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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舞越精彩——记第五届CCTV舞蹈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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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８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连续十天现场直播的第五届ＣＣＴＶ舞蹈大

赛成功举办。作为一直倍受文艺界和电视观众关注的ＣＣＴＶ舞蹈大赛，自２０００年首届大赛举办以

来，已历经９载，陆续推出了众多深受观众喜爱的舞蹈作品和舞蹈新秀。本届大赛报名期间共收到参赛作

品１１００多个，报名选手近１３０００人。经过初评，共有９０多个选送单位的１２０个作品入围决

赛。决赛设立了“群文舞蹈”、“少儿舞蹈”、“国际标准舞”和“街舞”的专场决赛，以及４天的综合

场决赛，综合场的比赛由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当代舞和群舞五个组别构成。９场势均

力敌的比拼，百余部作品扣人心弦的角逐，彰显出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国内舞蹈艺术普及和发展的迅猛势

头。令人应接不暇的舞蹈作品和即兴表演中所做的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评委点评，通过电视传播，直接

促进了舞蹈艺术的推广。另一方面，在电视媒体传播效应的催化下，当下舞蹈发展创作的诸多问题也显露

出来，众多舞蹈爱好者和舞蹈从业人员通过互联网或手机短信纷纷发表感想，关于舞蹈大赛的话题也顿时

成为圈内圈外人士争相讨论的热点。  

    群文舞蹈真挚 动人心扉  

    自２００２年大赛设立“群文舞蹈”专场比赛以来，受到了广大舞蹈爱好者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加上近年来群众舞蹈文化的蓬勃兴起，大赛特别增设了“群文舞蹈”专场的比赛。本届大赛共有２４０多

个作品、３６００多名选手报名参加“群文舞蹈”比赛，报名人数大大超过以往，作品质量也有很大的提

升，最终有２６个作品入围决赛。在连续两天现场直播的群文舞蹈比赛中，节目内容和舞蹈种类丰富多

彩，参赛选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群众和舞蹈爱好者，既有古稀之年的老艺人、朝气蓬勃的中学生，

也有热爱艺术和生活、坚韧乐观的残障少年。此外，全国各类舞蹈社团、厂矿企业等都积极参与到这次快

乐的舞蹈聚会之中，充分体现出ＣＣＴＶ舞蹈大赛大众化多元化的特点，促进了群众舞蹈文化这一舞蹈事

业重要支脉的健康成长，并成为大赛中不可或缺的闪光点。  

    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七届全国舞蹈比赛首开先例将参赛作品的题材规定为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

并且鼓励艺术家深入生活关注现实后，各类舞蹈作品开始试图以更加真实、质朴的面貌与观众相见。本届

舞蹈大赛涌现出一批直面社会热点问题、反映百姓心声的优秀舞蹈作品，这一现象在“群文舞蹈”专场比

赛中尤为突出。在本届“群文舞蹈”比赛专场的２６个风格各异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新一代石油工人

《踏着铁人的脚步走》的动感踢踏舞步；聆听社区老汉们欢乐的《二胡声声》；感受新疆人民《风中胡

杨》般刚毅、豪迈的精神；《乘着知识的翅膀》体现当代中学生们积极进取的风貌……此外，来自酒泉发

射中心部队演出队、四川地震灾区北川一中的学生，还有被授予“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称号的陆航二团

等基层官兵群众的原创新作纷纷上演。而两部风格迥异的金奖作品更是在编排和表演上独具一格，《快乐

的建筑工》中炫酷的街舞元素与建筑工人工作细节动作的巧妙结合，在动感的舞步中奏响劳动奏鸣曲；原

生形态的苗族祭祀舞蹈《水鼓舞》则用最质朴的原始节奏敲击着观众的心门。  

    少儿舞蹈首开 鲜亮夺目  

    “少儿舞蹈”是本届大赛新增设的比赛项目，共有２５０多个作品、３４００多名小选手报名参加。

在最终入围决赛的１４部作品中，既有小至５岁的幼儿园小朋友，也有来自专业院校的少年，参赛作品更



是各舞种、各风格应有尽有，令光彩夺目的“少儿舞蹈”专场决赛成为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其中，由开

封蓓蕾少儿艺术学校选送的《宝宝会走了》，直播后观众反响非常强烈，一度成为“央视舞蹈大赛点播

网”上点击率最高的作品，一位热心观众在网站留言发表评论说：“《宝宝会走了》来于生活，高于生

活，让天下所有为人父母的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影子。”很多观众都表示非常喜欢这种从孩子们生活细节入

手进行创作的少儿舞蹈。在“三翻翻、六坐坐、七爬爬”的童谣中，一群呀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小娃娃身着

可爱的虎头服饰，在迈出人生第一步的过程中，不断地跌倒、站起来。编导巧妙地将这个“娃娃学走路”

看似很平常的动作“动漫化”，并贯穿舞蹈始终，真实再现人生最难忘的第一步，同时又预示了孩子们会

勇敢面对漫漫人生之路、不怕困难险阻的精神。而采用拟人手法成功塑造猫鼠冤家的舞蹈《猫鼠之夜》，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配合上画龙点睛的“醉酒探戈”，生动诙谐地展现了猫智斗老鼠，最终将老鼠一网

打尽的故事。此外，本届大赛还涌现出《我也想当兵》、《飞蹄声声》等诸多优秀的少儿舞蹈作品，孩子

们富有童真、童趣的表演令观众又感动又欣慰，欢乐之情溢于言表。  

    综合场比拼 高潮迭起  

    综合场决赛的四场比拼可谓是高潮迭起，精彩纷呈。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赛中“军旅舞蹈”作

品在选材上更加多元、丰富，一如既往地成为大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四场决赛中既有表现现代化信息时

代通讯女兵工作状态的《键上奏鸣》曲；也有描写阵地前沿哨兵机警备战状态的《前哨》；由一个“正步

走”延伸而出的《跨越》，诠释了坚定的正步是军人的根基的意义所在；还有表现两阵抗衡的《红蓝

军》、所向披靡的《刀锋》等军旅舞蹈，都展示出新一代官兵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英姿飒爽的军人风貌。民

族民间舞蹈的创作探索及审美变迁是在本届大赛中凸显出的最大特色，以环保为主题的群舞《呼唤绿

荫》，在现实题材与彝族舞蹈的尝试性融合上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认可；藏族男子群舞《翻身农奴把歌

唱》在现代音乐节奏下舞出康巴汉子的豪放气派；三部傣族舞蹈作品《孔雀》、《吉祥树》、《孔雀部

落》更是在原有传统傣族“孔雀舞”的动律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变化，不约而同地回归到清一色的男子

舞蹈，这一现象也反映在本届大赛综合场决赛头一回改变了舞蹈赛事中司空见惯的“阴盛阳衰”的局面。

此外，兢兢业业、憨态可掬的《打鼓佬》、古典舞韵律中描绘梁山好汉林冲形象的《逼上梁山》以及热情

洋溢、帅气十足的《盘子舞》……都成为令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舞蹈作品。  

    为了给大赛增色添彩，直播现场不仅开设了第二现场专家点评，还专门新增了场外报道组。细心的观

众还会发现，连续沿用四届的ＣＣＴＶ电视舞蹈大赛，已在本届更名为“ＣＣＴＶ舞蹈大赛”；“群文舞

蹈”专场也经历了由“业余组”到“群创舞蹈”等名称的变迁。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均说明了“ＣＣ

ＴＶ舞蹈大赛”自创办起便在找寻和探索着最适合它的发展之路。但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也通过“镜头”

被放大，愈发凸显出来。例如国际标准舞专场比赛中，“中国元素”的泛滥运用以致国标舞原有的特性被

取代。当年，一支取材于电影《花样年华》的国标舞《别》在第三届ＣＣＴＶ电视舞蹈大赛中一炮而红，

但由成兵、瞿腊佳所演绎的《别》丝毫不失伦巴舞的韵味，反而浓郁的中国风情更加强化了伦巴的唯美气

质。而如今对“中式国标舞”的创新应注意“改良度”的把握，“中国元素”并非一剂“万金油”。另

外，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的音乐版权问题也在本届大赛暴露出来，在综合场一场比赛中的两个参赛作品《翻

身农奴把歌唱》和《乘风归去》都分别节选了电影《赤壁》和韩剧《大长今》的原声音乐，热心网友纷纷

在留言中质疑。可见为了舞蹈创作的良性运作和发展，舞蹈界迫切需要与舞蹈创作相关的知识产权知识的

加强。  

    今年，“小荷风采”、“桃李杯”、“荷花奖”等几个国内重要的舞蹈赛事在ＣＣＴＶ舞蹈大赛前相

继举行，紧随其后的第八届全国舞蹈比赛也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希望ＣＣＴＶ舞蹈大赛能连同其它众多比

赛促成舞蹈赛事与创作发展的良性循环，由赛事引发出更多、更有建设性的舞蹈界的反思和观众信息反

馈；也希望我们的舞者越赛越勇，精英将才层出不穷，在本届比赛良好的土壤中培育下一届大赛的茁壮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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