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廿校庆学术活动】

2022年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乐舞艺术研究”学术论坛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提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

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

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提出了殷切期望，也为推

动敦煌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守正创新的美学

标准下，新时期敦煌乐舞艺术的发展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

坚定学科优长，强化学理认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

丝绸之路敦煌乐舞艺术研究学术论坛是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所创建的高端学术品牌。该论坛自创设以来，汇聚了海内外众多艺术

家及权威专家学者，围绕敦煌乐舞艺术的创作、表演、教育与交流等

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分享，在学界已形成了一定的影

响，有效推动了敦煌乐舞艺术的交流与发展。

2022 年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乐舞艺术研究”学术论坛以“敦

煌舞派”建设为导向，与全国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百年社会巨变中丝绸

之路敦煌乐舞艺术的当下与未来，以会为契机挖掘学科优长，强化学

理认知，进一步推进敦煌乐舞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助力 2022 年华夏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本次学术论坛分专家主题论坛及青年学者学术

论坛两部分构成，于 2022 年 5 月 6 日至 7 日以线上形式举办，共话

新时期敦煌乐舞艺术的发展！

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6 日—5 月 7日

直播平台：腾讯会议 (会议 ID：806-7957-3155)

主办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承办单位：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甘肃省中小学艺术教育与研究中心

会 务 组：马军 吴军 马正国 高彦 刘丽莎



专家主题论坛议程

2022 年 5 月 6 日

时间 会议流程 发言人 主持人

8:00-8:30 开幕式
邓小娟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马军

（西北

师范大

学舞蹈

学院院

长 副教

授）

8:30-9:00 致辞 嘉 宾

9:00-9:25
《一路走来-敦煌舞的创建

与思考》

高金荣

（兰州文理学院）

9:25-9:50
《新时期敦煌舞蹈研究的构

想与实操述评》

于 平

（南京艺术学院）

9:50-10:15 待定
邓佑玲

（北京舞蹈学院）

10:15-10:40
《共同体意识与敦煌早期

石窟乐舞艺术研究》

金 秋

（江南影视艺术学院）

10:40-11:05
《敦煌乐舞文化遗产的創

造性转化》

许 琪

（甘肃省歌舞剧院）

11:05-11:30

《面向传统舞蹈文化资源

的“双创”实践思考》

张 萍

（中国舞蹈家协会）

11:30-11:55
《敦煌舞身体重心在教学

中的训练性与风格性探究》

史 敏

（北京舞蹈学院）



青年学者学术论坛议程

2022 年 5 月 6 日

时间 会议流程 发言人 主持人

14:00-14:15
《敦煌乐舞中的舞蹈：概念、
内容与分类》

朱晓峰
（敦煌研究院）

吴军

（西北
师范大
学舞蹈
学院副
院长 副
教授）

14:15-14:30

《敦煌乐舞的艺术精神——从

儒、释、道乐舞思想比较研究

入手》

杜 乐
（北京舞蹈学院）

14:30-14:45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
的舞蹈形象解读》

高 彦
（西北师范大学）

14:45-15:00 《唐代帛带舞蹈的舞姿研究》
张怡雯

（中国艺术研究院）

15:00-15:15
《身体表达与文化守正-敦煌
壁画乐舞活态传播研究》

李婷婷

（西北民族大学）

15:15-15:30
《女性与丝绸之路乐舞的传
播——以唐诗为中心》

神 帅

（兰州大学）

15:30-15:45 《图文互证的飞天舞姿形象》
高晨璐

（中国艺术研究院）

15:45-16:00
《敦煌藻井纹样造型和色彩
可舞性分析》

朱佳佳

（西北民族大学）

16:00-16:15 《敦煌舞谱研究综述》
何秋野

（中国艺术研究院）

16:15-16:30
《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敦
煌壁画舞蹈意境探析》

韦 思

（南开大学）

16:30-16:45
《舞从敦煌来——高金荣教
授敦煌舞教学体系创建与发
展研究》

解雨姣

（兰州文理学院）

16:45-17:00 《浅谈敦煌乐舞与音乐的融合》
孔文婷

（东北农业大学）

17:00-17:15
《体悟传统文化思想启发，探
索敦煌舞普及教育新视角及
实践教学与运用》

烨 冉

（舞蹈艺术品牌创始人）

17:15-17:30
高校敦煌舞课程建设的创新
性研究—以《敦煌舞基础训练
与表演》慕课建设为例

钟佳岐

（西北师范大学）

17:30-17:45
《论如何把握敦煌舞创作中
再现与表现的维度》

文 璇

（西北民族大学）



青年学者学术论坛议程

2022 年 5 月 7 日

时间 会议流程 发言人 主持人

8:30-8:45
《敦煌壁画中的吐蕃乐舞元
素考论——以翻领袍服的长
袖舞为中心》

汪 雪

（兰州财经大学）

马正国
（西北
师范大
学舞蹈
学院副
教授）

8:45-9:00
《传承敦煌乐舞文化精髓—
—再现飞天魅力》

袁 媛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9:00-9:15
《童子乐舞形象在敦煌舞中
的重构与运用》

尹雪松

（陕西理工大学）

9:15-9:30
《探索文旅融合时代背景下
敦煌舞蹈传播的新路径》

刘安俊

（云南艺术学院）

9:30-9:45
《符号学视角下敦煌乐舞艺
术的当代建构》

徐晓晨

（新疆艺术学院）

9:45-10:00
《敦煌壁画舞姿的模仿与复
现——舞剧〈丝路花雨〉中
经典女子舞段赏析》

康 琦

（西北师范大学）

10:00-10:15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
化融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研究

张俊英

（六盘水师范学院）

10:15-10:30 《武威市攻鼓子民俗文化研究》
李 宁

（吕梁学院）

10:30-10:45
《近 70 年国内胡旋舞与胡
腾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雷艺凡

（兰州大学）

10:45-11:00
《以“敦煌舞”为例谈地方课程
在高校中的现状与发展》

李曼拉措姆

（西北民族大学）

11:00-11:15 《敦煌乐舞艺术美学思想研究》
谷若华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

11:15-11:30
《文化发展背景下敦煌舞蹈
的重塑与创作》

龚 卓

（云南艺术学院）

11:30-11:45 《唐<甘州>大曲的形成与流变》
任积泉

（张掖行政学院）



【专家简介】

邓小娟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

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副校长，曾任西北师范大学舞

蹈学院院长。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甘肃省文化宣传

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飞天学者，甘肃省艺

术学特色学科带头人。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专家委员，教育部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北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甘肃省中小

学艺术教育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甘肃省政协第三届理

论研究会副会长。2016 年发起成立甘肃省高校舞蹈联

盟，作为学术带头人，能够有效谋划学科发展和组织学术活动，培养学科拔尖人

才和学术团队，创造高水平科研成果，为甘肃文化大省建设贡献艺术智慧，为甘

肃舞蹈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于平 博士、教授、博导。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6 年）、国

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等

职务。现担任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

导师。担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发表舞蹈

学、艺术学、文化学论文数百篇，其中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六十余

篇。主要专著有《中国古典舞与雅士文化》《风

姿流韵——舞蹈文化与审美》《中外舞蹈思想

概论》《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高教舞蹈

综论》《舞台演艺综论》《艺术学的文化视野》

《新时期中国“新舞蹈”史述》《中国古典舞

学科建设综论》《舞蹈评论形态分析教程》《舞

剧构思文学表达教程》《中国当代舞剧创作综

论》《中国当代舞剧创作再论》等。



高金荣 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敦煌

文化学会名誉会长，国家一级编导，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敦煌流派教学体系创建

人。专著有《敦煌舞蹈》、《敦煌石窟舞

乐艺术》、《敦煌舞教程》及修订版等。

在海内外发表论文多篇。创作教学剧目代

表作有《千手观音》、《妙音反弹》、《大

飞天》、《凭栏仙女》、《彩塑菩萨》、《欢腾伎乐》以及组舞《敦煌梦幻》等。

任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期间创作、排演敦煌舞剧《步步生莲》。2016 年任

国家艺术基金“敦煌舞表演艺术人才培养”项目晚会《舞出莫高窟》总导演。曾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人事部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获得中国

舞蹈家协会授予的“中国舞蹈卓越贡献舞蹈家”称号，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的

“文艺终身成就奖”甘肃省妇联授予了“甘肃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及“杰出妇女”

等称号。

金秋 博士、教授、中国舞蹈艺术突出贡献舞蹈家。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原舞蹈系主任、博士生

导师。江南影视艺术学院原演艺学院院长。现任江南

影视艺术学院舞蹈学科带头人、教授。中国教育学会

舞蹈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人

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艺术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课题、全国艺术规

划、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中

国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等多项；

出版《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古丝绸之路乐舞艺术

研究》《中国民族舞蹈艺术创作研究》《中国区域民族民俗舞蹈》《国家“非遗”

名录上的少数民族舞蹈赏析》《外国舞蹈文化史略》等专著。编著《全宋词中的

乐舞资料》《舞蹈编导学》《舞蹈编导基础》《考前舞蹈基础》《舞蹈》（上下

册）、《国家级“非遗”校园集体舞》《中国区域民族健身舞系列 10 本书 10

张光碟》《舞蹈一一气质与形体的塑造》《舞蹈欣赏》等。译著：《舞蹈创作法》

（日本江口隆哉）、《一把小提琴走向世界》（日本小林武史）、《中日友好歌

曲集》等。



邓佑玲土家族，1966 年 8 月 12 日出生，

湖北人，民进中央委教育委员会委员，艺术

学博士后，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

民族舞蹈文化专业方向硕士生导师。现任北

京舞蹈学院副校长、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民进海淀区委主委。北京市第九

届青联委员，兼任中国艺术医学协会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

等学校民族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萍 文学博士，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

常务副主任，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杂志

执行副主编（编审）。现任中国舞蹈家协会

理论评论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当代舞剧研究

中⼼副主任，中国昆舞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职业舞评⼈。南京艺

术学院舞蹈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文联高级

职称评委会委员。2019 年第十六届中国文化

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终评评委，2018 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评估专家，2016

年、2018 年分别担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优秀舞蹈节目展演专家评审。担

任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出版《中国舞蹈著作

权现状及对策研究》《危险的缺失》《谁来振动⼀下舞蹈》《求上得中，

求中得下——“歌舞演故事”的逻辑起点与终点》《若在阨窘中——感思

中国舞剧创作的当下困境》《中国舞蹈名作赏析》《中外舞蹈精品赏析》

等著作。曾任《大百科全书》第三卷舞蹈卷综论部分副主编，2016、2017、

2018 年度《中国艺术发展报告》舞蹈卷执行撰稿。参编总政歌舞团建团 60

周年《论文集》。参与舞蹈实践与创作的作品有：舞蹈剧场《水色千秋》、

舞蹈十二天舞作《士风》、舞剧《尘埃落定》等，曾获中国文联理论评论

奖及中国舞蹈“荷花奖”理论评论奖等国家级文艺理论奖项等。



许琪 原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歌舞剧院院长，

著名舞蹈艺术家， 国家一级编导， 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省部级优秀专家。舞剧《丝路花雨》编导之一、

舞剧《箜篌引》编导之一、大型乐舞《敦煌古乐》总

编导。获得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艺术优秀人才最

高奖“金飞天大奖”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甘肃文艺

终身成就 奖”， 2019 年获《丝路花雨》编创四十周

年突出贡献奖。舞蹈作品《箫韵》《窄袖与琵琶》《急

呼相问》 《双人反弹》《飞天》《金光千佛》等曾多

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文化部春节晚会，中央电视台春节

歌舞晚会节目录制。撰写发表多篇敦煌舞蹈研究论文。1983 年，中国敦煌吐鲁

番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首次提出敦煌壁画舞蹈 S 形造型和

S 型运动规律的理论，成为敦煌舞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2016 年与兰州女子中

等专业学校袁媛罗泽燕根据敦煌舞蹈新理念编创出版《敦煌舞蹈飞天＿艺术形象

教程》，至今仍在兰州女子中等专业学校施教中。

史敏 国家一级演员、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

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敦煌舞教研室主任，北京舞蹈学院

敦煌舞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自 2006 年至今开设《敦煌舞—伎乐天舞蹈形象呈现》

男、女班课程，《飞天长绸技》《敦煌舞经典剧目表

演实践》等课程。多次获得舞蹈界各项大奖，其中 2016

年荣获“全球华人最具影响力人物——艺术贡献奖”。

发表论文有《试论敦煌飞天的动感与艺术形象》《敦

煌飞天•艺术瑰宝》《动静中的三十六姿》《敦煌舞

蹈创作方法研究——舞剧九色鹿案例研析》《敦煌伎

乐天男性舞蹈初探》《敦煌舞在坚守中求发展》等 20 余篇。出版教材专著有《敦

煌舞蹈女班教程——敦煌壁画伎乐天形象呈现》《敦煌心语——敦煌舞教学研究

集》《敦煌心语——伎乐天男性舞蹈教程》《敦煌舞蹈男班教程——敦煌壁画伎

乐天形象呈现》《飞天长绸技》女班教程。编创的舞蹈作品有：《闻法飞天》《反

弹琵琶品》《燃灯踏焰》，舞剧《九色鹿》《伎乐天》等。自 2006 年至今承担

省部级和院级几十项科研课题，组织、参加多项国际、全国的学术活动。



【青年学者简介】

朱晓峰 1983 年 3 月出生，甘肃和政人，艺术学硕

士，历史学博士，中国史（敦煌学）博士后，现为敦煌

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兰

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兰州大学中华诗乐文化

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音乐图像学会理事，硕士研

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乐舞研究。出版专著《唐代莫

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长安向西：12 位文化学者

的田野漫寄》（合著），并在《敦煌研究》《敦煌学辑

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艺术学青年项目 1项，浙江音乐学院招标课题 1项，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和面上一等资助项目各 1项。

任积泉 张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张掖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掖市人民政

府城市规划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河西学院河

西走廊民俗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张

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特聘专家，

曾任中共张掖市委党校（张掖行政学院、张掖

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长、调研员。

杜乐 哲学博士，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致力于中

国古代舞蹈史，中国古代乐舞文化教学研究工作。北京

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

究 所“以戏剧形式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实践研

究”课题组专家。



李婷婷，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民族大学

国家一流本科舞蹈表演专业学科带头人，敦煌舞

教研室主任，教育部学位中心特聘通讯评议专家、

国家艺术基金初评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

审专家、全国艺术科学项目评审专家、甘肃省教

育指导委员会专家、甘肃省高等学校大学生艺术

课程指导部委员、甘肃省侨联专家委员会特聘专

家、甘肃省民族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工商学

院特聘教授，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甘肃省舞蹈家协会会员。主持参与省部级项

目多项，其中一项获甘肃省社科高校成果二等奖。主编《敦煌舞术语词典》，且

获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在 C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与敦煌舞研究相关

的论文，部分论文获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科

研论文二等奖。主讲的《敦煌舞基础训练》课程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质精品课

程、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技能大赛二等奖。创编作品获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

蹈大赛铜奖，第八届桃李杯舞蹈大赛二等奖，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及省级舞

蹈大赛奖项。

张俊英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CIFR）理事、研

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CHS）会员、特聘研究员，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评审专家，《六

盘水师范学院学报》责任编辑，六盘水市哲学社会

科学新型智库专家。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哲学

伦理学，范仲淹思想学术等方面研究。近年来，主

持省、市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8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 1项；在《中

国文化与管理》《历史教学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等

重点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20 多篇。



李宁 吕梁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长期关注

西域历史文化，主持和参与各级课题若干项，出

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若干篇，例如《维吾尔族

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大家庭中的贡献》、《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背景下新疆的人与

自然关系研究》等。

袁媛，兰州现代职业学院教育艺术分院舞蹈讲师，

兰州市县区级骨干教师甘肃省舞蹈家协会会员从事

舞蹈专业教育十六年。教学案例《敦煌壁画乐舞文化

教学研究与实践》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的

全国第六届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中小学美育改革创

新优秀案例一等奖；敦煌舞蹈作品《敦煌天女》荣获

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作品铜奖；甘肃省第八

届敦煌文艺奖三等奖；全国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艺术表演一等奖。

孔文婷 现任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会员，黑龙江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黑

龙江阮、柳琴协会副会长。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师

从沈阳音乐学院赵昕老师、著名柳琴、阮演奏家周长

花教授和著名阮教育家、作曲家、演奏家林吉良教授

培养的全国第一批中阮硕士研究生。



烨冉 烨冉艺术舞蹈品牌创始人，烨冉敦煌舞美

育教育体系创建者敦煌舞普及教育先行者，意大利

佛罗伦萨 DIF 国际舞蹈展会唯一特邀敦煌舞文化交

流青年学者，央视一套《开讲啦》特邀行业优秀青

年代表对话樊锦诗先生。

钟佳岐 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敦煌舞蹈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舞、中国古典舞。

2009 年受邀参加大型民族舞剧《水月观音》饰演女一

号“卓雅”；2017 年赴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访学；

2020 年录制《敦煌舞基础训练与表演》慕课，于清华

学堂在线平台上线；参与国家级项目 4项；出版著作 1

部；发表论文 8 篇；主要作品有《秋风纨扇》、《月

牙泉边》、《天女云飞》、《残月云归》等。

汪雪 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兰州大学敦煌

学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敦煌石窟壁画乐舞图像研究。

发表论文有《莫高窟第 322 窟“乐器树”图像研究》、

《迦陵频伽钹舞源流考论》、《莫高窟出行图中的仪仗

用乐研究》等。



高彦 中国史博士，敦煌学方向。西北师范大学舞蹈

学院讲师。主持市级、校级项目各一项，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其中《汉晋简牍所见西北水利官员》被《新华

文摘》全文转载，博士论文《中古时期西域首饰与妆饰

研究》获 2020 年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解雨姣兰州文理学院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访问

学者。主要担任中国古典舞、敦煌舞等课程，主要研

究领域敦煌舞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篇。

尹雪松陕西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敦煌

舞蹈研究。原创双人敦煌舞《共命鸟》曾获河南省第八

届专业舞蹈大赛“文华奖”暨第四届河南省“洛神杯”

高校组三等奖；参与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省级重点课题项目；参与教育部首批虚拟教

研室“敦煌舞课程虚拟教研室”项目。



何秋野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2012 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

文学硕士。2018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法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民族舞蹈研究、敦

煌舞蹈研究等。

张怡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学博士。先后在《舞蹈》

《中国艺术报》《中国民族报》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

志 》、中国文联课题《中国非遗传统舞蹈影像采集 》、

中国文联课题《中国舞蹈名家传记片 》等项目。

韦思 南开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书画艺术与美学。



康琦 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在读研究生，甘肃

省歌舞剧院二级演员，甘肃省劳动模范，甘肃省优秀

青年人才，经典舞剧《丝路花雨》第 21 位“英娘”

扮演者。

高晨璐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师从茅慧老师。研究方向

为中国舞蹈史。本科毕业于集美大学，舞蹈表演专业。

龚卓 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曾参

演舞剧《永远的马头琴》《香巴拉》《悠悠呢》等，

2019 年参与北京文联扶持项目《悠悠呢》编创，2017

年创作作品《鹏抟》获第十五届北京市舞蹈比赛创

作二等奖，2021 年参加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舞蹈领

域培养院校作品展演活动等。



谷若华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

艺术学学士，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音乐舞蹈戏剧

学院，舞蹈编导与教育艺术硕士。

雷艺凡 2016 年考入兰州大学，就读于历史文化学院，

2020 年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保送至兰州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现为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

究所 2020 级在读研究生。

李曼拉措姆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

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得首届甘肃省舞蹈大赛荣获表

演优秀奖，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担任主要演员。



徐晓晨 新疆艺术学院就读研究生二年级，研究

方向为舞蹈历史与文化研究，在校期间担任班长、

心理委员及胡杨先锋班宣传委员一职。学习能力较

强，善于沟通协调，有较强的组织潜力与团队精神，

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困境喜欢迎难而上，对待生活

充满激情。

朱佳佳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21 级研究生。发表

学术论文多篇，获校级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共

青团员”等称号；参加湖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荣获金奖。

刘安俊云南艺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艺

术人类学学会会员，曾被贵州省黔东南州旅游发展

委员会聘为“黔东南州旅游宣传使者”，2020 年

以来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2篇，荣获第七届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云南赛区铜奖，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大赛决赛一等奖。



文璇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2020 级艺术硕士，

本科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舞蹈编导方向，发表学术论

文多篇，荣获多项科研奖励。

神帅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丝绸之路美术图像研究。

近年来，先后对克孜尔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

窟、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重要石窟遗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工作，对

佛教石窟艺术有了较为详细的认知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