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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乐·舞韵》内容简介：莫德格玛，是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照下，成长起来的蒙古族著
名舞蹈艺术家。这位从14岁开始刻苦瓜习舞蹈的的艺术家，在她44年的艺术实践的道路上，曾以《盅
碗舞》、“东方红”舞蹈史诗中蒙古舞蹈的领舞一举成名，在中外观众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她那种踏踏实实，刻苦瓜研，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艺术品德给同行们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其中，她表演《盅碗舞》，不仅1962年第8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舞蹈比赛中获得了金质
奖章，而且她通过艰辛的艺术实践不断提炼，通过她的数千场次的千锤百炼日臻完善的过程中，达到
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铸造了久演不衰的舞台表演艺术家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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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实际上，研究蒙古舞蹈最终的定位不在于仅仅确定几项专题的科研方向，而是确立蒙
古舞蹈美学思想为远大目标。研究的方式方法以及研究自身的舞台艺术实践经验为初步依据，解析自
己几十年来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和高难度的多层次技艺及其结构特色；总结论述了自己表演艺术所讲究
的深层结构美；动律层次与韵味的潜在美；多层次技艺美；并由此提出和确立了蒙古舞蹈的格律化；
论证了蒙古传统舞蹈格律化特征的由来；剖析研究了蒙古舞蹈技术性难题等作为基础研究。再从“蒙
古诸部族舞蹈”的审美特征入手研究蒙古舞蹈的美学思想而竭尽所能，这就是我所追求的蒙古舞蹈的
科研目标和确定的每一个专题的研究方向。而且在每一个科研专题中显示了大目标的潜在意识，把蒙
古舞蹈美学思想的萌芽时期和形成的全过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每当我登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坛讲台上发表论文的时候；与多国学者专家的答辩中听到热烈评议与赞许的时候；在那定位较高的国
际研讨会上取得了学术地位的时候；所发表的科研论题在较大的范围得到确认的时候，我感悟到，一
个人一件事情莫过于社会的公认！当我带着喜悦的收获回国的时候，想到准备作成的事还有许多许多
的时候，这一切超负荷的劳累顷刻间消失了！眼睛瞪得大大地心里想着下一个科研目标，走出了国际
机场⋯⋯。（三）乌兰夫为我开道护航。1982年在北京饭店庆祝东方歌舞团20周年联欢会上，党和国
家领导人光临了我团的团庆，乌兰夫一见到我就说，“莫德格玛转眼间20年啦，你要带徒弟，你的基
本功深厚，要把自己掌握的东西搞成系列性教材；还要总结艺术实践经验，自己研究自己的艺术成就
，不必等人家／一来研究你呀！”事隔四年后，1986年2月26日这一天，我拨通了乌兰夫家的电话，向
他老人家呈报了通过蒙古舞蹈研究班总结自己几十年艺术实践经验；把自己成名之作《盅碗舞》搞成
了系列性教材，并创编了《蒙古舞蹈部位法教学》；对研究班学员从舞蹈作品到教学教材进行了特别
训练，构成了一台舞蹈晚会即将结业。同时从理论方面论证了“诗·乐·舞风”三为一体的蒙古舞蹈
传统结构模式等，还撰写了一本专著《蒙古舞蹈文化》已经脱稿即将出版。今后，打算再次举办研究
班确立蒙古舞蹈的格律化，为再深入研究作准备。乌兰夫赞许到：“太好啦，这是一门学问、是一次
突破性的进展，你要有志气确立蒙古舞蹈学，蒙古舞蹈的美学思想⋯⋯。我要去看看你的研究班看看
东方歌舞团”，我很吃惊也很高兴！紧紧地拿着电话筒聆听了他对我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蒙古舞蹈科研
方面的指令⋯⋯，当时，乌兰夫已经八十高龄了，思维还那么清楚！我特别高兴。事后，1986年3月1
日凌晨，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守着电话看着滴答滴答的钟表在等候，果真电话铃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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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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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丝绣舞姿的联想蒙古民俗、宗教与舞蹈文化蒙古舞蹈部位法蒙古舞蹈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概述我与
蒙古诸部族舞蹈风格及其他蒙古可汗宫廷礼仪舞蹈及古典舞蹈蒙古诸部族舞蹈概述蒙古舞蹈研究班在
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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