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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顾小英、王丽霞、史莉丽编著的这本《原平凤秧歌研究》共分为十一章。**章、第二章
分别叙述了凤秧歌的形成过程；第三、四、五章从形式、内容、舞蹈风格及凤秧歌的文
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解析；第六章以近年来合作编创的两个剧目的成绩和感想对
这一民间艺术进行剖析；第七章至第九章从学术的角度对原平凤秧歌和其他类别的民间
秧歌进行对比分析，凸显原平凤秧歌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使大家更好地认识到它的艺
术价值；*后两章是“原平凤秧歌”经典剧目赏析。另外，结合这几年对凤秧歌的探讨研
究，还附加了作者们在各种期刊发表的有关凤秧歌的论文、凤秧歌训练组合以及以凤秧
歌为元素编创的两个舞蹈节目《秧歌情》、《原平凤秧歌》的动作说明、服饰和参加各
种***、省级活动、比赛并取得成绩的获奖照，使本书的内容更丰富、更具象。 

内容简介

顾小英、王丽霞、史莉丽编著的这本《原平凤秧歌研究》是忻州师范学院舞蹈系教师结
合教学搞科研、搞好科研促教学的教研成果。本课题组教师经过多年来对原平市北贾村
凤秧歌这一独有的民间艺术进行采风、节目编创等，从学术的角度对凤秧歌的起源、表
演形式、艺术风格、特征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同时结合自编自创的剧目，从动作、服饰
、场图等各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描绘，旨在挖掘传承我们优秀的民间艺术，使其更加的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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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2004年9月至2007年6月于山西师范大学戏曲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讲师。发
表论文数篇，主持校级课题一项，省级课题两项，参与省级课题及院级重点课程建设各
一项。
史莉丽，2002年9月任教于忻州师院舞蹈系。2008年10月以编导作品Ⅸ秧歌情》参加全国
第六届“荷花杯”校园舞蹈大赛获表演铜奖，个人获“优秀园丁奖”；同年《秧歌情》
参加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获编创二等奖，表演二等奖，个人获优秀编导奖。2008年11
月，在学院举办的首届“精彩一课”教师风采大赛中，进入决赛并获优秀奖。现担任舞
蹈系教学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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