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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周巍峙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与舞蹈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在文化部工作。由于业务的关

系，和舞蹈界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我参与领导规划全国音乐舞

蹈团体，筹建北京舞蹈学校，组建中国舞蹈史研究组，组织全

国性的专业和业余的各种音乐舞蹈会演、联合演出、献礼演

出、舞蹈比赛、舞蹈创作会议、舞蹈培训班等活动中，有幸结识

了吴晓邦、戴爱莲等老一辈的舞蹈家，也和舞蹈界许多年轻的

同志合作共事，我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在我和舞蹈界的接触中，我感到我国的舞蹈队伍是一支

充满生命活力、具有旺盛创造力、焕发着青春朝气的非常可爱

的队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舞蹈艺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各

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在激励、鼓舞广大人民群众革

命斗志、劳动热情和给予他们艺术的审美愉悦、积极的娱乐休

息，以及促进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了独特而巨大的作用，这是

与舞蹈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和艰苦奋斗分不开的。

当然，中国舞蹈艺术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曾有过一段

坎坷的路程。建国后，虽然我们取得了空前的巨大的成就，积

累了发展舞蹈艺术的极其宝贵的成功经验，但不能否认，也有

使舞蹈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需要发扬，失败



的教训则需要记取，这也是写舞蹈发展史的一个很主要的

目的。

。<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记述了从1840年至1996

年这150多年间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的历程，我认为这是一部弥

补舞蹈历史学科空白的很重要的学术著作。作者们告诉我，他

们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审

视、分析、研究中国舞蹈艺术在这一个半世纪问，在社会急骤。

变革的情况下的发展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弘扬民族文化，宣

传革命舞蹈艺术传统。这对于今后繁荣舞蹈创作，提高表演水

平，培养优秀人才，促进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吸取外国舞蹈

有益的经验等，都会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在本书的写作方法

上，他们力求史料准确翔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语言既生动

流畅又深入浅出，使这二段复杂多变的舞蹈发展历史，不但具

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而且融知识性、学术性与可读

性于一体。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很好。这部著作中，还以足

够的篇幅记述了香港、台湾舞蹈发展的历程和海外华人、华裔

舞蹈家们在宣扬中华传统舞蹈文化，推动世界舞蹈的发展中

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王克芬、隆荫培、徐尔充、张世龄等同志，是我所熟识的舞

蹈工作者，我亲眼看着他们从青年到老年，从开始涉足研究工

作到取得卓越的成绩。如今他们已经离休，还在发挥余热，和

一些年轻同志如欧建平、江东等团结合作，克服重重困难，完

成了这部著作，我祝贺他们的成功。我希望这本书能受到广大

读者的欢迎。

1997．5．12．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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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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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裕容龄表演的《蝴蝶舞》

2明月歌舞剧社表演的((---蝴蝶》



当代舞蹈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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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军时期的《大刀舞》

4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舞*

5延安鲁艺演出《兄妹开荒》

6华北联大的《秧歌舞*

7演剧九队演出《新年大合唱》

8吴晓邦表演《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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