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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_E6_88_90_E

8_80_83_E4_B8_93_E5_c66_158442.htm 舞蹈艺术： 1.舞剧《丝

路花雨》 舞剧《丝路花雨》1979年首演于甘肃兰州，赵之洵

、刘少雄等合力创作。《丝路花雨》以中国大唐盛世为背景

，以活跃的敦煌壁画舞姿为主要舞蹈语言，造型、音乐、舞

技都堪称完美。把故事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描绘了一个跌

宕起伏、充满恩爱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舞蹈结构上，

突出了独舞的空灵和群舞的恢弘，女主角英娘舞段中的“琵

琶舞”、“波斯舞”、“盘上舞”等被认为开创了“敦煌舞

”独特的艺术流派。音乐采用以我国民族乐队为主的混合乐

队演奏，以我国古典音乐为基础，吸收了《春江花月夜》、

《月儿高》等民族古曲的韵味和调式特点，以及民间戏曲音

乐的表现形式，同时还吸收了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回族、维吾

尔族的音乐素材，具有浓郁的古典音乐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

色，还将波斯音乐素材加以发挥，体现了波斯人的风俗特征

。该舞剧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 2.芭蕾舞剧《白

毛女》来源：www.examda.com 中国经典芭蕾舞剧。胡蓉蓉等

创作。1945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并

带回40年代初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有关“白毛仙姑”的传说

。叙述了一个被地主迫害的农村少女只身逃入深山，在山洞

中坚持生活多年，因缺少阳光与盐，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

取庙中供果，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在八路军的

搭救下，得到了解放。贺敬之、马可等据此创作五幕歌剧《

白毛女》。1965年，上海舞蹈学校根据原有题材，在保留原



作基本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的基础上，浓缩情节，大量运用

中国民间舞蹈、古典舞蹈的动作，使之与芭蕾舞艺术相结合

，诞生了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白毛女》在中国芭蕾

舞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立于世

界芭蕾艺术之林，成为民族芭蕾舞剧经典。芭蕾舞剧《白毛

女》是现代生活内容和芭蕾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在塑造人

物方面，既运用芭蕾语汇，又吸取中国民族民间舞、传统戏

曲以及武术之长来充实和丰富表现手段，在此基础上去创造

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的新的舞蹈语汇，服务于剧情的发展：喜

儿的纯真、甜美和变成“白毛女”后的坚韧、刚毅；大春的

朴实、敦厚和参军后的英勇、干练；黄世仁的阴险、毒辣都

深刻鲜明。而音乐更是优美动听，经久传唱。 3.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中国经典芭蕾舞剧，1964年首演，是第一部最

成功的中国大型芭蕾舞剧。李承祥等编导。根据同名电影改

编成。讲述中国第二次革命时期的故事：受尽折磨的琼花，

因不堪忍受地主南霸天的压迫，逃离虎口，巧遇红军党代表

洪常青，经过他的引路，琼花参加了娘子军，历经磨练和考

验，成长为卓越的革命战士。洪常青牺牲后，她接过红旗英

勇向前。“向前进，向前进⋯⋯”舞剧中的音乐早已唱遍大

江南北，没看过《红色娘子军》的人，也曾听过这些旋律优

美、节奏有力、通俗易懂的音乐，也曾受过它的感染。剧中

所展现的南中国风情、女性细腻的情感、澎湃的革命激情，

都为同类作品中少见，都为我们演绎了一幕精彩的红色南海

情。这部舞剧以震憾人心的悲壮情节，恢宏绚丽的场面，鲜

明的人物形象以及海南岛的地域风情，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

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



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派融为一体，被称为“中国第一部表现

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为世界芭蕾舞坛增添了一朵奇葩。

4.杨丽萍的孔雀舞： 中国民族舞蹈的代表性作品，其表演艺

术家杨丽萍是中国民族舞蹈的标志性人物。孔雀舞产生于人

们对自然、对生命、对精神的表达、认知，是云南傣族人的

信仰，他们觉得孔雀是最美的，它象征着自然美好。像孔雀

这样的一个生命繁衍的象征，孔雀开屏是为了吸引异性。这

种舞蹈是他们的一种仪式，民间广为流传。杨丽萍通过舞台

把对舞蹈的感觉展现出来少数民族对孔雀的一种独特理解，

一种舞蹈形式，审美定位产生这样的舞蹈。舞蹈寄寓了傣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表达了吉祥、和平、幸福、

欢乐的心声。舞台上的形象是孔雀，也是傣家少女情感、思

想、性格、心灵的真实流露与写照。不仅摹其形，而且抓其

神韵，以神带形，形神兼备，心犀相通。杨丽萍大胆创新，

吸收了现代舞充分发挥人体动作的特点，创造了新的语汇，

动作更奔放、挺拔、舒展、浑厚，更富有现代感。 5.芭蕾舞

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经典芭蕾舞剧

，1935年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次公演。作品不论在结构规模、

人物性格以及戏剧深度，都可算是众多版本之佼佼者，艺术

价值最为突显。这部芭蕾舞剧充分显示了普罗高菲夫对旋律

线条的匠心独具。在固定的和声与难以预料的转调手法的烘

托之下，创作出独特魅力、感染力，令人永难忘怀的旋律，

尤其是在刻划男女主角的情感上，更是动人与美幻。结构和

富于创意的舞蹈编排，包括融入交响性的编舞方法，构成一

种独特的舞台风貌。把技巧的发挥融合在戏剧进程中，强调

“切题”而不耍弄技巧，因而在极具观赏性的富丽堂皇的舞



蹈场面里，不时闪跃出晶亮的人物性格、内心活动的火花。

双人舞是最能显示编导水平也最能代表整部舞剧特色的核心

舞段。《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清新秀丽的舞蹈语汇描述缠绵

排恻的情感世界，不但新颖而悦人眼目，以浓烈打动人心。

第三段双人舞的结尾异常巧妙而意味深长：罗密欧一次又一

次地托举朱丽叶使之像踏在一层又一层台阶上回到阳台既是

爱的真情流露，也是美的充分展示。 6.芭蕾舞剧《天鹅湖》

来源：www.examda.com 经典芭蕾舞剧，自莫斯科首演以来，

已有100多年历史，至今在世界各国仍受到广大观众喜爱，成

为芭蕾舞的代名词。 《天鹅湖》故事取材于德国中世纪的民

间童话，由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乐。讲的是美丽的公主

奥杰塔在森林湖畔嬉戏，一只本是怪鸟变成的魔王罗特巴尔

特，施展魔法将公主奥杰塔变成了一只天鹅。王子齐格弗里

德的成年之日，母后要为王子举行选妃舞会，王子闷闷不乐

，忽见一群白天鹅掠过天空，王子随即持弓尾随来到湖畔，

正要向一只头戴皇冠的白天鹅举弓射击，奥杰塔缓缓地站起

掸理着羽翼向王子哀诉委屈。在小提琴与大提琴交替重奏的

抒情乐曲中，奥杰塔与王子跳起了大段慢板的双人舞，王子

对公主深表同情并产生了爱情。王子向公主起誓，要以纯真

的爱情战胜魔法，让公主恢复人形。在选妃的舞会上，各国

来宾相继跳起了各国民族舞蹈。魔王为了破坏王子与奥杰塔

的誓约，将自己的女儿变成黑天鹅，假冒公主闯进宫来，以

妖媚的舞蹈诱惑王子，两人跳起了著名的黑天鹅双人舞。魔

王以为王子已经中计，一阵狞笑。霎时间天昏地暗，奥杰塔

绝望地从窗外天空飞过，王子方知受骗，不顾一切与魔王展

开了殊死的搏斗。最终，纯真的爱情战胜了邪恶，魔王被诛



，公主和所有变成白天鹅的姑娘都恢复了人形，与王子欢欣

起舞，迎着晨曦庆幸新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