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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传统的对话》

内容概要

《现代与传统的对话:美学与中国古典舞高峰论坛论文集》收录了“中国古典舞第一届高峰论坛”的优
秀论文50余篇，从四个方面展示了古典舞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成就：一、美学视野中的古典与古典舞；
二、舞与文的沟通；三、古典舞的现代阐释；四、感悟与评论。书后附有吴海清所写论坛侧记“美学
与舞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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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传统的对话》

作者简介

周志强，1969年出生，汉族，山东滨州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
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
天津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写作协会副秘书长，明道大学客座教授（台
湾），中国大学语文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已发表论文近160篇，著有《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
》、《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等多部学术著作多部，已完成《白话文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等科研项目，目前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满运喜，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古典舞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首届本科教育系中国古典舞教育
专业，师承李正一、唐满城等诸多著名教授。毕业后在部队文工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担任表演、教学及领导工作。在20多年的
舞蹈教学教研实践中，先后创作了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等不同风格的舞种作品，培养的学生
曾在多项全国性的专业舞蹈大赛中获金奖。于2004年出版了第一部原创性的《中国民间舞基本功技术
训练教程》教材专著，已完成《中国古典舞审美研究与传承》、《中国古典舞表演性组合》、《中国
古典舞剧目库建设一历史研究》、《中国古典舞教学剧目集成》等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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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传统的对话》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对话：美学视野中的古典与古典舞 领悟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 静悄悄的美学革命 走向“身
韵美学” 第二编舞与文的沟通 加强古典舞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从“论题的性质”与“论说的意义”谈
中国古典舞 谈诗词与古典舞的联系 从古代舞蹈论看舞蹈艺术的特性 古典美学与文艺学概念和古代生
活的关系 舞蹈之“兴”与生命激活 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历史演变 以躯体语言挽留正在消逝的神秘的
美丽 大地之子山水恋情：谈古典精神 身体表现力的发展与舞蹈美学兴起的契机 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
之我见 立足文化，弘扬民族自主的中国古典舞之美 传统如何继续 中国古典舞的寻根之旅 关于中国古
典舞学科现状的认识与思考 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的一点看法 对中国古典舞训练的认识赵国政 历史地
看待中国古典舞 对古典舞建设的看法和建议 漫话中国古典舞 对学院派古典舞教学体系的看法 古典舞
的排他性及其题材外延的扩充 中国古典舞结合课与科学定位的具体看法 中国舞蹈文化建设格局变化
与学科建设战略调整 对古典舞当代问题的修正意见 苏轼“自然”论文艺创作观及对中国古典舞的启
示 从舞种建设到学科建设于 简论民族舞蹈审美意识的传承和变异 试论中国古典舞蹈 关于中国古典舞
的基本范畴与概念丛 敦煌舞的特色和审美特征 论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 柔化历史想象的
肢体律动 试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审美文化特征 中国汉唐古典舞“半月”形态构成之研究 第三编古典
舞的现代阐释 从舞蹈的发展历程看当今中国古典舞的未来之路 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 舞蹈艺术的
“抽象”与“移情” 东方与西方美学古典范畴内涵的现代阐释 你跳什么舞，你为什么跳舞 现代性视
野中的中国古典舞研究 对当代中国形象的一点思考与孙颖先生的中国古典舞 现代性认同与古典意蕴
创生 孙颖舞蹈古典意蕴的三个层面 从作品《逼上梁山》看中国古典舞的创作 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审美
传承与精神追求 中、日、韩舞蹈美学基础比较 含蓄与隐喻：中西舞蹈审美表达的异趣 第四编感悟与
评论 超然逸出，清空曼妙 俗世狂欢：东方舞蹈的美学精神 从文化认同到奇俗异观：新民俗舞蹈及其
他 附录美学与舞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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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传统的对话》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个是花山岩画，那个上面有很多骑马蹲裆式，跟我们现在的骑马蹲裆式一模一样
，这个是图腾崇拜，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再说多了，骑马蹲裆式主要是为了记录这样的文件，下面是摹
本，这是一个特写，就是把一个仇人，插了一把刀，这样刀的形状就是环形的，头上有一个圆的，就
是告诉脑袋这是一个骑马蹲裆式。这是花山岩画，头上是戴了羽毛的，我们知道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
周建立了雅乐体系，其中出了六大舞，有一个就是羽舞，后世学者给它注释是戴着羽毛的或者是披着
羽衣的，这个羽舞，实际上这个时代，在中原是在战国时代，可是在壮族的祖先的落越人时代，他们
是新石器时代，这个是戴着羽毛的，看了这个我就想到，我们戏曲里面的翎子功，难道跟这个没关系
吗？后来那么灵活的支配像《戏貂蝉》那个戏的翎子功用得非常巧妙，我觉得跟它有关系，而且我们
好多少数民族，我就不说了，太多了，少数民族有这种戴羽饰的习惯，这种形式难道跟我们后来的戏
曲的翎子功没有关系吗？我觉得它有关系。 我们再看春秋战国时代的雅乐体系。雅乐是不受人欢迎的
，由于社会的变革，生产的发展，社会逐渐从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很多的劳动者都得到了一定的解
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雅乐被人冷淡了，可是表演舞蹈却大大提升了，民间舞蹈大大兴盛了
，《诗经》里有很多描写我就不说了。 这个是战国玉雕舞女，我们从战国开始一直看到后头，有各式
各样的袖舞，这些舞者都是独立的身份，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说，战国时代在司马迁的《史记》里
头说，中山国地薄人众，很穷，那些女孩子游媚在诸侯的宫里卖艺甚至卖身，自己没有人身自由，就
是奴隶，这样的身份一直延续到整个封建社会结束，在唐代舞蹈艺术那么兴盛的时候，歌舞伎人也还
是奴隶。实际上在很多历史记载中她们都随意被人杀死，或者随意不要她们，但是我们舞蹈艺术，我
们的记忆就是这些人，是含着他们的血泪来创作的，而且这些创作逐渐地积淀在我们后世的戏曲里面
，这个里头有很多史料，我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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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传统的对话》

编辑推荐

《现代与传统的对话:美学与中国古典舞高峰论坛论文集》编著者周志强。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舞
蹈美学与舞蹈教育”分会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这次会议是舞蹈文化的一次高端头脑风暴
，盛况空前，代表了国际舞蹈界的最高水平。通过这次会议，中华舞蹈文化在国际美学界得到了充分
的展示，国际美学界也对中华舞蹈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中外舞蹈界共同谋求舞蹈文化的大发展大繁
荣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同时也向世界展示出中国舞蹈是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艺术，北京舞蹈学院
是以中国坚实的文化基础作为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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