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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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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边

北京樨蹈宇航 · 中国拥J'fí博物阳的成立 . 是北京舞蹈学院历尘上-J91

具有学术悔寻和五化fJ4 1正在 义的创举 中闰舞蹈博物院的功能除γ 求幸~

而校博物l'T~，共n的立物收藏 、 学术阳究 、 届比'展示 . H:会~'4f..育之外 . 压

紧扣北京 ~T' Wí年1元人才以养 、 专业建设 、 牧 ::'f: ÌJJf元等 f 1 标 . 体现1， f :r让阮

教学研究刑大学的定位 c

~O 1 <1 年 . 北京舞蹈学院 . 1-1::1 !-lil 拇阳间 :1坷情有了向 ι短暂而 úJi î~J总纣

的十年历史 t 十年间 . 孜们陆续展开了 H 中 1-1斗民间姆阳中|王| 占代樨

阳 " 和 "新巾|叫挥蹈 " 三个专题的;邮 M111立*及学术研究工作 有 " 中11'1

民 |同拥缸 " 专题 j于 I句 . 以投放课题{ rl ij14 民族民间舞蹈资源的尼棚 、 收

战与保护研究》 为快11 . 完成 ]'207 件舆iflf专承道'旦 、 :i 7 1 71又手和畴的 -!J;

晋 、 1 :3 71吁: 得 L~ 1i在传统手下服怖和355份实地;i引擎恫昕材料FfJ q{z: *工作

在 " 中间干I干代舞蹈 .. 专四方向 . 以 《樨蹈文 化 的{专承保护与开二发 ili 性 》

《巾|王| 传统哥跻的多国ft(牛肝用与研究》等 i阜题为载体 . 完成了 -1 1 张踌阴

全景画像砖石拓片、 :W~ 再个胡代典型!辑 iß: 舞{吊及来口 博!阴阳系统兄弟

单位剪\~fI阳关文物复制器物有-干 ~ 1F ..新 q-q=r.1 钝\ ~I " 专题))' 10 J. ~:J.长议



课题 《 中 国近现当代典型锦踊事例实考 )) << 新 中 国舞蹈发展的程典型个

案研究 》 为平台 ，完成了 53件新中国舞蹈工作者人物档案 ， 在中文核心

期刊登载研究性文章20篇。应当说 ， 中国舞蹈博物馆的现有馆藏， 已基

本连缀起中国舞蹈发展的大致轮廓。

今天，在北京舞蹈学院建校60周年之际 ， 我们以 《北京舞脑学院 ·中

国舞蹈博物馆活态人文资源考察与记述》的丛书名义，以四册分卷的形

式， 梳理成长路上的所行所藏、所展所策、所见所闻、所思所~~~ o

"活态人文资源 " 是北京舞蹈学院 ·中 国舞蹈博物馆与静态实物资

源同样重视的馆藏珍品 ，它近距离考验着我们的历史观和学术胸怀。 作

为一名中国舞蹈博物馆人，在田野'间的行走中， 我们学习人类学家 、 民

族学家的敏锐 ; 商对前辈学者的访谈，我们学习历史学 、社会学家的审

慎 ; 摸着石头过河的议展过程中，我们从头学习博物馆专业 、展览展示

专业的空间运用知识……无论如何学习，我们始终知道，我们是舞蹈

人，我们的使命是在千头万绪的博物馆工作中搜集舞蹈 、 研究舞蹈 、传

播舞蹈 。

2005年， ( 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挖掘 、收藏与保护》课题正式在北京

市立项 。 自此， 民间舞蹈 田野考察 自始至终是中国舞踊博物 t有的长期课

题和特色研究。 从这一视角， 我们推出了本套丛书的《边寻边舞一一中

国民间舞田野考察实录~ (2006-2013) 分册。 在此分册中展示了 2005

年至今，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博物馆先后奔赴 11个省市的30多个地区收集

的 12个民族的上百种舞蹈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另一个长期课题是隶属 "新中 国舞蹈史研究" 和 "中国近现当

代舞蹈史研究" 方向的《中华舞人口述志 》 项目。从20 10年走进彭松、

叶宁 、梁伦、郭明达等新中 国舞蹈的第一代奠基人和年逾九旬的前辈学

者家中至今，我们已完成53位新中国舞蹈亲历者访谈工作，形成了较为

稳定的研究视角和访谈特色。为了贴近被访者的艺术和生活原貌， 全面

掌握被访者的生存全境 ， 我们的脚步遍及全同 20多个省市地区，从云



川
忆
H

址

南 、广州剑市?~!. 、 延边 后人面l Ui"人的照所 、 家乡此办学jl71址 ， 追随他

们的艺术轨迹和生命足迹， 我们1叫声 : j古之 以 -[1-(的了 Vr: ;降为 ;所巾|斗舞蹈

史学研究(挺自1下却一手珍贵资料 . 为 中同特町博物怕的情耐1UW第一此

ìifl 态人物专利 鉴于这部分材料侃出周期较长 . f我 i十千 2 01 5年年底 H\ J阪

问 1世 中门附鲜民的《中华野人门述实术~ (2010-~0 J:i) 分卷将为中囚

当代 t~ff~1 i)2 Jii~'1JQ一耕生亮丽的包彩和l生动的史料

如果 i兑 |吗卷本中的前四、! 本书偏币展示北京抨蹈学院 · 中 |主!踌ffi t~~物m

的研究能力租展览背后的川野了作状态 . 那么后两本书贝IJ tI二 中展f7f策展

前什的商税 3 作为北京4月f;N吕学院 . tf 'l可辉阳阱物情展览展示核心部分的

问颐和反 ，l5 . 我们 以十 年 |可 1 - 次展览的固立慨貌 ， I 在h共青大 1世封月~ H '， 我

们 了I扫: 3豆'且有挥踊特色悼物i节上所{战的努力 《斟 q.J~剧舞一一北京辉的

学院 . I~ ' 同劈:由博物tH展陈实录~ ( 200S-20 1 • ) i己求下我们)J!Z-!:ç幽上

的点点j商滴 。

与此同时 、 眉 山: 含一 、以展情 i井、边看边i井的方式是中 |可舞蹈博物 'rF;;

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种悔萦fn实验 " 在分f时《看展日开讲一一舞蹈博物 i有

大 i井堂实录~ (2 0 门-~Olj ) 中 电 读者将看到我们围绕 "莲品一一‘纪

念就爱莲先生1延)-r王 9 5周年平安逝世5周年 ' 专题展 在展览头'地开设的五

场政妾莲先韭迫，lEiJJ 陆文字 ;可以看到在专JMI展 "永久的日忆一一羌族

民{轩樨蹈展 H 展览期间的同期讲座 中国艺术研究院巫允 fl)1 研究员主

讲的 <J 川西北地隘的羌族舞厨与文化》 、 中央民族大学张峨博士主讲的

《羌族核心文化 》 和中阿艺术研究院Ðï; 宇7f:: 博士主讲的《 四川 j文川 阿尔

忖羌人生洞 与文化》等丰富的文字内粹 -

我们在舞蹈学术研究中树立博拗情意识 ， 节!可博物馆士作中树立舞蹈'当

术意识和理念.此次四册活态人艾资源系列丛书的纣;挂 出 版 . 便是我们

这一主体意识的答卷 。 于其! 行问 .记录若我们对舞阳博物 'ir， EjT ~I~ 的热情

和理想 ， ~约它更多 同道中人的比肩为伴 我们坚信 :北京茹苦 Æn学院在

舞蹈博物馆事业上的创举和眼光 ， 将载入中间舞归事业历史新~茸 曰



序

舞蹈博物馆， 当代舞人的欣慰

潘ZF祷
20 1 4 年 7 月 一「北京舞蹈学院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一名从教50多年的老教民 . 打 1 2岁起就在排练厅里

挥汗如雨 . 在身体上认知舞蹈这门拙特的艺术: 北京舞校毕业任教后 ít-(

然是在这所学校的排练厅里 ， JiJ 一名教师的 国 光 ， 培育出一代代会跳舞的

人 亏 在由 l毛的教书育人生涯中 ， 从思想上也悟到这门艺术的深j辈 。 而今 .

在我70 岁肯稀之年 . 竟看到我们的学院有了 博物情!从此 ， 有 了一个殿常

来收藏 、 展示 、 传播这门伟大的艺术.我由衷地感慨和l欣慰 3

所谓幸柄 ， 就是见证一件号，物的从无至IJ有 、 日臻完善 我非常幸运的

两件事情:一是担任了北京舞蹈学院甫任中国舞系主任 . 见证了民间挥这

门学科从蹒跚学iJ;. 到今天成为学院的骨干学科。 第二就是看到我的学自三 

m 文军 、 赵铁春等充满活力的学科建设者们捉出了舞蹈 博物情的构建畅

想。 中同的土壤孕育了(可其丰富而精彩的舞踊资源 ， 建立博物惜之后的l股

市 V 将会起到怎样的文化保存和传播教育功能 ， 我作为学科的老专家 ， 向

然双手拥护二 于是，我参与陈述的民间舞团队在20 0 <1，年来到北京市教委

申 请 " 中 国民间舞蹈资源的挖掘 、 整理 、 保护与研究" 项 目 。 在答辩台

上. 或许是我一名老教师的激动感慨打动了评审专家 ， 在大家的合力下 ，



序

名舞蹈博物馆建设者手记

赵饿眷
20 14 订二日月 ~O 日豆~gl 一-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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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北京舞蹈学院建校60周年 ， 我院舞~博物?盯住出了舞蹈、市态人

文资源的考察与记述系列丛书: 其一是 011寻j11 ì万一一中国民间舞田野考

察实录 ( 2006-2013 ) >> . 其二是 《且忆旦述一一中华舞人 口述志实录

( 2010-2013) ~ . :rt三是《展，中观挥一一北京舞阳学院 · 中国舞蹈博物

馆展陈实录 ( 2005- 2013) )) ， 其四是 《看展昕讲 舞踊博物大讲堂'手 '

录 ( 20 1 1 - 2 01 :~) )) 。 我真娃由衷的高兴 ! 舞E吕 I事物t宵能在校庆 t:ì O周年之

际.为母校献上的礼物不是教学 、 表演 、创作的实践研究，不是书斋资料

式的文本堆砌 . 而是以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一一田野士:W酌方法构戚中国舞

蹈博物馆的系列特色研究成果 . 的确在北京舞蹈学院少有 ， 意义非凡 !

受主管舞蹈博物情工作的副院长又[3佑玲教授及博物馆老师们的委托为

本书写序言 ， 我 l己1 罚 三推}j兄 。 但在他们的诚恳执着下. 恭收不如从命 .

我还是 答01: 了 。 其实我十分清楚 ，她们是真心希望在博物馆建设的 10年

1-[:1 . 曲在起人和建设有把愕物馆做过的事情说--ì5t . 以使 j汗人了 解其过

在并更好地传接 、 延续这项工院。这是一份对历史的真诚负责和严谨求

真 。 为此我非常感谢他们 ! 那么写点什么 ? 怎样写 ? 表达什么? 我-时



拿不定主意 。 那历历在 目的时间节点 ，拉洋片似的一个个画同 . 泪生生

的一个个丽孔都涌现在我的眼前。思前毡(后，还是从头梳理 . 借此机会

向大家做一汇报!

说起中国拌蹈博物馆的筹建 ， 的确得从十多年前开始。 在世纪之初的

2001年底，我通过竞聘担任了中 []il 民族民间舞系的系主任。 从那时起 ，

重返民间、田野作业就无可争议地列入本系的议事日和 ψ 同时 ， 收录 ~C: 问

舞阳及相关物件的构想也 |姐之萌生 3

记得是2003年中旬的某一天 .闲暇时我翻阅臂一本 n l/ ~ 瑞ÊlI'l} 的时

尚杂志，翻着翻着，四个大字"博物长Jrili .， 吸引了我。 "iW物长Jfifi " . 这

不正是我们要通过民间寻访、 rfl 野工作未完善中国民族民间费学科也设 .

而且还可能建设起搜集、收藏 、研究 、展示的博物馆吗 ! 欣喜之吓 ， 我

拿起电话约了当时本系的青年教师王昕来洋战此事。 于是. 2003年7月 3

日， 筹建 "FOLKDANCE博物长廊"的设也报告在我俩的共同探讨中形

成文字 ， 呈给时任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王国宾先生 。 但是，当

年全院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50周年校庆活动 ， 没能马上落实。 就在一年过

后的2004年5月初，科研处矫立森老师突然通知我们可以向北京市教委申

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保护、发掘和调查研究"的科研项 目 。 全身心忙于

校庆工作的我颐感{在草全无.很是兴奋。 4天后， 潘志湾、矫立森、 王

昕和我四人直奔北京市教委 ， 向专家汇报并申请项 同 O 尽管我在申 请陈述

h明确、清晰地说明了该项 目 的重大价值、 意义以及具体实施的办法 ， 播

志?寿老师更是用一位舞界前辈饱含深情的话语感染着:在座的专家评审 ， 但

是非艺术专业的专家们还是提出了-些外行的不解。 就这样 ， 15分钟的汇

报结束了，我们四人对专家们现场的反应十分惋惜。 因而 ， 在打车间校的

路上.大家都觉得项目被批准的希望不大 。

不料 ， 一年之后的2005年4月份 ， 我院科研处突然通知"中国民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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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摊蹈保护、发掘和调查研究"的项 口申但被批准了!大家|听闻不知

有多高兴! 终于 ， 我们可以通过抖研来为中 国 民族民问拌学科的建设提

供一份扎扎实实可观 、可J惑、可研究的基地 。 虽然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和我们当时汇报府的感受完舍不同 ， 但宫的确是批下来了 ，是真的批下

来了!我想.从2003年7月 3 日筹建 "FOLKDANCE博物长!郎"的设想报

告递交到项目获批的期间， 学院和科研处的领导老师为此一定是做了不

少努力啊!

当然.我们也要才是及， 舞踊博物馆这一设想并不是此时首次出现。 据

舞阳史学家刘恩伯先生讲，中国艺术研究院拇蹈研究所的老一辈学者们

早就做过此事 ，只是 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博

吻悄从2001年动意到 2004年向北京市教委申请科研项 目， 直到 2005年

北京探蹈学院中国舞~博物情的筹建 ， 再到 2008年成为学院独立的一个

科研部门， 这在中国的确是第一次圆满落成。从这一角度而霄 ，舞~r.~博

物惰的建立的确是新鲜事 。 这新鲜并不是某一人的发明，它是历史文化

的沉淀 ，是中|司舞脑发展到 当今的必然选项， 是收藏、研究 、续写历史

的重耍手段和媒介 ， 是舞蹈学院文化引领的践f宁和具体落实 ， 是舞蹈人

敏锐的历时性把握 ·

从 2 004年到 2014 年. 10年间的博物 tfr实体建设通过展品叙述着历

史与现代、文化与艺术、 舞蹈与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品 。

如果说博物馆具有收藏 、保护、 展示 、 研究和教育属性，那么"蜗"和

1桌"的意义也就是它与学校的关系 4 夭时地利人和， 北京舞蹈学院才

有了 中['1;1 剪: 阳 博物惰的一席之地;人心齐、 泰山移 .中国舞蹈界才诞生

了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担f蹈博物惜这一伟大的事业!

应该说， 舞蹈博物惰的建设之初， 是我院中国 民族民间舞学科整体

建设中的重要部分。 早在 199 8年我创作 《快泱大歌》毕业班主题晚会时



唱 明确挝出"广场 .. Jm生态民间舞 、 "教室 " 总民主民间辉 、 " 民Ij 场"作

品、民间舞这 "三点一线 . ， 的逻辑关系 ; 我们应该在 "一条线 " 和 ，， 

个空间 " 循环往复的轨址中真正使之 良性畅通。 后来我又在但任中回民

族民间舞系主任时再次提汁l建设学科应在政框架中深入研究和实践d

舞蹈博物馆的建设创 JE便是基于学科构建的实践需要 ， 1京生否、 民间

舞 、课堂'中的舞蹈教材 与舞台上的创作作品使我们处在"左"和"有"

的中间，只有既深入研究原生态 ， 研究舞台 艺术.才能做到左右造源

因而 ， 博物情建设就像是对水源的渴望 ， 对根的探求 ζ1 因为 rl:l 国民族民

间舞蹈是 " 古巴态"的.它就像是一雨'镜子时刻挝醒着我们整理仪吝 . 归

/1陨和制约rJ:我 们 的思想、行为不致偏离 ，它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不地源

泉 ， 有了它才有了我们。

如果说中 国的舞阴历史是从能够看到的文物开始算起 ，那青海大通

县上孙家捧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就是舞町历史的实物见证，它距今已有

五六千年的历史 ο 如果说中国的舞阴历史主要是由文人舞蹈文化 、民族

和民间舞蹈文化、 宗教舞蹈文化三大部分构成( 均然 ， 舞蹈分类至今也

都在探讨中) . 那么民族和 民间舞蹈只是 "三足 " 中的 "一足 巳八

占三分之一。囚此，在舞蹈博物馆建设之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在更宏

观以及中国舞蹈分类的基础上梳理构建舞蹈博物馆，以中间 的民族和民

间舞蹈为起步 . 带动其他舞踊文化的梳理和建设， 最终达到舞蹈博物馆

呈现出 "三足鼎立" 的历史遗存及现有 "活态" 的研究和展示 3

回首辨阳 博物 tl号的建设育关键的六步走. 其中的旬;年一个新台阶是

值得牢记的。 第一步是2004 年 巾请项 目 ; 第 二-丛 是200 5年和| 耐项目刮

到北京市教委的批准 ; 第三步是2006年博物情纳入学院 "十一五 .. *.hl划

建设 ; 第囚步是2007年的首次成功 1jJ-展 ; 第五步是200日年学院党委出准

中国舞蹈博物情正式成立为科研部门， 第六步是2009年至今每年一展以



JL 
亿
11. 

及系列化研究的稳步成长 O 博物情这六步走， 走得准、踩得实， 坚定向

前，步步罔下历史印 i己。 当然.在进程中有各种秤样的不尽如人意 .风

风雨雨中苦过、 累过甚至哭过。 尤其是年轻的闰品 、毛苗 、阮 Ùl[\;三位老

师，默默地奉献青春 、挥洒汗水……我们坚守着信仰，从没怠慢，从未

仲止，终于迎来了今天博物馆扎实的成氏和大家灿烂的笑容!

这六步走巾的每一步者js值得询:探铭记和细细回望。 舞蹈博物馆第一步

走走2004年的申请项目 ， 在繁打的校庆之中大家适时把握机会，才有了

今天的这项工程。

第二步走中大家扎实地落实， 举全院之力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200 5年巳至9月 ，本系教师及学院柜|关教师30余人次利用暑期组成了赴江

西、新砸 、 西战进行田野考察的工作小组。当年JWt拍摄2万余幅图片， 摄

样录像60盘. . 实地录音70小时 购置舞蹈相关实物40件、相关文献100

余本 . 走出县市几十个，访谈艺人上百名，观看演出几十场。 博物馆建

设的开局就有这么大的举动 ，这在舞蹈学院建校后是少见的 。

第三步走是2006年 ， 博物情建设被纳入学院"十一五"规划中，同

时被列为向教学研究型舞蹈高等学府转型的重点建设工作之一 。 学院的

重视又一次激发了我们的热情，干劲倍增 。 我们j整洁艺术研究院舞蹈研

究所及校内的民间舞专家进行指导，一次共派出 11名老师、 1 8名研究生

前往四川、 云南 、江西、广西、福建、甘肃等地进行采风，购置各类物

品共达739件 巧 每一个工作小组都制定了 详细的田野采风计划，田野工作

后撰写报告达七万字。

在我看来 ， 第四步走的2007年是博物馆建设的关键年。经过两年的

努力阶j主学院党建和教学 "评估"的机边，成就了首次布展。这也是

舞 fl'i1博物馆有次展 |琼的亮徊 。 在这次以"舞J专艳素"为主题的展胖、中，

;1句古朴凝重的古代舞蹈陶俑8组、拓片两l阳 、 纹彩陶盆两件和他丽缤纷的

各民族民间舞蹈服饰、 舞.具 、 多)f.i:苦等百余件，使人们能够在舞蹈博物馆

这个有限的主问( 学院留学生公寓顶层的小排练场) 里领略至Ij舞蹈的无



限魅力和深邃意境 3 而肩的儿年间 ， 本~.不断接待国际芭古舞邀 i市 ']/;等

各地嘉宾到访 ，以及周边各高校教授到怕 中授课 ， 切实实现了舞蹈博物

馆收藏、展陈、教育、研究的职能 D

第五步走走2008年9月， 学院党委会批准将博物情独立成为学院的丁J

属部门 3 这是舞蹈博物馆的 J)j史性时刻，也是学院科学布同和顶层设计

的其中一顷 ，更是学院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褒奖 。 i一IJ 以说.这是 向 2005

年由北京市教委批准科研项目 以来的又一个 UI 何庆祝井铭记史册的

子 a 11f长向王国宾院长兼任 ， 常务副馆长由我兼枉 . 在原有 |写晶一名老

师的基础上学院批准新招聘了两名博物馆的专职f官员 . 口 I J 毛 昌平口阮 UI[( . 

还 i币J 11才配 í1í-了 独立部门的系列化配置 这是何等的喜悦 ， 何等的欣姐和|

鼓镰 n~I~ ! 1叶年 ， 辉 ml 博物情力[1入全国高校博物市联合会 ， 并承办了而

中国舞蹈奠基人畅谈会"。这一年的博物馆工作似乎是有那么一般子力

量在推动者 ， 那热情 、那激情、那忙绿 、那辛苦 、那欣慰、那欢乐……

至今难忘 !

一转眼 ， 时间的指针指向 I200 9年的拌季 . 在第六步中 ， 辉踊博物

馆得到了稳步扎实的全面推进 ! 这一年 .王传亮先生继续担任学院党委

书记， 李续先生担任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兼博物情tF;长 . 我仍然 ;f!t任常务

副馆长 。 为迎接 "5 . 1 8 " 世界 博物 i节日，博物馆在本年度举办了 H 怦

经学舞度劳年"和" J对史的表情 " 两次专题展 ， 主题展览的月号 JJl充沛轩7

J~ . 内容翔实有据 。 展览期间接待了社会各界关注舞阳的同仁们 200 

年年底 . 我从 rþ 国民族民间舞系主任轮岗到舞~Fl博物馆担任常务副情

长， 开怡全身心地投入到博物情的了，{-乍中 G

2010年的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举办.. 5 . 18" l主|际博物i节

日的"重温新中罔舞蹈第一次" 和"广东舞踊溯源" 两次展 |晾在1主坦前

动;二是在2009年附 请项同基础上继续完成了"巾华舞人口述志三

是博物情甫次获批了文化部( 部级 ) 冉技项 目 "舞蹈博物悄悄藏资源的

多媒体展示并继续申报2011 年的 "新中国舞蹈发展历程典型个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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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和 "舞蹈多媒体数据库建设" 两个市教委项 目 。 2010年9月 ， 困工作

需要并受学院党委的委派 ， 我又 由 博物情调到研究生部工作。就这样 ，

我离开了割舍不断 、 深深热爱着的舞蹈博物馆 3

而后的博物馆工作在李续院长、邓{右 E令副 院长的领导下 ， 全面推

进 、 隐扎稳打.先后主办了"锦瑟消弹 莲 l日 " 两次中华舞人专题

展和"广东舞蹈溯源永久的记忆一一羌族舞BR 文化展纸上的

舞动一一剪展山西'民俗凤 " 等 ， 并推进了"舞蹈博物大讲堂"的开设、

"海淀区社会大澡堂 " 的校外教育延展 、 数字博物馆的虚拟展厅建设、

校园公选课以及系列互动活动等 ，一直到今天"舞蹈古辖保护与恢复 "

系列、 "活 态舞蹈人文资源的考察与记述 " 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 ，我始

终关注并深深祝福着博物馆的成长 。

说起舞蹈博物馆的 10年历程，一口气写到此，我突然发现这一从头

梳理就难免写成流水账， 而不能算是一篇正统规范的序言 。 但是作为博

物馆建设的过程 ， 确实需要细细梳理.以飨后人， 我有义务将这一历程

交代给历史 ， 留存一份参与者的真实记忆。

四

博物馆起源于人类收藏的本能， 强烈的收藏欲望 、延续的历史记忆、

浓浓的情感关联 、反观的怀旧渴求等等。在这本能促使下 ， 每一个人又都

具有将收藏品展示给他人看的愿望。人如是 ， 学校如是 ， 国家如是 q 因

此.传统意义上的 博物馆会给人类带来全新的以实物叙述、诉说历史的

可能 C 中 国舞蹈 博物馆不但要遵循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展品，创

新展览模式.以适应舞蹈展示的特点和社会的需求。因为舞蹈动作时间

的一主任性 (即在运动中 |挥间消失的特征) ， 导致它本身永不可能成为一

个静态的收藏物(即使真人体的静态舞姿也是短时间的 )。因此上千年

来 . 辘蹈的传承与 记载 ， 除了少许留存在不同 时室的陶器 、 监器 、石

窟 、 耕田i 、 壁画及文献 、 图片外， 基本处于自生向 灭的状态. 更谈不上



才舞蹈相关实物的收ui与监理 o 同 王IJ20世纪初也;;在等相关的记录手段的

出现以及后来的摄影机 、 摄像机、 电削、网络等记录和存俯手段 . 舞蹈

才得以被全貌记载。 但有时也只是部分M雨的记录 . 对类似服饰 、 辑具

等实物的收柴与保存，也没能被入了E: f.见 。 正1*1 为如此 .在今天多媒体、

互联网、物联网、 i改博和 ft!i信的时代，对博物馆的建设|垛 7 传统 E主义

和创新的展示外，我们j圣必须注重收藏、存梢 、问:列、研究 . 设计、内

容 、 文本 、 撰写和传播等都要符合网络时代的新要求 . t比能把实物、 汗r:

态创新地展示在建筑的场所里，又能与网络结合， 使舞蹈博物情在虚拟

十，-界里12IJ新地绽放出人类智革的光芒 呐

中国舞蹈博物情不仅应该是一部内存巨大、 装满历史物件的书 N~式电

脑 . 更希望它是一台操作系统与之匹自己并且优化了的快捷敏感的电脑。

、 ，/然 . 这仍需要我们举全校乃豆全阳|之力去町护和推动她。我以为. 术

来的舞蹈博物馆应建立在工业化、 信息化和概念化的 H三化 M~! 什 " 基础

之上. 完成它的舞蹈文化收藏 、 舞蹈文化展示 、 舞蹈文化教育 、 舞蹈文

化研究 、 舞蹈文化传播和舞蹈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 J

我们知道 . 中国舞蹈博物情是在 1954抒A成立了舞蹈学校至2004年 I l' 怪|

舞蹈职业化教育的第50个年头起步的 ， fKl J}七它既柯50年 1黯捐艺术教育的 Jjj

史积淀，又有向 2004年至2014年仅 1 0年的牙牙学语和年少成长。 学校的50

年建设使我们"知夭命使我们有了亲忏肉 ， 使我们建成了巾胆:1舞蹈博物

惜 ! 冈比.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舞蹈博物情 10岁的 fE壮成长初阶段性成结 . 同

时还要轩到它依然瘦弱引要去的呵护 ， 需要我们扶上马再送一扣 任主而且

远啊 !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fìO周岁老当益:壮的北京舞蹈学院在有了舞蹈

博物馆的陪伴下更应不断进取、 踏实自干 、 传承创新 ， 并有新的更宏伟的

标继续领11包中国的摊阳教育q

今天 . 具有10年光辉历程的中国舞蹈博物情必将我入中国舞蹈史册.中

国舞蹈博物tf\'必将在北京舞蹈学院下一个60年中协同其他学科一起撑起未来

学院那一片湛蓝的天主 . 让我们共同预祝北京舞蹈学院的末来更加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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