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名    密  码    验证码             请输入宝贝名称或关键词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繁体中文 

首 页 | 舞蹈资讯 | 舞蹈培训 | 舞蹈知识 | 舞蹈影音 | 舞蹈图片 | 下载天地 | 舞蹈商城 | 舞蹈论坛 | 舞网导航 

 最新公告 ： 庆贺艺苑舞蹈网喜获“南阳市先进网站”殊荣 [峻石 20 0 9 - 6 - 2 4  2 3 : 1 1 : 2 6 ]  

  >> 分 类 导 航

【【【【知知知知识识识识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 课堂理论 

┝ 专业常识 

┝ 实践技巧 

【【【【教教教教学学学学培培培培训训训训】】】】 

┝ 经验总结 

┝ 教学技巧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教教教教案案案案】】】】 

┝ 论文评论 

┝ 课程教案 

【【【【考考考考级级级级考考考考试试试试】】】】 

┝ 舞蹈考级 

┝ 试题测验 

  >> 超 级 搜 索

栏  目   搜索舞蹈资讯

类  别   按标题(名称)

关键词  

 站内搜索    网络搜索nmlkji nmlkj

  

  >> 赞 助 链 接

  >> 舞 蹈 培 训 TOP10

 2008年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周末业余舞蹈培训班招生简

章 

 南阳艺苑舞蹈培训中心招生简
章 

 南阳艺苑舞蹈培训中心简介 

 南阳艺苑舞蹈培训中心各班课
程安排及收费标准 

 南阳艺苑舞蹈培训中心硬件设
施简介 

 2008年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春季进修班招生简章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北京舞蹈学

院的舞蹈考级？ 

 2008年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寒假强化班招生简章 

 南阳市雏鹰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小天鹅少儿舞蹈艺术团培训班招

生简章 

 南阳市雏鹰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小天鹅少儿舞蹈培训班课程安排

及收费标准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教教教教案案案案    → → → →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评论评论评论评论    → → → → 关关关关注民族特注民族特注民族特注民族特异异异异性是民族舞蹈保性是民族舞蹈保性是民族舞蹈保性是民族舞蹈保护护护护的的的的关键关键关键关键之所在 之所在 之所在 之所在 [[[[普通文章普通文章普通文章普通文章]]]]

 [�双击滚屏] [大字 中字 小字] [收藏此页] [打印] [推荐给好友] [ 收藏到         ]

关关关关注民族特注民族特注民族特注民族特异异异异性是民族舞蹈保性是民族舞蹈保性是民族舞蹈保性是民族舞蹈保护护护护的的的的关键关键关键关键之所在之所在之所在之所在

http://www.zwdance.com  发表日期：2008-12-8  来源：艺苑舞蹈网  作者：史红  阅读次数： 686  发表评论>>

    文化与环境各个因素在总体的综合变化中，既显他变量

的性质，也呈自变量的性质，即每一因素的自身变化都是其

他因素变化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成为其他因素继续变化的

原因。通过以上对中国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各种舞蹈生态因素

的分析，可以发现民族舞蹈与舞蹈生态环境的关系极其错综

复杂，舞蹈的民族特异性是在多层次、多维度关系上被决定

的，它是多重舞蹈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各民

族对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各民族舞蹈因生

态环境不同而不同，而同一类型、同一民族舞蹈差异的原因

也正在于此。如在湘西剑川的少数民族中同一类型的“打

歌”明显地具有不同特点。彝族与傈僳族的“打歌”，脚上

动作占的比重很大，只跳不歌，无固定旋律，曲调随意性很

大；剑川东山白族的“打歌”，载歌载舞，表现为诗、歌、

舞三位一体，表演队伍增加了一些纵行直排的穿插变化，加强了上身和双手的动作。这是因为彝族与傈僳族生活居住在

山区、半山区，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至今还保留着一定比重的狩猎、游牧生活，因而他们的“打歌”保存了更多的原

始古朴风貌。白族主要居住在坝区，经济文化相对先进，因而白族“打歌”中保留的原始风貌要少一些，变异的程度更

大一些。再如苗族因居住的黔东南和黔西北的生态环境差异，导致芦笙歌舞的不同。前者聚族而居，生活稳定，因而芦

笙歌舞多为欢乐、热烈、稳健；后者分散居住在高寒山区，生活艰苦，芦笙歌舞长于机巧，有一定压抑感，舞蹈动作灵

巧，并加入杂技表演，表现出艰苦斗争中机敏坚韧的性格。 

    当然，随着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力度加大，也会出现舞蹈民族特异性分化、组合、融合

的现象。如云南普米族和纳西族、白族、彝族、藏族、傈僳族、汉族等兄弟民族相邻或杂居相处，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影

响。“醒英磋”中的道具扁铃、拨浪鼓等，明显是受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仆瓦磋”中的作揖等动作，又透出汉族文化

的影子。一个民族舞蹈与其它民族舞蹈的融合程度越高，它的外显性标志（如舞蹈语言、表现形式等）就越弱。其实，

一个民族舞蹈对变化的生态环境会积极应对、适应，会借用某些外来生态环境的因子，以实现对变化环境的适应，协调

并维持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如居住于云南通海的蒙古族，其现有的生态环境与原有的生态环境迥异，虽然他们表演白族

“霸王鞭”，演唱彝族“跳乐”的曲调，但是他们的服装与头饰则仍是蒙古族的，仍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其舞蹈在调适

中仍不失民族本色。  

    民族舞蹈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财产，是民间创造的原生态艺术，是民族个性特征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舞蹈民族

特异性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永久性印记，牢牢地附着在舞蹈的各个层面。尊重舞蹈的民族特异性，就是尊重民族文化，

尊重民族本身。从民族舞蹈的多样性来说，它的根基在于人类生存地域环境的多样性，在于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包括实

践方式、认识方式、生活方式等）各自的特殊性，还在于各民族的情感、心理等的特殊性。只要这些多样性、特殊性存

在，舞蹈的多样性就不会消失。多样化的民族舞蹈不仅使世界舞坛避免成为单调的清一色，维护丰富多彩的状态，而且

能使世界舞坛充满活力和生机。民族舞蹈多元化发展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是舞蹈艺术走向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世界的体制与其说是创造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同质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多样性代替另一种多样性；新的多样性更多地

建筑在相互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每一种民族舞蹈都有其艺术价值、艺术特色，趋同则就会失去其

存在的意义，而成为乏味的舞动。如果不遏制民族舞蹈的趋同化倾向，就会使各民族原汁原味的、绚烂多彩的舞蹈荡然

无存。正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言，“如果只有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将会出现真正的（文化）生态灾难”。为避免和抵

制民族舞蹈的趋同化现象，必须自觉发扬民族舞蹈的特异性优势。  

    民族舞蹈之所以需要保护，因为民族舞蹈生态环境正在逐步脆弱化。从生态学角度说，脆弱的生态环境主要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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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作用的影响，若干重要的环境成分，如物种、土壤和水分、空气质量等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人为的干扰已

经改变或正在改变地球表面几乎所有地域的生态环境，当生态环境退化超过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维持目前人类发展的

限度时，就会产生多样化减少乃至消失的生态灾难。当前，民族舞蹈生态环境出现危机的征兆，如舞种日趋萎缩和消

失，舞目锐减，显要动作变形，传承者减少，播布区的面积不断缩小，民族舞蹈资源总量下降。“如果我们丧失了具有

人性本真的原生态文化——根和源，犹如丧失了我们的‘精神植被’”。培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生态环境的脆弱化、生

存土壤的恶化，不啻给民族舞蹈生存敲响警钟。若再不改变这种生态环境，民族舞蹈之花就会凋零、失落直至消亡。  

    宏观的舞蹈生态环境逐渐全球化，外来的“新、洋、美”强势舞蹈“物种”冲击着本土的“土、旧、丑”弱势民族

舞蹈“物种”。西方文化对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信仰取向等造成的巨大冲击，正在消解民族文

化抵御力，破坏民族舞蹈生态环境中的精神和文化植被。当然，全球化对民族舞蹈的效应并非只是消极、反面的，它也

有积极影响的一面。全球化使民族舞蹈增加了开放、交流的机会，对舞蹈的民族特异性的传播十分有益。在交流中，人

们会加深“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念的理性认识，从而提高对民族舞蹈的独特价值的肯定，加大对民族舞蹈的保护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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