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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北京舞蹈学院志》(以下简称院志)，力求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科学、求实、辩证、历史的记述学

院的历史与现状。

二、院志》上限为1954年9月，下限为1992年12月。

三、《院志》采用章、节、目3个层次，首设概述和大事记，志书部

分设15章o

．四、大事记按编年体论述；志书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表述以文

字为主，辅以图表：语体用现代语文体。

五、《院志》所用资料来自档案资料和知情人提供的资料，文中均

不注明出处。

六、《院志》对建校以来的政治运动，不专列篇目，有关章节涉及

到时，则本着宜粗不宜细、从简不从繁的原则记述。

七、人物篇设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人物表录3个部分。按照“生

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略选收范围限于已经故去的，对学院事业发

展起了重大作用的人物；人物简介选收范围限于学院(校)历任党、政

正职及正教授、正研究员：人物表录选收范围限于副教授及其他高级

职称。人物篇的各部份，排名按任职先后为序，同期任职的按姓氏笔

划为序。

八、我院前身北京舞蹈学校，在1956年至1958年期间，曾称文化

部北京舞蹈学校，志文中均称北京舞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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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京舞蹈学院行政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党的关系属于中国共产党北京

市委员会。

北京舞蹈学院前身是北京舞蹈学校，始建于1954年。现在的院址设在北京市海淀

区民族学院南路19号。毗邻中央民族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北京图书馆。校园面

积为5．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20万册。

学院分设中国民族舞剧系、中国民间舞系、芭蕾舞系、舞剧舞蹈编导系、舞蹈史与

舞蹈理论系、社会音乐舞蹈教育系和社会科学部、附属中等舞蹈专业学校等。此外，学

院还设有科研所、青年舞团、专业图书馆等。

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直接建立的第一所舞蹈学校。它不仅开创了新中国的

舞蹈教育事业，而且在创建新中国舞蹈表演团体和发展中国舞蹈事业中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它的建设与发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为中国培养了近两千名各类

舞蹈专门人才。

概括北京舞蹈学院的发展，它已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一、创业时期(195卜1957)
早在1953年2月，文化部与中宣部领导人沈雁冰、周扬、刘芝明等就北京舞蹈学

校的建立进行了商讨。成立了以吴晓邦、陈锦清、叶宁、盛婕、戴爱莲、胡果刚、周巍峙、

周加洛等为成员的筹委会，讨论了建校方针和筹办教员训练班等事宜。

当年11月，文化部从苏联邀请的舞蹈专家奥丽加·亚历山大洛夫娜·伊丽娜到

京。1954年2月文化部舞蹈教员训练班在东城香饵胡同一个四合院里正式开学。学员

们一方面向苏联专家伊丽娜学习芭蕾舞和代表性民间舞(性格舞)，一方面向戏曲艺人

和民间艺人学习，初步整理了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汉、藏、维、朝4种中国民间舞的教材，

并制订了芭蕾舞和代表性民问舞教学6年制教学大纲。

1954年7月，教员训练班学员经过国家考试，被认可为中国第一批舞蹈教师，其中

大部分人都成为北京舞蹈学校的首批教师，成为新中国舞蹈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教员训练班产生的最早的教学方案中规定：

“为适应全国文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全面表演能力的舞蹈演员和教员，学习苏

联创办舞蹈学校的先进经验，使学校逐步达到完全正规化，并向9年制过渡的舞蹈学

校发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必须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继承和发扬民族和民间舞蹈艺术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及其

他先进国家的舞蹈艺术成果；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习相结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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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按这个方案，学校学制确定为7年，开始先办6年制。校名定为北京舞蹈学校。

按伊丽娜的建议，学校第一年就将6个年级的不同年龄的学生招齐，共招了198名

学生。这第一批学生的来源，一年级是从各中、小学在校学生中招收的，二至六年级是

从各艺术团体所属的学员班及演员中招收的。

1954年9月6日，全校师生汇集在第一个校址——自家庄，举行开学典礼。文化部

部长沈雁冰先生剪彩。就任第一任校长的是中国第一代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先生。

在创业时期，一切都是从头做起。其办学的特点是：

(一)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师生们都知道，学校要培养的是新中国第一批经过正规训练的舞蹈工作者，不仅

要有高超的舞蹈技术，还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每个学生不仅要学芭蕾舞、古典舞、民

间舞、代表性民间舞等4门专业课，还要学初、高中的文化课。学习内容多，学习负担很

重，一至二年级每周课时37节，三年级3卜40节，四一六年级达44_-45节，每周还有
5个晚上要进行实习排练。但是同学们学习热情非常高，学习自觉性很强，形成了很好

的学风。

(二)坚持边教边学边建设的办学方向

全校教职工都明确自己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

舞蹈工作者，而且还同时要建设中国舞蹈教育所需要的教材。除了外国舞蹈可以借鉴

外，中国舞蹈教材必须靠自己来建设，这就需要不问断地进行学习。所以教师们的工作

量很大，每周课时高达30节，还坚持上11—17课时的进修课。还要抽出大量时间向传

统艺术学习，要走向民间采风。正是坚持了这个办学方向，才使学校的教材从无到有，

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科学到逐步科学。

(三)坚持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

从建校开始，校领导就明确，对于一所演艺性质的学校来说，它的理论与实际的结

合，就是课堂与舞台实践的结合。所以学校一开课就将实习课安排了进来。

1955年6月，学校建校还不到一年就在小经厂中央戏剧学院剧场举行了首次大规

模的实习演出。不仅演出了芭蕾舞剧的片断，还演出了许多自己创作的古典舞与民间

舞节目。演出中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演员。周恩来总理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观看了演

出，对演出给予了充分肯定，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

学校已经意识到培养舞蹈人才，很重要的是编导人才。因此1955年便开始建立了

编导班，招收全国具有创作才华的学生，并聘请苏联俄罗斯功勋演员查普林来校任

教。我国第一代活跃在舞坛的编导多出于这个班。他们毕业实习的作品如《苗岭山上》、

《宝莲灯》、《有情人终成眷属》、《张羽与琼莲》等，成为早期中国民族舞剧的试验性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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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1955年和1957年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的比赛中，舞蹈

学校由贾作光编导、斯琴塔日哈与梁慧敏领舞的《鄂尔多斯》获金质奖章，由栗承廉编

导、吕艺生与王佩英表演的双人舞《牧笛》以及李承祥编导、孔令璋领舞的《友谊》均获

银质奖章。

1956年，学校首次上演第一个完整的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又名《关不住的女

儿》)，由查普林执导，六年级学生黄伯虹、孙正廷主演。

就在这一年的4月，学校迁进它的第二个校址——宣武区陶然亭路39号。这是文

化部正式为北京舞蹈学校建的校舍。它的结构完善，包括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礼堂

等。新址占地面积9亩，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拥有18个宽敞明亮的专业教室、8

个文化课教室。这个条件在当时来说，实际已经成为国家的“文化窗口”了。它不仅可以

经常接待各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甚至也经常接待外国元首到校参观。

初创的三年，学校为国家培养了120名演员、教师与编导。他们大都成为新中国舞

蹈事业的骨干。

二、发展时期(1957m1966)

1957年，学校对培养目标进行了调整。考虑到前3年的经验和师生负担过重的问

题，为适应国家艺术逐步走向专业化的需要，校领导认为“今后必须使培养目标专业

化，任务单一化”，学校提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与民间舞蹈艺术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

及其他兄弟国家优秀的舞蹈艺术成果，实验中国民族舞剧的创建及学习俄罗斯学派的

芭蕾舞剧；培养具有普通中学文化知识与专业表演能力(民族舞和芭蕾舞)的演员”。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学校毅然决定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分科：中国民族舞剧科和

欧洲芭蕾舞剧科。这是一次专业方向的大转变，它不仅减轻了师生的负担，使精力更为

集中，而且加速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与此同时，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指示，学校于1957年建立了东方音乐

舞蹈班，担负起为未来东方歌舞团培养演员与演奏员的任务。

学校分科后，专业教学有了飞速发展。到1964年2月，文化部根据周总理的建议，

又在分科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决定：将原来的北京舞蹈学校一分为二，建立“中国舞蹈学

校”和“北京芭蕾舞蹈学校”。中国舞蹈学校专门从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人才的培养，北

京芭蕾舞蹈学校则专门进行芭蕾舞人才的培养。陈锦清任中国舞蹈学校校长，李绍英

为党总支书记。芭蕾舞蹈学校校长为戴爱莲，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为鲁方，副书记李武

林。

经过一系列调整，学校出现了一些根本性变化与发展：

(一)中、芭两科教材双结硕果

1960年3月，经中国古典舞教研室共同讨论，由李正一主持，唐满城、郜大琨执笔

的《中国古典舞教学法》问世。它是中国第一套比较系统的正式古典舞教材，不仅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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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教学得到了规范，也成为全国普遍使用的教材。同时，芭蕾舞剧科也在不断翻译、

阐释国外芭蕾舞及性格舞教材过程中，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写了自己的教材。经集体讨

论，由曲皓、尹佩芳执笔的《古典芭蕾基本训练》于1963年由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张

旭、黄伯虹等编著的《古典芭蕾双人舞教学法》也于1963年出版。

(；)推动了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

1958年7月1日，学校提前排演了世界著名芭蕾舞剧《天鹅湖》获得成功，在舆论

界产生巨大反响，创造了国际舞坛的“奇迹”。根据这一进展，文化部同意在北京舞蹈学

校建立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体一北京舞蹈学校附属实验芭蕾舞团。该团于1959年12
月31日正式建立。先后上演了《天鹅湖》、《海侠》、《吉赛尔》、《泪泉》、《巴黎圣母院》等。

经过几年的实验，1963年正式脱离母校，合并到中央歌剧院，再后来成为独立的中央芭

蕾舞团。

中国民族舞剧科，在苏联编导专家古雪夫的主持下，由第三届编导班集体创作了

民族舞剧《鱼美人》，它标志着中国民族舞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该剧的主要编导有李
承祥、栗承廉和王世琦。男女主角分别由陈爱莲、王庚尧扮演。

1960年东方音乐舞蹈班毕业，其成员张均、于海燕等成为后来建立的东方歌舞团

的骨干。

同年，为建立我国第二所舞蹈学校——上海舞蹈学校，学校派出了一批教师与毕

业生，做为上海舞蹈学校建校的骨干。

(三)实习剧目大丰收

此时期，除芭科上演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剧外，东方班也排了一大批奠基

东方歌舞团的节目，如斯里兰卡《罐舞》、孟加拉《脚铃舞》、巴基斯坦《芦笛舞》、印度《拍

球舞》、印尼《伞舞》等。

在创作上，除了《鱼美人》外，还排演了《刘胡兰》、《黄继光》、《红嫂》等民族和芭蕾
舞剧、大型舞蹈《人定胜天》及许多小节目。

1962年学校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陈爱莲表演、栗承廉

编导的《春江花月夜》以及由章民新编导的《鱼美人》片断《蛇舞》，均获金质奖章。

(四)桃李满天下

从建校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1年间，学校培养了各类舞蹈人才。他们主要分布在

文化部直属表演团体，也遍布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成了全国知名

的舞蹈家。如芭蕾舞方面的白淑湘、钟润良、薛菁华、孙正廷、张纯增、吴祖捷等，民族舞

剧演员赵青、陈爱莲，东方舞演员张均、赵世忠等；编导人才有贾作光、李承祥、李仲林、

白水、章民新、张毅、张护立、刘少雄、赵婉华、黄伯寿等。

为了提高在职舞蹈干部的专业水平，学校还办了两期在职干部培训班，还为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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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蒙族、哈萨克族、苗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培养了舞蹈人才。1956年开始接受外国

留学生，受越南政府委托，一次为越南培养了10名学生。他们毕业后成为越南舞蹈学

校和剧院的领导、编导和主要演员。

三、受挫时期(1966--1976)

我国在1966年到1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舞校同其他所有学校及文艺

团体一样，受到严重破坏。学校也被迫停课，被迫停止招生。学校领导人和业务带头人

被批斗，并被关进牛棚。师生到处去串联，各种战斗队互相斗争。学校陷于瘫痪。

1967年造反组织“夺权”，党组织、行政机构完全失控。学校也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

队。

1970年5月，中芭两校师生全部下放石家庄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

1971年中央五七艺术学校成立舞剧系，学校抽回部分人员。吴海楼任系负责人。舞

剧系开始恢复招生，于1972年春开学。

1973年8月，舞剧系由朱辛庄返回陶然亭原校址，11月中央五七艺术学校改为“中

央五七艺术大学”，舞剧系改为舞蹈学校。肖孟、鲁方、张策、李绍英、于盛三为负责人。

同年又招了第二批学生。但是，当时学校教学仍不正常，斗争不止，教学也强调所谓“革

命内容”。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四人帮”被粉碎才算告终。

1975年12月20日，文化部批准学校正式成立党委会。指定书记肖孟，副书记尹铁

林、张策、鲁方、王春友。委员有于盛三、张桂君、朱清渊、尤俊峰、富守仁、宫录宁。25日，

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成员由文化部批准指定，共17人组成。主任肖孟(兼)，副主任是尹

铁林(兼)、张策(兼)、鲁方(兼)、于盛三。

四、振兴时期(1976--1992)

1976年，学校在“四人帮”夸台后，开始对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进行清查，并

陆续对“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与平反。陈锦清同志于第二年返校主持工作。

原两校合而为一，仍称北京舞蹈学校。

1978年1月底，文化部林默涵副部长与教育局王子成局长，代表文化部党组到校

宣布学校的新班子——领导小组成员。组长陈锦清。副组长龙舞。成员有鲁方、李正一、

富守仁、郑维荣。

当年9月26日，文化部就原北京舞蹈学校、中国戏曲学校改制大学一事呈报国务

院。报告中说：“为适应国家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戏曲、舞蹈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又

红又专的戏曲、舞蹈艺术的专门人才，拟将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舞蹈学校改制为中国

戏曲学院和北京舞蹈学院，仍归文化部领导，面向全国。”几天之后，就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29周年之际，国家领导人10月1日在报告上签字批准。11月10日，全校师生

与在京校友和部分海外校友欢聚一堂，举行建院大会。林默涵、王子成同志亲临大会，

宣布国务院的决定。自此，中国舞蹈艺术有了高等教育。出任首届院长的是陈锦清，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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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李正一。后来陆续被任命的有党委书记王光，副书记杨凤竹，副院长贾作光、郑维

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刚刚改制为大学的北京舞蹈学院获

得了振兴的好时机，它开始进入了自己的新时期。

芭蕾舞专业，由于国家的开放，在原来俄罗斯学派的基础上，吸收了英美教学的优

长，很快取得效果。在国际比赛中频频获奖。学院还以1978年、1979年两届毕业生为基

础，象当年建第一个芭蕾舞团那样，组建了第二个芭蕾舞团。他们复演了《天鹅湖》，新

排《葛蓓莉亚》、《舞姬》等。它以自己严谨的作风和整齐的阵容蜚声国内。在此时期，由

张敦意编剧，邬福康、黄伯虹编舞创作的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唐满城、林莲
蓉、张旭创作的《家》陆续搬上舞台。后来，这个团又全部转交给中央芭蕾舞团(包括一

部分乐队成员)。

中国舞也产生了一批剧(节)目，如编导班编导的民族舞剧《屈原》、邱友仁和陈泽

美创作的双人舞《新婚别》等。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恢复时期，学生一时尚不成熟，数量也

不大，有的剧目只能给外单位来排。如由李正一、唐满城、孙天路等一大批人参加创作

的大型民族舞剧《文成公主》，就是给中国歌剧舞剧院排的，该戏成为这所剧院的保留

剧目。

1980年开始按全国艺教会议确定的舞蹈学院“四大专业：表演、教育、编导、史论”

的新格局，先招收了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本科教育专业。教师们发挥本校的历史传

统，边教学边建设。4年后，中国第一批舞蹈大学本科生毕业，他们不仅填补了国家的空

白，而且为学院教师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一次就留校20多人。与本科生同时毕业的

还有编导短期班和中专部学生。这是“文革”以来舞蹈人才的一次大丰收。

学院顺利度过艰难的恢复期之后，在1983年，陈锦清、贾作光已经到了离退的年

龄。李正一任院长、杨凤竹任副院长。1985年学院从哈尔滨调回老毕业生吕艺生任副院

长。不久，王光离休，吕艺生接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87年初经文化部、北京市委联合

考察和民意测验，又根据李正一院长建议，吕艺生任院长，许定中、杨风竹任副院长。来

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魏德俊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陆泽群任副书记。年底又调进

黄振炎任行政副院长，至此，班子调整完毕。

新班子根据文化部《艺术院校的建设与改革方案》，首先提出了28条治校措施，制
订了《任期目标》，学院开始按大学框架进行了一系列机构和人员调整。调整工作一直

延续到1987年底大体结束。其主要调整的机构与人员是：

1．原中专部改建为附属中等舞蹈学校。附中教学上相对独立，在行政、学科、后勤

和党的工作上与大学保持一致。第一任校长许定中，副校长曹锦荣。1987年尹佩芳任校

长，副校长曹锦荣、邱友仁。党总支书记熊家泰。

2．原中国舞系一分为二，改建为中国民族舞剧和中国民间舞两个系。民族舞剧系

主任郜大琨，副主任王佩英、韦奈。民间舞系主任潘志涛，副主任游开文。

3．1984年建立芭蕾舞系，设芭蕾舞教育和芭蕾舞表演两个专业。系主任曲皓，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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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王家鸿。

4．将1984年建立的科研处这一行政管理部门，改建为科研所。它既是一个科研单

位，也兼科研管理工作。所长朱清渊。

5．建立现代舞研究室，该室设在编导系。先后抽调年轻教师到广东现代舞班和香

港演艺学院进修，为将来正式招生做好准备。至此中国已有的四大舞种在舞蹈学院已

经齐全。它不仅有传统的古典舞、芭蕾舞，还增设了民问舞和现代舞。现代舞从研究入

手逐步向招生过渡，1988年开始首次招生。

6．建立社会音乐舞蹈教育系。从1986年开始调研论证，到1987年正式招生。系副

主任是年轻教师张平。自此，改变了舞蹈学校专业培养目标只对着专业表演团体的历

史，正式开始为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青年宫、少年宫和中小学、中等艺术师范培养师

资。为中小学和师范培养的师资一开始就明确不是培养单一的舞蹈教师，而是既能教

舞蹈又能教音乐的教师。经过短期班实验，1988年底接受文化部群文司委托开始招收

群艺舞蹈干部大专班学生。

7．在1985年已经批准建立了“夜大”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函授教育”，在全国设立

了3个面授站。舞蹈学院的成人教育体系开始形成。

8．成立了中国舞考级课编辑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由原李正一院长进行部署，编

辑工作在孙光言老师主持下很快开展起来。1989年正式从香港开始，后逐渐波及到国

内、新加坡等地。

9．建立了青年舞蹈团。1986年经文化部批准，初建中国舞团，后改为青年舞团。团

长马力学。该团主要任务是为学院创作、实验实习剧(节)目和对外交流，其成员均为留

校优秀毕业生，实行聘任制。

10．成立外事办公室。先设在院办内，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后根据对外交流的El益

扩大，独立办公。

11．成立社会科学部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为保证文化理论课和马列主义教育，学院

单独建立了统管全院文化理论课的社科部和由党委直接领导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社科

部主任左盛华，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由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田文佳兼任。

上述这些调整，确定了一个有自己特色的舞蹈高等学校的结构，同时较好的调动

了积极性。学院藉1987年陆续向民族学院南路新址搬迁之机，全面贯彻学院一系列新

举措，很快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经过机构的调整，院党委和院行政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

别是加强了学院的学术建设，强调了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使学院

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1989年北京的一场政治风波，也波及到舞蹈学院。一些同学思想上受到社会舆论

导向的影响，4月下旬有的系举行了罢课，虽经说服教育第二天就复了课，但由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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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各院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的越来越多，舞院学生也有一

部分卷了进去。学院在爱护他们给送衣送饭的同时，积极做劝说工作，所以没有出现更

严重的问题。

学院教职工绝大多数坚守岗位，院系两级领导紧密团结在党委周围，表现了高度

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责任感，经受了严重的政治考验。极个别同志产生的个别问题，经过

教育也很快承认了错误。

风波过后，学院更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使教学与工作秩序很快得以恢复。

(二)教学科研取得丰硕成果

一批教学科研项目和教材获得北京市和国家的奖励。主要有：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教学体系，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芭蕾舞演员》获国
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中国古典舞身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创建中国舞教育体系，培养出高水平的中国舞人才》，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

《中国民间舞教材及教学法》，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舞蹈演员选材百分制评定法》，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成果一等奖。
还有一大批科研项目获文化部科技成果奖。

(三)基本扭转了教学剧目缺乏的局面

经过办编导系，选拔优秀编导人才，鼓励教师、演员参加创作等措施，到‘1988年学

院陆续产生一大批可供教学使用的剧目，扭转了长时间编导人才及教学剧目严重缺乏

的局面。青年舞团1988年首演于香港的《唐韵》(一)晚会，创下了成功率最高的纪录，

积累了一批节目，如《黄河》、《梁祝》、《娜林达》、《蒙东》等之后，几年来优秀节目接连产

生，如《木兰归》、《残春》、《长城》、《江河水》、《春天》等，到1991年大学本科一大批学生
毕业时，连续上演了5台毕业晚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编导系毕业生张继刚与民间舞

系合作的《献给俺爹娘》、有中国古典舞优秀节目汇粹《古舞新韵》、有大型电视连续剧

《唐明皇》舞蹈片断集锦《开元舞典》、由曹诚渊等编导的芭蕾舞和现代舞专场《年青的

天空》等。其中的《好大的风》、《一个扭秧歌的人》、《俺从黄河来》、《霓裳羽衣舞》、《踏

歌》等都成为学院保留剧(节)目，进入了教学。芭蕾舞除排练上演古典芭蕾舞名剧《胡

桃夹子》全剧与《天鹅湖》、《葛蓓莉亚》、《舞姬》、《无益的谨慎》等片断外，还创作了《秋
思》、《木偶》、《瞬间》、《红楼幻想曲》等芭蕾舞剧目。

(西)倡议并组织了全国性“桃李杯”舞蹈比赛和全国首届芭蕾舞比赛

从1985年开始，由舞蹈学院发起并组织全国艺术院校“桃李杯”舞蹈比赛，极大地

推动了舞蹈教学，促进了舞蹈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由于这个比赛的组织严谨，要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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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推出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如沈培艺、官明军、李恒达、赵明、丁洁等，都是国内外

公认的一流演员。这个比赛不仅影响了舞蹈教育界，它的规则、方法和严肃性对整个舞

蹈界和文艺界的各种比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85年5月由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发起，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芭蕾舞比赛，1988年举

办第二届芭蕾舞比赛。推出了欧鹿、李莹、王珊、徐刚等一批人才。1991年芭蕾舞亦正式

纳入全国艺术院校“桃李杯”舞蹈比赛。

(五)加强与巩固了教师队伍

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改变了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在刚刚改制为大学初期．

学院教师队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41％，经过办夜大、派出学习、吸收其他大学和

研究院高学历毕业生等办法，到1992年教师具有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者已经达到

70％以上。1986年第二次教师职务评审后，全院高级职称已达57名，占教师队伍的

21％。他们是学院各学科的带头人，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古典舞教授李正

一、唐满城，芭蕾舞教授曲皓，民间舞教授许淑嫫，舞蹈史教授彭松，是最早的一批教授，

他们的学识与教学成果，赢得了国内外、校内外同行的尊重。

(六)拓展了办学渠道

在这个时期，学院拓展办学渠道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社会音乐舞蹈教育专业，它一

改学校历史上只为文化部门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培养演员、编导、教师的历史，开始了为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青年宫与少年宫、中小学、幼儿师范培养师资。这就是说，它从此

不仅为专业团体培养人才，还要为全社会培养舞蹈人才，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原来的

培养目标，保证了它能够在今后一定时间内有较大发展，并达到国家为它设定的初步

办学规模。此外，它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办了各种各样的代培班、定向班，如为西藏歌舞

团培养的西藏班，为济南市歌舞团培养的济南班，为四川渡口市培养的渡口班，还有天

津班、内蒙班、厦门班、贵州班、铁路班、煤矿班等。这一做法受到了各地的好评与肯定，

也解决了学院办学经费的不足。与此同时，学院还开展了许多短期班、学前班，如“学前

儿童芭蕾舞班”、“学前儿童中国舞班”、“幼师班”、“短期编导班”、“现代舞班”、“交谊舞

和拉丁舞班”、“民间舞组合一百例班”、“古典舞组合一百例班”、“国外境外学生舞蹈旅

游班”、“海外中国舞暑期班”等等。这些班的开办，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也对舞

蹈艺术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七)舞蹈人才辈出

近10多年，是舞院出人才、出成果最多的时期，自1980年首次参加国际芭蕾舞比

赛以来，舞院毕业生在国际获奖人数占全国获奖总数的63．6％。虽然中国舞自从我国

不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后失去了国际比赛的机会，但在国内比赛中成绩仍十分突

出。1990年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在7个一等表演奖中，舞院毕业生占了4人；在中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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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院团院校青年舞蹈比赛中，舞院一家囊括了三分之二的奖项；在北京市舞蹈比赛

中，也出现类似情况。10年中，舞院在国际、国内获奖人次达140多项。

在各种获奖人员中，令人欣喜的是不少人都是获得双奖，既获表演奖，也获编导

奖。这说明不少人才已经出现一种新特点，他们的才华是复合型的。

(八)对外交流不断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舞院与海外的交流渠道越来越广，朋友越来越多了。舞院教师被邀

请赴国外讲学者越来越多，出现了芭蕾舞教师应芭蕾故乡——欧洲各国邀请的现象，
国际上有人说：中国的芭蕾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中，教师已经在“倒流”。每年学院都要

邀请外藉教师到舞院任教，不断吸收世界上最新教学成果。有的外藉教师几乎每年都

要免费前来任教，如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首席编导本·斯蒂文森10年来了10次，他已

被聘为舞院客座教授。

学院目前已与俄罗斯莫斯科舞蹈学院结为友好学校，与香港演艺学院、新加坡南

洋艺术学院、英国皇家舞蹈学校、越南舞蹈学校建立了交流关系。

1992年4月，学院行政领导班子任期已满，经文化部考察了解最后确定，吕艺生继

任院长、黄振炎、熊家泰任副院长0 6月，王国宾调进任副院长，8月黄振炎调出。

1992年党委书记，由魏德俊继任，副书记陆泽群继任，6月谷长江同志调进也任副

书记工作。

新的党政领导班子，已经确定了他们的任期目标。其主题就是加大改革的力度，全

面实现“八五”计划的总目标。他们决心与全体教职员工一道，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

方针指引下，继往开来，加速改革，让学院真正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高等舞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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