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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舞蹈教程》

前言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敦煌文化占有她重要的历史地位。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对敦煌文化
有这样的论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
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而敦
煌壁画则是敦煌文化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敦煌壁画历经一千六百余年，她蕴含着我国丰富的舞
蹈文化遗产，其中的舞姿造型琳琅满目，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它们既保持着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
又有着基本统一的风格特征和审美规律。为我们研究、继承古代优秀的传统舞蹈风格，弘扬中华舞蹈
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　　敦煌舞蹈风格的形成与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兴衰发展密
不可分。敦煌在历史上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随着商队过往，带
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兴盛，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与东方的文明齐聚在了这里，又经过敦煌地域
文化的洗礼、交流、碰撞以后传到了中原，佛教文化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　　敦煌舞作为一
种崭新的舞蹈样式，诞生于1979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它使得敦煌壁画中的舞蹈活灵活现地
走向观众，为世界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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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敦煌舞作为一种崭新的舞蹈样式，诞生于1979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它使得敦煌壁画中的舞
蹈活灵活现地走向观众，为世界所瞩目。作者通过在教学中的讲解和指导，使更多的青年人了解敦煌
舞，喜欢敦煌舞，并热爱敦煌舞，使大家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体验敦煌舞蹈文化，共同挖掘和探索
这座人类文明的艺术宝库。
这一课程的训练内容是以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形象为依据，教材内容与壁画中的形象有关，组合以综合
表现形式呈现，每个组合在队形上都有相应的变化设计，在以风格和技术为目的的身体训练的同时，
还包括历史、文化、表演等相关理论方面的内容，适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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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敏，国家一级演员，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教授，敦煌舞教研室主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1995
年至今，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古典舞系、民间舞系、编导系、研究生部和香港演艺学院中国舞系承
担中国舞本科、研究生的教学工作。负责《敦煌舞——伎乐天舞蹈形象呈现》《古典舞基本功训练》
《古典舞身韵——徒手》《古典舞身韵——袖舞》等课程的教学。
曾在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中扮演英娘；舞剧《箜篌引》中扮演无忧公主；舞剧《山魂交响曲》
中扮演苗依。自1991年至1995年连续5年在中央电视台和文化部春节歌舞晚会中表演独舞《敦煌梦幻》
《天宫伎乐》《飞天》《反弹琵琶》《良宵》等，1994年拍摄完成舞蹈艺术专题片《敦煌不沉眠》。
发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有：《敦煌舞蹈教学研究集——敦煌心语》《试论敦煌飞天的动感与艺术形象
》《丝路花雨》《敦煌飞天 ——艺术瑰宝》《敦煌舞蹈创作方法研究——舞剧九色鹿案例研析》等。
创作的作品有：《霓裳羽衣》《静夜思残春》《庆善乐》《闻法飞天》《反弹琵琶品》《绚丽敦煌》
舞剧《九色鹿》和舞蹈艺术专题片《敦煌不沉眠》。
荣获桃李杯优秀园丁奖。2008年获荷花杯专业艺术院校优秀园丁奖；所创剧目《文法飞天》获表演铜
奖。同年获华北五省舞蹈比赛指导一等奖；编创剧目《反弹琵琶品》获表演一等奖、创作二等奖。
2007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9年被学院评为学生就业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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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莫高窟自开建以来，经过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几个朝
代，一千多年间陆续不断地开凿和整修，先后共修建了数以千计的石窟。由于长期的岩石风化引起的
塌陷，流沙的掩埋和人为的破坏，现存共有735个洞窟，内存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100余身，分
布在南北约1500公尺的崖壁上。壁画内容包括佛本生、佛传、经变、供养人和建筑彩画图案等，堪称
当今世界上连续营造时间最长、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石窟群。 敦煌石窟艺术博大精深，
气势宏伟，融建筑、壁画、雕塑为一体，内容极为丰富，民间画师在继承中原汉族和西域兄弟民族艺
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并融化了外来的表现方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华民族风格的佛教
艺术。这些文物遗存，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艺术的高超水平和不同时代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发展
的历史，而且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宗教、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
外往来、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是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1900年，在莫
高窟16窟甬道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保存了大批从5世纪到11世纪600年间古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
字的文献写本，有汉文、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书写的佛教、道教、摩尼教、基督教
的经典，还有经、史、子、集、官私文书、古拓本、刻本、星图以及木刻画、绢画、剪纸、丝织品等
等。藏经洞及其文物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界。 这些包罗万象的古籍文献是研究古代文化的瑰宝，具有
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敦煌学这门“显学”亦由此诞生。莫高窟“藏经洞”遗书的发现，使莫高窟在
沉寂近千年后凸显在世人面前，光耀四射。莫高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是人类文明的骄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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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稿甫成，虽略感轻松，总算把自己30年来对敦煌文化的孜孜以求，对敦煌舞蹈的教学实践作了小结
、跃然纸上。但仍感沉重，心潮起伏，难以平静⋯⋯舞蹈事业的艰辛与伟大，相信每一位在此道路上
拼搏过的同行们心里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向着事业道路上的每一
个目标不断攀登奋进从不敢懈怠。我清楚的记得当2008年伎乐天形象呈现研究作品部分成功地呈现在
舞台上后，我听着尾声的音乐不禁泪流满面，那是因为我被音乐中那种西部沙漠的苍凉与悲壮，那种
对敦煌文化的崇敬与挚爱，那种行者足下的艰辛与孤独，那种以生命换取的不朽赞歌而深深感动，我
犹如沙海深处的一叶小舟，为着生命中的绿洲而竭尽全力，勇往直前。我虽渺小，但在我心中装载着
继承祖国优秀舞蹈传统文化的热情与使命，我希望自己的研究与实践能成为后来者的铺路石，能为敦
煌舞事业发展做一点贡献。我将一如既往地遵循“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原则，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继续为中国古典舞事业的建设贡献自己绵薄之力。本书自2006年至今，已经经过六届研究
生和三届本科生的教学实践，得到专家的肯定和学生的喜爱。在此期间我广泛听取相关学者的意见，
对教材不断修改、扩充与完善，至此正式出版之际我仍然觉得还有许多不足，尚需完善，但时间不等
人，艺无止境，学术之路对我而言才刚刚开始，这且是我目前在学识方面最真实的记录，希望广大读
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同时我最不能忘记的还有那些无论是在我启蒙教育阶段、还是舞台实践阶段、或
是教学研究阶段对我倾注了心血的人们。我不能忘记他们，更要感谢他们。我11岁就进入了甘肃歌舞
团（现甘肃省歌舞剧院），是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使我认识了敦煌舞，在刘少雄、许琪、珠江
等导演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使我成为新一代的主角英娘，奠定了我未来学术发展的基础。敦煌学
研究大师段文杰先生长期以来对我在敦煌舞蹈的实践探索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使我受益匪浅、终生
难忘。1987年，我来到北京舞蹈学院深造，毕业后留在了青年舞团，是当时的老院长吕艺生、熊家泰
教授，还有现在大洋彼岸的郜大昆老师鼓励我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敦煌舞方面继续探索和实践，这
期间我制作出版了舞蹈专辑《敦煌不沉眠》，舞动青春，舞动敦煌。1997年，我告别舞台走上了教学
岗位，这为我系统的总结20年来的舞台实践，更加潜心地研究敦煌舞创造了条件。舞蹈学院王传亮书
记、前任院长王国宾、现任院长李旭都对敦煌舞的教学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副院长郭磊、邓佑玲
和前几位系主任明文军、王伟（两位现已为副院长）、满运喜的直接领导下，敦煌舞教学从无到有，
开创性的成立了古典舞系敦煌舞教研室，由我来负责，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本书随即应运而
生。在本书创作过程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会长王胤、学院原研究所所长刘
建，和科研处以及我的同事同学张军、庞丹教授等，还有古典舞系05级香音班的学生和研究生们，都
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领导和编辑，
没有他们的关注和督促，就没有本书的问世。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段文杰先生（95岁）和董锡玖老
师（86岁）相继驾鹤远行，我缅怀他们的同时更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我努力，我呼唤，业内业外
、海内海外、社会力量、有识之士抓紧对敦煌舞蹈的挖掘整理和创新研究，大家携起手来，共创敦煌
舞学，我将矢志不渝。史敏201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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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敦煌舞蹈教程:伎乐天舞蹈形象呈现》编辑推荐：学术丰碑：作者为世界上唯一一所舞蹈专业的最高
学府北京舞蹈学院敦煌舞教研室主任，结合三十余年的表演和教学经验，倾心诠释古典舞蹈艺术精华
之一——敦煌舞的美学价值。内容宏富：《敦煌舞蹈教程:伎乐天舞蹈形象呈现》配有教学图片600余
张，通过每个步骤的配图分解展示敦煌舞在站姿、行姿、跃姿、旋转以及舞绸各个方面的表演技巧，
有助于学舞者从基础到高阶掌握敦煌舞的表演能力。追本溯源：《敦煌舞蹈教程:伎乐天舞蹈形象呈现
》不仅是一本舞蹈教程，而且深刻讨论了敦煌莫高窟的形成以及敦煌舞艺术在各个时期的舞蹈语言，
由浅入深地解读敦煌舞的形象本源及艺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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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J722.4/5087 参考
2、版权印刷：2012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3、还记得第一次翻阅，做展示的女孩子很漂亮，舞蹈也很美。
如果说芭蕾可以带来优雅端庄，那么敦煌舞蹈便可让人感到女人的曲线美。
动动静静，撩拨心弦。
4、不了解敦煌舞的快来快来看过来！
5、看不懂，多为图片真人（美啊！）拍摄的舞蹈动作（美啊啊啊！）⋯⋯所以看不懂⋯⋯也还是看
得挺享受。。。。书中见到“翻花”“缠丝腿”⋯⋯“力发于腰，传到肘、腕⋯⋯达绸带的稍”⋯⋯
眼熟嘞
6、书不是很厚，内容还不错
7、内容很详细，图片很美的一本书，值得学习与收藏
8、传承的意义也许大过于对现世舞者的帮助。不过，真心美啊⋯⋯
9、收到书很喜欢，有张DVD就完美了，书是样品书，很旧
10、非常棒 ，比现在的现代舞蹈好多了
11、居然是根据壁画编的舞，太厉害了
12、虽然自己不是学舞蹈的，但是这本书里的图片其实就是敦煌壁画的现实版
13、随便翻了几页，还没细看。书籍装订印刷都很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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