻的空间
  (二)虚幻的时间
  (三)虚幻的力
  (四)表达情感与生命感悟
  (五)表现性的人体造型动作的艺术
二、舞蹈编导
  (一)舞蹈编导的历史使命
  (二)舞蹈编导的地位与作用
  (三)舞蹈编导是复合型的创造人才
第一部分
第一单元  舞蹈动机及其发展变化
  一、舞蹈动机的定义
  二、舞蹈动机的分类
  三、舞蹈动机在创作中的作用
  四、编选动机的六条标准
  五、动机的发展变化
  六、动机及其发展变化的作业练习
第二单元  舞句
  一、舞句的定义
  二、对舞句的要求
  三、舞句的练习
第三单元  舞段
  一、舞段的定义
  二、对舞段的要求
  三、对舞段创编的一些思考
  四、舞段中动机运用的几种方式的练习
  五、舞段练习
第四单元  主题变奏
  一、主题变奏的定义
  二、变奏手法的运用
  三、舞蹈主题变奏的几种方法
  四、主题变奏练习
第五单元  卡农
  一、卡农的定义
  二、卡农的表现形式
  三、编创卡农舞蹈的要求
  四、卡农练习
第六单元  奏鸣曲式
  一、奏鸣曲式的定义
  二、奏鸣曲式教学
  三、奏鸣曲式作业的练习
第七单元  舞蹈语言的六大基本技术手法
  一、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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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比
  三、展开
  四、变奏
  五、再现
  六、复调
第二部分
第一单元  独舞
  一、独舞的定义
  二、编创技术技法训练
  三、动作素材积累的方法
  四、动作编创的三个层次
  五、独舞小品的完成方式
第二单元  双人舞
  一、双人舞的定义
  二、编创前的双人配合练习
  三、双人舞编创教学
  四、双人舞中的几组关系
第三单元  舞剧
  一、舞剧的定义
  二、舞剧创作的两个阶段
  三、舞剧结构的构成要素
  四、舞剧结构的基本规律
  五、舞剧创作品质的六条标准
第三部分  舞剧案例分析
  一、现代芭蕾舞剧《阳光下的石头——梦红楼》分析案例
  二、现代舞剧《雷和雨》分析案例
  三、现代芭蕾舞剧《天鹅湖》(男版)分析案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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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六）舞段中保持5—6次呼吸起伏 这是延续舞句中“呼吸”规律的自然结果而呈
现出的长短不一的线条起伏。
一方面，舞段内的起伏线条可能会适当延长，因为舞段的持续时间比舞句要长得多。
而另一方面，一个舞段中还可能出现长短不等的舞句，从而相应产生长短不同的起伏线条。
 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舞段的编创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因此我们前面所谈的一些要求只能作为初学
编舞者的入门常识来了解和掌握。
 三、对舞段创编的一些思考 在创编舞段时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内在感觉”和“分寸感”的把握 由于舞段已经进入到起、承、转、合的较完整的结构呈现
阶段，因此编导就开始进入把握舞段结构的能力。
此时个人的“内在感觉”，个人的“分寸感”会起很大的作用。
面对要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舞思，如何切入，如何诉说，哪些材料一定要用，哪些要舍弃，如何组织
选好的材料，如何做到合情合理、疏密得当等问题，都会困扰初学者。
举个例子，某同学编了一个舞段，其中也有四个以上清晰的句子，也有对比，可是却给人感觉前后没
有太多关系，动作很多，却不知所云。
问题可能出在他过于理性地想达到老师们提出的要求，而放弃“内在感觉”。
我们常说“跟着感觉走”其实有时是非常必要的，有感觉总比没有感觉要强。
“内在感觉”实际上是一个编导内心的艺术感觉，是非常弥足珍贵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编导是要编感觉的，而不是编动作，动作只是他感觉的载体而已，因此在进入舞蹈
练习时，教师就要特别注意启发和培养学生的这种内在感觉。
另外，还要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即让学生合理地选择和编配自己积累的舞段素材，从一
大堆试编的素材中挑选出非用不可的素材，放弃不能用和可用可不用的素材，然后用最适当的方式进
行编创所要呈现的“内在感觉”。
不过好在对舞段整体编排结构的“内在感觉”和“分寸感”，可以通过反复练习和教师的指导取得较
大的改善和提高。
因此，遇到较大麻烦，编不下去或编不好的时候，不要气馁，更不能退缩，而要知难而进，保持平和
、自信的心理状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今天的挫折甚至是失败很可能为明天的进步和成功创造有利的
条件。
笔者个人的体会是挫折和失败比一时的成功要珍贵得多。
 （二）“由心而发”建立自己的个性 在编创舞段时既要倾听教师的指导、启发，纠正自己的问题，
更要倾听自己的心，相信自己的感觉；既要保持理性、逻辑性思维，更要全身心地投入。
任何艺术创作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与审美过程，而每个创作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生
命体验和审美标准，乃至对事物、社会、世界及宇宙的态度。
这一切是任何一个人都代替不了的。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舞如其人），每个人的创作都会有意无意地打上他个人独有的烙印。
因此，要自信，要敢于张扬自己的个性。
没有自信，什么事都难以做好，没有个性也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创作。
任何一个细微的表达，任何一个动作的质感，都要由内心而发，动作才会有较高质量，表达才能更真
实。
 我们也经常告诉学生，做一个编导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和对生活、社会的态度，这样才能
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而在表达的时候，编舞的时候，你又应该是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你应具备超常的想象力和逆向思维
能力，经常生出一些奇思妙想，经常去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去试着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这才有
可能编出不同的舞蹈表现形式和新颖而独特的动作，要大胆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向无限广阔的创作
天空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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