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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朝鲜族舞蹈，集传承于朝鲜半岛的传统舞

蹈文化、崔承喜新舞蹈艺术思想以及中国的朝鲜族

民俗舞蹈为一体，承载着对生活的悲欢和未来指向

型的肢体语言，在中国这一崭新的文化环境中开始

形成、传承、扎根和发展，通过不断适应，逐步展现着

独有的特色。而其文化脉络和自身价值，则正在今

天的民间娱乐活动、非职业艺人们的文化活动、职业

艺人的舞蹈创作与公演活动和培养后辈的专业舞蹈

教育活动中不断地被传承、延伸和确立。其中民间

娱乐活动和非职业艺人们的文化活动，作为体现生

活情趣和审美追求的民俗性文化生态，成了朝鲜族

舞蹈的基本素材；而职业艺人的舞蹈创作与公演活

动和培养后辈的职业教育活动，作为可以雕琢传统

性、民俗性和艺术性的朝鲜族文化艺术形态，成了象

征和主导朝鲜族舞蹈文化发展的主力军。这是朝鲜

族文化在中国这一多民族的特定文化环境中自我适

应的手段，也是朝鲜族舞蹈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手

段。目前，以舞蹈艺术家赵得贤、舞蹈教育家朴容媛

为代表的“功臣”们所创造的艺术成果和艺术影响力

正引领着象征和主导朝鲜族舞蹈文化的舞蹈艺术形

态，本文中笔者正是要对其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进行分析。

一、赵得贤和朝鲜族舞蹈艺术

众所周知，朝鲜族是从朝鲜半岛移民后定居中

国而形成的移来民族，与朝鲜半岛的文化有着天然

的血缘关系。所以在舞蹈领域，传统舞蹈也理所当

然地成了朝鲜族舞蹈的首要来源。通过移民在民间

传播开来的传统舞蹈，能够进化为今天具备崭新文

化形态的艺术舞蹈，离不开中国第一代朝鲜族舞蹈

艺术家赵得贤的辛勤付出和伟大业绩。

赵得贤于1913年9月29日出生在朝鲜平壤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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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里，自小就对艺术领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虽然

也向往过歌手、演员等职业，但终究未能摆脱与舞蹈

的特殊缘分，于 1935年在中国哈尔滨专攻芭蕾舞。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一直以舞蹈

维持生计的赵得贤于1947年加入了朝鲜人民义勇军

并成了文艺骨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赵得贤的民

族意识被持续激发，而他用以表达这一民族意识的

舞蹈动作也被不断完善。期间，他创造了能够体现

那个激荡年代里的真实事件和情绪的小型舞剧《参

军》，以及以俄罗斯民间舞为素材的《劳动者的胜利》

等多种多样的舞蹈作品，进而开启了自己新的舞蹈

人生。随后，于1948年，在朝鲜族首个地方艺术团体

延边文工团成立之际，赵得贤应邀而成为编导兼舞

蹈教员。由于身为同一民族，又出于对民族艺术的

无限热爱，赵得贤怀着谦逊的态度，视当时的民间艺

人为师，通过深度了解和掌握朝鲜民族传统的长短

节奏、舞蹈动作及民族风格，创作了以传统农乐游戏

为素材的组舞《农乐舞》(1951)。在《农乐舞》的创作

过程中，赵得贤找到了当时谙熟传统农乐游戏的民

间艺人河兑镒，虚心请教学习后，把当时广大民众因

沉浸于解放的喜悦而散发出的浪漫情绪定为了作品

的主题，又将传统农乐游戏中的长鼓、小鼓、圆鼓和

象帽等表演方式转化成了舞蹈的基本表演手段。不

仅如此，赵得贤还大胆地启用了女演员，极大地凸显

了农乐舞的舞蹈特征和艺术表演性。据此，传统民

俗游戏通过舞蹈艺术手段得到了完美的升华。

《农乐舞》体现了在传统舞蹈的基础上进行再创

作的舞蹈创作方法，这种“赵得贤式”的创作方法为

朝鲜族艺术舞蹈在中国这一多民族文化环境中的形

成和扎根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也为日后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相应的方法论。自此以后，从20世纪50年
代初开始，广大的朝鲜族舞蹈艺术家也都纷纷深入

民间，与具有才华的民间艺人一同发掘、整理和再创

造包括传统舞蹈在内的众多民俗活动中所潜在的舞

蹈要素。当时有《扇子舞》《手巾舞》《长鼓舞》《斗笠

舞》《顶水舞》《背架舞》《阳伞舞》等多个反映中国朝

鲜族审美趣向的民俗舞蹈形式被创作和问世，这些

都为日后朝鲜族舞蹈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

作用。“赵得贤式”的创作方法是当时最基本的方法

论，而且贯穿在朝鲜族舞蹈艺术发展的整个始终，更

是为今天的朝鲜族艺术舞蹈形成其自身特征提供了

决定性的框架。

步入50年代之后，随着地方民族自治的兴起，民

族文化艺术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由于解放的喜悦和

生活的改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开始盛行，朝鲜族

艺术舞蹈创作领域也开始悄然变化。当时的代表作

有赵得贤的男女双舞《愤怒的弓箭》(1951)和小型舞

剧《为了永恒的和平与幸福》(1952)。《愤怒的弓箭》作

为朝鲜族艺术舞蹈创作史上第一部情节舞蹈，以爱

国主义精神为主题，讲述了为打击侵略者而上战场

的哥哥和妹妹之间的悲伤故事。该作品以传统舞蹈

的动作为基本表演手段，同时又加入了芭蕾舞中的

各种技巧，更具形象性和表演性。特别是拉弓箭的

动作和骑马奔腾动作的创造性表演，强化了率领千

军万马的勇猛将军的人物性格。而妹妹为了哥哥用

自己的身体挡住弓箭的情景，在给人带来感动的同

时，也生动地折射了高尚的民族品格。《为了永恒的

和平与幸福》则是利用反转的手法，把乡村婚礼中温

馨和幸福的场景突然转化成了因参军意识所引发的

严肃氛围，通过制造情绪上的纠葛，用舞蹈手段生动

地体现了作品主题之下的思想境界。赵得贤立足于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将现实生活和真

实人物形象通过创意性的舞蹈艺术表现手段展现出

来，为艺术舞蹈的创作掀开了新的篇章。“赵得贤式”

的创作手段摆脱了当时仅仅就着固有民谣来再现生

活情绪或者在传统舞蹈的基础上再行改造舞蹈动作

的模式，以个人独到的艺术观，开发出了故事性舞蹈

的编舞技巧和主题呈现手段，把朝鲜族舞蹈的创作

水准引领到了更高的层次。

上述的“赵得贤式”创作手段不仅为当时朝鲜族

舞蹈的形成和艺术舞蹈的创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还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进入 20世纪

60年代以后，朝鲜族舞蹈就发展为新的模式，即以传

统民族舞蹈动作为表演手段来体现现实生活情景。

那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比如《读报组的老人们》(金
龙俊创作、马文浩改编，1964年)《顶水抗旱》(龙井县

集体创作，崔玉珠改编，1964年)《种豆舞》(李禄顺编

舞，1964年)《淘米舞》(崔玉珠编舞，1964年)等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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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舞蹈动作为基础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情绪和

劳动生活。《读报组的老人们》以传统的背架为素材，

演绎了老人们背着背架投入到春耕活动的劳动热

情。《顶水抗旱》将女人们顶着水罐把水泼在田地里

以驱赶干旱的斗志与决心通过舞蹈场景生动地表现

了出来。《种豆舞》以传统的手舞为素材，通过挥舞镰

刀的精美动作把单调结燥的种豆劳动以愉快的形式

予以呈现。《淘米舞》则是把女人们用水瓢清洗新米

而透露出的丰收喜悦通过生活化的舞蹈予以再现。

可见，该时期的作品以现实生活为表演对象，把其中

潜在的情绪性要素通过艺术性的舞蹈手段予以表

达，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随着这种创作方式的盛行，朝鲜族舞蹈通过再

现传统舞蹈的节奏或造型，让那些装饰生活化动作

的舞蹈表演变得更加形象化、生动化以及赋予感染

力。但是这种创作方式在70年代的“文革”时期，由

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逐步演化成了在舞蹈中

专门突出某一人物形象的新模式。当时的代表作有

独舞《养猪姑娘》(崔玉珠编舞，1972年)群舞《拥军菜》

《伐木工》(崔玉珠编舞1975年)双人舞《老两口送饭》

(金兴斌编舞，1975年)群舞《田水管理员》(南日权创

作、崔玉珠改编，1978年)等。《养猪姑娘》把负责集体

养猪业的饲养员的作业细节通过舞蹈的形式予以表

现。《拥军菜》是将乡村女人与军人共同腌泡菜的细

节通过舞蹈化的形式予以呈现。《伐木工》让那些在

白雪皑皑的林海里的伐木工作以一幕幕的舞蹈场面

得以再现。《老两口送饭》把老夫妻在工地送饭时的

一般动作升华成了工地上火热的劳动氛围。《田水管

理员》则是通过舞蹈的形式生动演绎了勤劳的农夫

与稻物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一时期的作品以“赵得

贤式”的创作方法为基础，特意突出某一典型性的人

物形象，把人物的性格和特征通过舞蹈的手段予以

生动表现，同时又潜入人物的情感世界，实现了与表

演对象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所以，虽然说“文革”中

的“左”倾思想弱化了舞蹈中的民族特征，但在另一

方面，朝鲜族艺术舞蹈的生动表演技能与创作手段

却得到了崭新的发展。

进入80年代以后，伴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朝鲜族

舞蹈在那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开始为恢复其应有面目

而使尽浑身解数，吸收与创新并进，逐渐向着新的层

次发展。其代表人物就是第二代朝鲜族舞蹈艺术家

崔玉珠。

崔玉珠 1935年出生在朝鲜族文化之乡龙井市，

从1950年开始在延边歌舞团当舞蹈演员，1957年调

到延边艺术学校担任芭蕾舞教师。1960年在北京舞

蹈学院进修期间，其舞蹈创作才华开始展露，最终被

延边歌舞团聘为了编舞。崔玉珠以1964年的女群舞

《淘米舞》为处女作而踏上了编舞界，而随后的《顶水

抗旱》使其在舞蹈创作的圈子里开始崭露头角。“文

革”期间，崔玉珠仍然保持着朝鲜族艺术家的姿态，

接替赵得贤推动民族舞蹈创作事业，所创作的《养猪

姑娘》《拥军菜》《伐木工》《田水管理员》等作品更是

使得朝鲜族舞蹈中对人物进行烘托的创作水准上了

更高的一层楼。崔玉珠顶住了因改革开放而涌入的

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不断深刻自己的民族

意识，始终坚持“朝鲜族舞蹈不是单纯的肢体舞动而

是要以诗情画意的景象创造人类之美”[1]这一牢固的

艺术观，充分调动了她的艺术才华和传统的审美意

识，透过生活的本质将人类的审美趣向通过舞蹈手

段予以形象展示，引领朝鲜族舞蹈的创作走向了新

的境界。如其80年代的代表作有群舞《分配的喜悦》

(1980年)和群舞《青山恋》(1981年)。《分配的喜悦》以

民俗舞蹈《斗笠舞》中的幽默表现手法为基础，生动

地演绎了农民辛勤劳动一年之后享受丰收喜悦的浪

漫的内心情感和朴素的生活场景。《青山恋》通过表

演年轻男女在蓝色的大地上种树的场景，展现了年

轻一代将爱和希望种植在故乡大地的美丽愿景。特

别是在编舞的技巧上将群舞的磅礴气势加入了双舞

表演之中，通过华丽的舞台调度和生动的表演造型

赋予了蓝森林以年轻和希望的象征意义，把年轻男

女的内心世界用艺术化的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

来。以舞蹈艺术意识和审美追求为基础的崔玉珠式

艺术力量，使朝鲜族舞蹈不再仅仅是对现实的人物

和生活进行表演，而是进化为对人物内心世界所进

行的艺术化表达，一种兼具抒情性的情绪之美与艺

术形象之美的艺术舞蹈。正是基于崔玉珠的这种引

领性创作实践和艺术影响力，群舞《雪花》(尹青子编

舞，1984年)、《果园是我家》(尹青子编舞，1986年)、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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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月光下的情谊》(尹青子编舞，1986年)、群舞《喜

悦》(李承淑编舞，1987年)等体现华丽之美的艺术舞

蹈作品在那个年代陆续问世，一个朝鲜族艺术舞蹈

的新时代也被随之开启。而同在一个时期的三人舞

《海之歌》(孙龙奎编舞，1986年)、独舞《杨柳》(李承淑

编舞，1986年)、男独舞《残春》(孙龙奎编舞，1988年)、
群舞《呼喊》(韩龙吉编舞，1989年)等以现代的艺术观

念和抽象的表演手段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诸多作

品，也通过体现时代特色，充实了朝鲜族艺术舞蹈创

作，更是为日后迎来朝鲜族艺术舞蹈创作的鼎盛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 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体制的变化和文化

意识的提高，少数民族文化实现了迅速的发展，朝鲜

族艺术舞蹈也迎来了鼎盛期，大型民族舞剧《春香

传》(崔玉珠编舞，1990年)、大型民族舞蹈史诗《长白

情》(李承淑编舞，1997年)等开启舞剧时代的作品正

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而进入 2000年新世纪之后，

大型音乐舞蹈剧《千年阿里郎》(孙龙奎编舞，2006
年)、群舞《丰年祭》(孙龙奎编舞，2001年)、《书魂》(金
姬编舞，2007年)、群舞《长鼓乐》(金英花编舞，2009
年)等代表朝鲜族族传统文化意识的优秀作品也相

继问世。大型音乐舞蹈剧《千年阿里郎》在文化的维

度上，结合抽象的表达方式和具体的表演手段，以饱

含感情的一幕幕场景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朝鲜族从移

民、定居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丰年祭》以我们民族传

统的伦理道德和千字文为背景，通过手持长鼓与扇

子的书生和拿着瓢的百姓来象征民族精神、文化以

及生活场景，把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生态性人文环

境以艺术化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书魂》通过书生

的扇子舞，展现了朝鲜族崇尚学问的传统文化品

味。《长鼓乐》以传统的长鼓舞为基本表演手段，生

动演绎了民俗风情和人情世态。由此可见，在迈

入新世纪之后，朝鲜族舞蹈的创作一直以学术性

的视角去接近民族文化的本质，通过把民族文化

的精髓生动地表演出来，进而给现代人以传统文化

意识的觉醒。其代表人物即学者型朝鲜族舞蹈编舞

家孙龙奎。

编舞家孙龙奎在1972年进入延边艺术学校学习

舞蹈专业之日起，就为赵得贤、朴容媛所关注，之后

在留校任教的过程中，因受到了恩师的影响，转而对

编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4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

业之后，以三人舞《海之歌》为处女作开始崭露头

角。而1988年创作的独舞《残春》更是被选为“中华

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这进一步坚定了孙龙奎

立志要成为编舞家的意志。在中国舞蹈界以“多产”

著称的孙龙奎，在从事舞蹈创作的三十余年间，始终

以哲学的视角思考着舞蹈的本质，尝试着将舞蹈与

人类学相结合，创作了10多部以人生哲理为主题的

舞剧和60余部舞蹈作品，发表了《宗教与舞蹈》(与刘

建合著，1998年)、《舞胡杨》等著作以及 30余篇学术

论文和创作谈，更是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编

舞家。进入21世纪以后，孙龙奎在那个帮助自己走

进艺术殿堂的朝鲜族文化之乡延边创作了群舞《丰

年祭》，提升了朝鲜族艺术舞蹈创作的文化品味。而

在2006年，又在此基础上，引领延边的年轻编舞家一

同创作了大型朝鲜族音乐舞蹈剧《千年阿里郎》，开

拓了朝鲜族艺术舞蹈创作的新时代。《千年阿里郎》

是第三代朝鲜族艺术家们创造性智慧的结晶，也是

朝鲜族艺术舞蹈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可以推动和发

展赵得贤、崔玉珠等前辈们已有成果的催化剂。

二、朴容媛与朝鲜族舞蹈艺术人才培养

作为朝鲜族舞蹈文化得以传承普及和提高发

展的有力后盾，朝鲜族舞蹈人才培养事业在 1957
年延边艺术学校成立时正式启航，至今已有 60年
的发展史。

延边艺术学校的成立掀起了朝鲜族艺术发展的

新篇章。艺术学校从建校初期开始，就全面地设置

了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等专业学科，并从朝鲜族艺

术表演团体中相继聘任有用之才组成了师资队伍。

在舞蹈系创始人赵得贤的倡议下，舞蹈系以朝鲜族

舞蹈人才的培养为目标，不再细分专业，以朝鲜族舞

蹈为中心，建立基础训练体制，并任命朴容媛为朝鲜

族舞蹈系的第一任负责人。

朴容媛 1930年 11月 24日出生于朝鲜庆尚北道

的金天村，是贫农家庭的小女儿。自幼丧父，为了寻

找生路，在 1938年与母亲一同移民到中国吉林省龙

井市。1944年毕业于龙井女子中学之后进入了延吉

民主学院教育学部。由于自小就对舞蹈有着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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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并在各种舞蹈活动中扮演了积极分子的角色，

所以在 1947年从民主学院毕业之后，朴容媛留在延

吉市河南小学当了舞蹈教师。直到1948年在报纸上

看到朝鲜“崔承喜舞蹈研究所”的招生讯息，朴容媛

心潮澎湃，毅然从学校辞职，来到了“崔承喜舞蹈研

究所”开始了自己的舞蹈人生。虽然在生理上不具

备完善的舞蹈天赋，但已经通过师范教育具备一定

文化基础的朴容媛，在与崔承喜一同往返中国的五

年间，不仅是用自己的肢体，更重要的是靠自己的意

识全面掌握了崔承喜新舞蹈的技法以及方法论。

1953年归国之后，朴容媛先是在延边歌舞团担任朝

鲜族舞蹈指导教师，后来被任命为延边艺术学校舞

蹈专业的第一任负责人。

作为崔承喜的门生，朴容媛用自己的民族文化

意识和舞蹈艺术观，根据赵得贤所主张的朝鲜族

舞蹈的生态性特征，创建了相应的人才培养体

系。她所在的延边艺术学校朝鲜族舞蹈教学以传

统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的合理交融为前

提，以崔承喜的“立舞”为基本体系，额外设置了传

统舞蹈科目，同时又邀请河兑镒、金龙玉等民间艺

人担任了传统舞蹈课程。像这种以崔承喜的“立

舞”为基础开发民族舞蹈技能、注重传统舞蹈技法

的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与“赵得贤式”的艺术创作

实践不谋而合，为日后的朝鲜族舞蹈教育事业提

供了有力的准则。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教学实践，朴容媛在 1977年
完成并出版了用于中国朝鲜族舞蹈技能开发的首部

舞蹈教材《朝鲜族舞蹈基本动作》，随后又开发了以

传统舞蹈和中国朝鲜族民俗舞蹈特色为素材的表演

训练系统(以各异的动作方式和风格特征为素材的

16个舞蹈表演训练组合集锦)，并以此为基础编排

了女独舞《桔梗花》(1980年)。在编舞技法上，朴容

媛参考了崔承喜新舞蹈创作方法，把传统舞蹈中内

向性、柔韧性的特征与朝鲜族民俗舞蹈中愉悦性和

活跃性的特征相结合，利用民俗舞蹈直白又情绪化

的肢体语言，活灵活现地把桔梗的顽强生命力表现

了出来。朴容媛的这种创意性的编舞技法、个性化

的风格特征以及艺术化的审美追求为当时受到北

朝鲜舞蹈影响而开始动摇的朝鲜族舞蹈打了一个

强有力的强心剂，进而守住了中国朝鲜族舞蹈的艺

术自尊，而且对当时的朝鲜族艺术舞蹈创作也产生

深刻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朝鲜族舞蹈艺术的

风格特征。

既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又身为朝鲜族舞蹈教

育创始人的朴容媛，是将崔承喜新舞蹈思想和教育

体系根植于朝鲜族舞蹈的代表性人物，从事朝鲜族

艺术舞蹈人才培养事业三十余年来，培养了几代朝

鲜族舞蹈艺术表演家、编舞家、教育家和理论家，为

今天朝鲜族舞蹈的传承和发展输送了庞大的后备

军。代表性的人物有：第二代朝鲜族艺术家中的舞

蹈表演家李禄顺，编舞家崔玉珠，教育家张英顺、李

今顺、崔虎旭、李英郁等。第三代朝鲜族舞蹈艺术家

中的编舞家孙龙奎，表演家金龙洙，教育家崔美善、

韩龙吉，理论家朴永光、李爱顺等。

朝鲜族舞蹈表演家李禄顺于1955年进入延边歌

舞团，在朴容媛的门下学习朝鲜族舞蹈，作为延边歌

舞团的骨干分子，在三十余年间专攻长鼓舞，获得了

“延边的杨柳”、“长白的金达莱”之美称，成了守护舞

台的朝鲜族舞蹈化身。1985年时任中国舞蹈家协会

主席的吴晓邦在观看在北京举办的“朝鲜族舞蹈表

演家李禄顺独舞晚会”时，也不由得大赞“南方有刀

美兰、北方有李禄顺”。

朝鲜族编舞家崔玉珠在1950年进入延边歌舞团

之后，先是当舞蹈演员，在朴容媛入团后，从其处体

系化地学习崔承喜新舞蹈，并开始以此为依托，接替

赵得贤引领朝鲜族艺术舞蹈的创作。1995年退休

后，设立了“崔玉珠舞蹈研究所”，利用从朴容媛处学

习的崔承喜体系培养了大批弟子。

第二代朝鲜族舞蹈教育家张英顺、李今顺、崔虎

旭、李英郁等人是延边艺术学校第一、二批的毕业

生，受过朴容媛的系统化指导，二十年来紧随恩师的

步伐，一同引领了朝鲜族的舞蹈教育。

既是朴容媛的关门弟子，也是第三代朝鲜族艺

术家中典范人物的学者型编舞家孙龙奎，不仅把朝

鲜族艺术舞蹈创作引向了学术性的领域，而且在中

国的艺术舞蹈创作领域里也占领了自己的一席之

地。表演家金龙洙则是走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

示了朝鲜族舞蹈家的风采。教育家崔美善、韩龙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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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朴容媛等前辈们已经作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开发了新的教授体系和方法论。理论家朴永光、李

爱顺则努力为朝鲜族舞蹈认同感的确立和日后的发

展寻找理论性的支持。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些成就都要归功于朴容媛因使命感而做出的明智

决策和相关贡献。

因受到高等师范教育而具备渊博学识的朴容

媛，在 20世纪 80年代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为了强化

朝鲜族舞蹈的主体性和未来的发展，开始构想并促

进学术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计划，并终于在 1983年获

得了上级的批准，在延边艺术学校设立了“舞蹈理论

研修班”，专门进行朝鲜族舞蹈的学术型人才培养。

研修班招收地方的舞蹈骨干为研修员，还特别招进

了正在文艺团体活动中的朴永光、李爱顺等人，将其

视为重点人才来培养。这些学员在舞蹈理论研修班

进行了三年的学习，同时又接受了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培养，如今已成为朝鲜族舞蹈学术研究的先驱，在

中国舞蹈学界大放异彩。

李爱顺不仅开拓了以崔承喜舞蹈思想为研究方

向的朝鲜族舞蹈学研究领域，还创始了朝鲜族舞蹈

的研究生教育。她曾担任过国家教育部高等艺术教

育委员会委员、国际高丽学会文化艺术分会委员长

等职务，还发表了包括《崔承喜舞蹈艺术研究》在内

的五部著作和百余篇学术论文，为朝鲜族舞蹈学的

形成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朴容媛的引导下，从舞蹈演员转型做舞蹈学

术研究的朴永光始终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

哪里去?”为学术研究的座右铭，以贯穿始终的思考

力、敏锐的观察力、渊博的学术功底为依托，理清了

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脉络，始终站在了包含朝鲜

族舞蹈学研究在内的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学研究的前

沿，出版过《朝鲜族舞蹈史》《舞蹈文化概论》等五部

著作，参与过《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国大百科全

书》《中国舞蹈词典》等十余部国家级系列全书的编

纂，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目前，正担任国家教育

部艺术硕士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

委员会委员。

“我们的民族舞蹈发展应该立足于我们自己的

民族之根，并遵守客观的舞蹈规律。对于新事物，不

应当一味拒绝，而应当以积极又探索的心态将精髓

予以充分的吸收。”[2]朴容媛正是以这样的价值观为

主导，建立了兼具传统性和科学性的朝鲜族舞蹈技

能训练体系，培养了大批朝鲜族舞蹈艺术人才，为

朝鲜族舞蹈的形成、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1988年退休之际，朴容媛讲到“我伴着最美丽

和可爱的舞蹈走过了一生，能用舞蹈装饰我的人生

应该是最让我幸福的事情”。就这样简朴的语句再

一次向后辈们展示了她作为一个舞蹈艺术教育家的

高尚品格。

结语

艺术舞蹈是兼具历史传统性和时代创造性的非

物质文化财产，伴着舞蹈艺术家们的审美意识和艺

术追求，在时代化的创作实践活动中得以传承。因

此，以艺术舞蹈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意识的阶段性发

展为前提的人物研究是研究艺术舞蹈传承与发展的

有效手段，也是梳理艺术舞蹈发展脉络的必要手

段。以移民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在这片土地上被创

作的中国朝鲜族艺术舞蹈，正是在赵得贤、朴容媛、

崔玉珠、孙龙奎等代表性人物的审美追求和独创性

的艺术创作活动的引领下得以呈现发展脉络。中

国朝鲜族艺术舞蹈的发展脉络表现为，从第一代通

过对传统舞蹈进行再创作而直白地呈现舞蹈情景，

到第二代以创造性的艺术手段将生活的本质之美

予以形象地体现，再到第三代以人文化的艺术手段

形象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与赵得贤所主张

的“舞蹈艺术的使命在于叫醒沉睡的人类灵魂”[3]这

一舞蹈艺术哲学一脉相通，是中国朝鲜族舞蹈艺术

的生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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