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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芭蕾舞史》

前言

　　为中国芭蕾舞书与歌　　一个静静的夏夜，我缓缓打开摆在面前的《新中国芭蕾舞史》手稿，慢
慢地进入了书中所描述的日日夜夜——新中国芭蕾舞发展的日子。心中暗暗感叹，邹之瑞，一个北京
舞蹈学院芭蕾舞专业的毕业生，一个曾经在中央芭蕾舞团担任过主要演员，而后奔赴美国留学的芭蕾
“公主”，是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实现从演员到芭蕾舞学者的转变的呢？　　书中，邹之瑞尽其所能
地详细叙述了中国芭蕾舞艺术从诞生到壮大的主要历史过程。这一历程，从白俄罗斯芭蕾舞者们为了
躲避苏联“十月革命”的风暴，而在东方的中国落脚开始，一路风风雨雨的，有辉煌的收获，也有艰
难曲折，并没有一帆风顺。邹之瑞在书中告诉了我们，20世纪50年代，戴爱莲表演的《和平鸽》怎样
引发了“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的尴尬历史，告诉了我们中国人怎样在刚刚学习了短短四年之
后就演出了全本《天鹅湖》而创造了世界芭蕾舞史的奇迹，告诉了我们《红色娘子军》问世时带给全
世界的惊喜，告诉了我们“文革”期间“样板戏”的普及怎样使芭蕾舞陷入了既飞速成长又僵化的两
难境地。芭蕾舞，是人类舞蹈发展史上的一颗明珠。芭蕾舞传人中国的过程，就是另一种“西学东渐
”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芭蕾舞学生们老老实实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承续了纯粹
的俄罗斯芭蕾舞学派的技术风范和独特审美风格。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芭蕾舞人都承认，中
国现在是俄罗斯古典芭蕾舞学派最好的保存者。只要中国芭蕾舞者登上世界芭蕾舞比赛大舞台，技压
群芳，摘金夺银，西方观众往往会吃惊而又欣喜万分地赞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对于世界芭蕾舞艺术的
巨大贡献。这中间该有一定的秘密吧？秘密的解答其实就在历史脚步里。邹之瑞勾画了历史的脚印，
促使我们反思中国芭蕾舞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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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芭蕾舞史》

内容概要

《新中国芭蕾舞史》从浩繁的资料中收集并运用大量的证据，对自裕容龄以来至2012年百余年中国芭
蕾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描述。对其中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以及重要作品，在广泛深入
研究及大量数据采集和对相关专家学者以及资深从业人员的大规模访谈讨论后，给出了清晰的独立分
析与评价。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探求芭蕾艺术的发展规律，梳理出一部比较完整的芭蕾舞在新中国的
发展史。

Page 3



《新中国芭蕾舞史》

书籍目录

引言 一、本书所使用的主要概念 二、中国芭蕾舞史研究的主要参考坐标 三、本书的写作目的和结构 
四、本书的说明 第一章新中国芭蕾艺术的历史准备（1950年前）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二
、西方舞蹈文化的传人 三、新舞蹈艺术的滥觞和吴晓邦 第二章新中国芭蕾事业的奠基（1950—1964年
）  第一节新中国芭蕾舞的起步 一、新中国芭蕾舞第一部作品《和平鸽》 二、新中国芭蕾舞的导师戴
爱莲 三、新中国芭蕾舞的组织准备与教学奠基 第二节芭蕾学科的建立 一、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专业
的建立和学科建设 二、欧洲古典芭蕾风范的学习 第三节中国芭蕾舞创作的突破与历史成就 一、芭蕾
范式下的《鱼美人》 二、《红色娘子军》的杰出成就 三、上海芭蕾舞事业与《白毛女》 四、芭蕾民
族化的中国经验 第三章“文革"时期的中国芭蕾（1966—1976年） 第一节“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
军》和《白毛女》的普及与影响 一、关于“革命样板戏” 二、《红》、《白》两剧的“样板”历程
及其广泛普及 三、古典芭蕾在中国发展的停顿 第二节新创作：《沂蒙颂》和《草原儿女》 第四章 中
国芭蕾的复苏与繁荣（1977—1989年）  第一节综述 一、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二、新时期舞蹈艺
术的总体态势 三、新时期中国芭蕾艺术综述 第二节中外经典剧目的复排 一、芭蕾经典的力量 二、《
鱼美人》的更新 第三节芭蕾舞剧创作的壮大繁荣 一、外国名著的芭蕾改编 二、民族化探索的重要成
就 第四节芭蕾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艺术院团的争相鼎立 二、全国芭蕾比赛机制的确立 第五节中外芭
蕾舞文化交流 一、影响重大的外国芭蕾舞团来华演出 二、中国芭蕾舞走向世界 第五章 中国芭蕾的繁
盛期——市场经济下的发展（1990—2011年） 第一节综述 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二、20世
纪90年代以来中国芭蕾发展综述 第二节新世纪市场经济下的中国芭蕾 一、红色经典的旋风 二、中国
芭蕾的“五分天下” 三、“芭蕾民族化”的延展创作 四、“现代芭蕾”的风格突破 第三节 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中外芭蕾舞文化交流 一、经典剧目的东方演绎 二、中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独特魅力 三、
国内外芭蕾舞演出双向交流的别样风采 第六章关于建立中国芭蕾学派的历史回顾和前瞻 第一节中国
芭蕾发展的时空缺憾 一、历史缺憾——中国芭蕾的错失时机 二、时代缺憾——中国芭蕾发展的空间
错位 三、创作缺憾——中国芭蕾发展的人才短缺 第二节关于未来建立芭蕾中国学派——芭蕾的东方
学派的一些构想 一、芭蕾中国学派（芭蕾东方学派）初步的总体要求 二、中国芭蕾未来的发展走向
：在世界古典芭蕾和现代芭蕾基础上的民族芭蕾和中国气派的现代芭蕾 第三节世界芭蕾发展历史对中
国芭蕾发展的启思 一、欧洲古典芭蕾发展的重要线索 二、中国芭蕾发展的思考 三、呼唤芭蕾中国学
派在新时代的诞生 参考文献

Page 4



《新中国芭蕾舞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们说：一叶知秋。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一个动作的诞生，多少可知中国芭
蕾舞剧创作的艰辛，从而得到中国芭蕾发展的历史讯息：让芭蕾艺术与民族艺术结合，是一条可以更
多地得到中国观众认同和喜爱的可行之路。 （二）《白毛女》的样板历程 芭蕾舞剧《白毛女》改编
自歌剧《白毛女》，其间做了一些艺术上的改动和处理，如在表演形式方面，在情节内容方面，等等
。这些都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芭蕾舞剧《白毛女》变成“样板戏”的改编历程就像剧中“喜儿”的经
历一样，命运多舛，倍受折磨。 1966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
之异——大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的诞生》一文，用大版篇幅报道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的
演出过程，对该剧的多方面的阐释都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倾向。 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文化革命中的一朵香花——祝贺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成功》，至此，该剧开始被归列到“文
革”的革命文艺之中去。 1967年4月24日，毛泽东主席观看《白毛女》。此前的4月18日江青赶在毛泽
东之前，匆忙观看了此剧。4月25日，作为“文革”中文艺工作的主管领导，江青对该剧提出卜些修改
意见：①在戏中进一步突现军队作用，大量增加八路军和敌人的战斗场面；②喜儿的反抗精神还不够
，应该一开始就有反抗精神。总之，要加强阶级斗争的内容，提出要对全剧进行“彻底的修改”。从
此她的这些意见就像“紧箍咒”一样紧锁在全体剧组创作演出人员的头上。 1967年10月22日，江青在
观看了中央芭蕾舞团改编的《白毛女》后，一方面对改编中脱离上海版本太远的地方提出批评，另一
方面又更加强调“突出主要人物”，“加强武装斗争”。 1972年4月，江青又提出一个修改方案。这
被称为“约合方案”，又叫“江青方案”。1975年2月，上海《白毛女》剧组奉调进京，来实行“江青
方案”。但改来改去总是让人无法信服。江青这个对艺术一知半解的“瞎指挥”终于无计可施。结果
，原本在艺术上比较完整的《白毛女》在“文革”中被不断地用政治来僵化其艺术性，最终伤痕累累
，遍体鳞伤，终于无法演出。直到“文革”结束，《白毛女》才恢复了自己本来的艺术样貌。 变成样
板戏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迅速在全国推广、普及开来。不仅仅是所有的芭蕾舞专
业学校、学科和演出团体放弃正常的芭蕾教学和演出，集中于排演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更普及到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了。中国大地上一时间出现无数个“吴清华”、
“洪常青”和“白毛女”。芭蕾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艺术样式，它本身对舞台等艺术元素有相当高的
要求；但在那时的中国，在无数的乡村、工厂的土台子上就上演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
女》的片段或全剧。“文革”前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两剧，是成功的中国风格的芭蕾舞剧
，而在“文革”中，却在中国大地上变成“土芭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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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芭蕾舞史》适用于艺术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及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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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出版社真⊙﹏⊙b汗
2、正版图书，但印制得稍显粗糙

Page 7



《新中国芭蕾舞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