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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舞蹈文化。
“舞蹈”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舞蹈”指的是舞台艺术舞蹈；广义的“舞蹈”不仅包括舞台艺术舞蹈，也囊括存在于民众之
中的旨在自娱、健身、祭祀及娱人的舞蹈。
本书从广义的角度将人类的舞蹈现象称之为舞蹈文化。
因此，这本书是以人类的各种舞蹈行为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各种舞蹈行为中的基本理论，涉及种类
舞蹈的发生、发展、形态、功能等，进而对这些理论作概括性的论述。
在此意义上，我们将这本书称为《舞蹈文化概论》。
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诸多概念，这些概念是建构理论的基础，也是我
们认识、掌握理论的前提。
其次重点分析、讲解基本原理，即舞蹈发生、发展的原理及舞蹈分类的原理，并概括舞蹈文化乃至于
种类舞蹈的特点、功能等。
为此，第一章 从宏观角度探讨了舞蹈文化；第二章 从微观层面分析了舞蹈文化的形式要素；以下章
节从中观视角研究了种类舞蹈，使我们的分析、讲解形成整体或一般性研究与个别或独特性研究相结
合。
由此，企望读者对舞蹈文化的一般及舞蹈种类的个性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作为一门课程，“舞蹈文化概论”是舞蹈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是舞蹈学科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掌握舞蹈文化的基本知识，认识舞蹈文化的基本原理，掌握舞蹈文化
的基础理论，使同学们对舞蹈文化有较为系统的认识，以提高同学们的专业基础理论修养。
为进一步学习中外舞蹈历史以及与舞蹈专业相关的边缘学科，如舞蹈教育学、舞蹈心理学、舞蹈人类
学等，奠定专业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种类舞蹈或从不同的层面研究舞蹈文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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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舞蹈文化概论》的研究对象是
舞蹈文化。
“舞蹈”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舞蹈”指的是舞台艺术舞蹈；广义的“舞蹈”不仅包括舞台艺术舞蹈，也囊括存在于民众之
中的旨在自娱、健身、祭祀及娱人的舞蹈。
《舞蹈文化概论》从广义的角度将人类的舞蹈现象称之为舞蹈文化。
因此，《舞蹈文化概论》是以人类的各种舞蹈行为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各种舞蹈行为中的基本理论
，涉及种类舞蹈的发生、发展、形态、功能等，进而对这些理论作概括性的论述。
在此意义上，我们将《舞蹈文化概论》称为《舞蹈文化概论》。
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诸多概念，这些概念是建构理论的基础，也是我
们认识、掌握理论的前提。
其次重点分析、讲解基本原理，即舞蹈发生、发展的原理及舞蹈分类的原理，并概括舞蹈文化乃至于
种类舞蹈的特点、功能等。
为此，第一章从宏观角度探讨了舞蹈文化；第二章从微观层面分析了舞蹈文化的形式要素；以下章节
从中观视角研究了种类舞蹈，使我们的分析、讲解形成整体或一般性研究与个别或独特性研究相结合
。
由此，企望读者对舞蹈文化的一般及舞蹈种类的个性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作为一门课程，“舞蹈文化概论”是舞蹈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是舞蹈学科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程。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掌握舞蹈文化的基本知识，认识舞蹈文化的基本原理，掌握舞蹈文化
的基础理论，使同学们对舞蹈文化有较为系统的认识，以提高同学们的专业基础理论修养。
为进一步学习中外舞蹈历史以及与舞蹈专业相关的边缘学科，如舞蹈教育学、舞蹈心理学、舞蹈人类
学等，奠定专业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种类舞蹈或从不同的层面研究舞蹈文化奠定基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舞蹈文化概论>>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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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文化的种类第五节 舞蹈文化的特点第二章 舞蹈文化形式要素第一节 动作第二节 构图、道具、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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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与变化第三节 民间舞蹈的分类及形态第四节 民间舞蹈的特点第五节 民间舞蹈的底蕴、属性、
精神第六节 民间舞蹈的功能第七节 民间舞蹈的现状与走向第四章 宫廷乐舞文化第一节 宫廷乐舞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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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舞蹈文化第一节 宗教与宗教舞蹈第二节 宗教舞蹈的起源与发展第三节 宗教舞蹈的分类第四节 宗
教舞蹈的特点第五节 宗教舞蹈的功能第六节 宗教舞蹈的存续第六章 舞厅舞蹈文化第一节 舞厅舞的含
义第二节 舞厅舞的沿革第三节 来源、风格、功能第四节 舞厅舞典型形态第七章 群众舞蹈文化第一节 
种类与形态第二节 意义与特点第三节 群众舞蹈教育第八章 艺术舞蹈文化第一节 艺术舞蹈的发生与变
化第二节 艺术舞蹈的种类第三节 艺术舞蹈的特征与功能第四节 民族舞蹈创作的多样化第五节 艺术舞
蹈的创作者第六节 艺术舞蹈教育第九章 舞蹈文化研究第一节 研究资料第二节 研究角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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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舞蹈文化概述舞蹈是人类文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娱、娱神、娱人以及表情达意的需求而创造
的以人的肢体动作为主要手段的文化。
我们当下使用的“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文化是“个人的素养及其程度。
即包括人受教育的程度、知识的多少、涵养的有无等”。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创造的一切形式、方式，且主要指这些形式、方式中蕴涵的文
化准则和文化逻辑。
有些学者将人类的广义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为了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需求而创造的文化是物质文
化，主要指物质生产行为中的人文关怀层面；为了规范人类行为而制定的伦理、规章、法律等是制度
文化，主要指规约人类行为中的准则；为了满足人类精神需求而创造的哲学、宗教、艺术等为精神文
化。
以人体动作为主要手段的舞蹈，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为了自娱、娱神、娱人以及表情达
意而创造的文化形态，故应属精神文化范畴。
第一节 舞蹈文化的概念我们对舞枪弄棒的武术、节奏鲜明的体操、惟妙惟肖的哑剧、狂放不羁的街头
劲舞、朴实无华的民族民问舞蹈、精雕细琢的舞台艺术舞蹈等人体动作行为早已司空见惯。
且让我们从前述以人体动作为手段的现象中指出哪些是舞蹈，理应轻而易举。
但是依据什么去确认什么是舞蹈？
对此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并非易事。
而试图从理论上对此作出解释的，即舞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释义，众说纷纭，在此仅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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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也许是冥冥中的命运使然，34年前懵懵懂懂地就将自己交给了舞蹈，习舞、演舞、教舞、研舞，几经
折腾，流过一些汗，也有过难眠之夜。
不过一路走来倒也让我对舞蹈有了些许的体悟与认识。
在我看来，舞蹈是文化，是人类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而创造出的文化，它不仅仅有技艺的属性，更有文
化的内涵。
广义的“舞蹈”，囊括自娱、娱神、娱人、表现等类的舞蹈。
其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内涵丰富、风格多样，且种类舞蹈之间关系密切。
因此，舞蹈专业各层次的学生，不仅应修炼舞艺，还应修养舞学；不仅要掌握和认识舞台艺术舞蹈，
也应认识民间舞蹈、宫廷舞蹈、宗教舞蹈等，由此加深、拓宽认识舞蹈的深度与视野，为深入认识舞
蹈文化奠定基础。
为此，身为舞蹈理论教员的我编写了这本教材，期望同学们通过学习能对舞蹈文化有更全面、系统、
深入的认识，也由此深化对舞台艺术舞蹈的自觉。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他人收集、整理的资料，借鉴了诸多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包
括部分网上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没有他人的前期研究成果，此书很难面世。
所以在此我向本书引文的所有作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同时也借此向所有支持、帮助我完成此教材的人
表示衷心的谢意。
另外，如果本书在引述或借鉴他人观点过程中理解有误的话，也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歉意。
在编写的过程中，考虑到教学对象及教学的需要，当然也由于我自己的学养原因，有的章节可能探讨
的比较系统、深入，不仅篇幅长，且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而有的章节对舞种只做了简单介绍和分析，
不仅篇幅短，而且探究的力度不足。
另外，在本书中吸纳了拙著《四川凉山彝族传统舞蹈研究》的部分内容。
在此对以上两点特加以说明。
为了对学生负责，也为了对自己负责．非常想写好这本教材，但由于本教材内容涉及的面比较广，加
之我的水平所限，书中可能存在诸多问题，敬请各位同仁、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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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蹈文化概论》作为一门课程，“舞蹈文化概论”是舞蹈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是舞蹈学科各专业
学生的必修课程。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掌握舞蹈文化的基本知识，认识舞蹈文化的基本原理，掌握舞蹈文化
的基础理论，使同学们对舞蹈文化有较为系统的认识，以提高同学们的专业基础理论修养。
为进一步学习中外舞蹈历史以及与舞蹈专业相关的边缘学科，如舞蹈教育学、舞蹈心理学、舞蹈人类
学等，奠定专业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种类舞蹈或从不同的层面研究舞蹈文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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