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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历史文化记忆的民族舞蹈文化是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
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只有保护与传承各民族文化遗产，才能够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
血脉。在“非遗”后继乏人、“非遗”文化散失、“非遗”生存环境欠佳、“非遗”保
护及传承理论薄弱等状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赏析)》(
作者金秋)《中国民族区域健身舞系列》《中国民族区域舞蹈艺术精品教材系列》的问世
，恰似一股春风，吹来了一片新绿，沁人肺腑，启迪心灵，让人正面感受到了中华民族
优秀舞蹈文化遗产流芳溢彩的魅力。
 

内容简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赏析)》(作者金秋)为文化部全国艺术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的2008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民间舞蹈文化遗产与舞
蹈美育发展战略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它是针对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
、由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85个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从内容
到形式进行赏析的舞蹈美育教材。《*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赏析)
》注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生成及文化背景进行纵深探讨，
侧重介绍了舞蹈赏析的方法，舞蹈的表现形式、特色和风格，对少数民族舞蹈的创作、
表演、教育等方面也有涉及，力求体现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遗产保存、继承和发
展的价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编成美育读物尚属首次，
因此，是值得一读的赏析之作，可供大中专院校师生、舞蹈艺术工作者和社会读者闲暇
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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