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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柳发新春，沧波不可望。”似写景，似抒怀，北周王褒之诗句一如

当下我们的心境，蒙蒙的尘霾罩不住绿色的憧憬，亦如南朝谢朓所吟“沧波

不可望，望极与天平。往往孤山映，处处春云生”，只因为，没有褪色——

金色的畅想，多彩的梦乡⋯⋯

辞去的 2016，可谓重要的年份——仅就中国舞蹈而言，迎来了中国现代

舞蹈之父吴晓邦诞辰 110 周年、中国现代舞蹈之母戴爱莲诞辰 100 周年；“边

疆音乐舞蹈大会”——中国现代民族舞蹈的舞台艺术建设从起点走过了 70

周年；中国当代舞蹈史学建设从起步来到了 60 周年的结点⋯⋯而当今舞蹈

世界，又有多少值得钩沉的历史记忆？它们都将激励后人重温前人的奋斗和

伟业，继往开来，担起文化创新的重任。

回眸身后的 2016，仅从中国大陆舞蹈的发展来看，新的历史条件成为

哺育其生长的温床：除了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指引，“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国家艺术基金”“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舞蹈‘荷花奖’”

等奖励和资金支持，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舞蹈家创作的热情，催生了诸多中

国舞蹈优秀作品问世；而舞蹈活动从重比赛到重交流的转变，尤其是全国舞

蹈比赛转化为全国舞蹈优秀作品展演活动，全国少数民族舞蹈比赛转向歌舞

展演活动，“桃李杯”舞蹈比赛更名为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都表现出中

国舞蹈领域对艺术评价标准及其发展规律认知的思考与进步；“2016·上海·D

现代舞展”和由非官方主办的“北京舞蹈双周”和诸多的小剧场展演等活动

显现了中国舞蹈建设格局和国际交流的开放性；除此之外，中国的舞蹈教育

亦在快速升温，在办学规模和层次上向着新的高度进军。世界舞蹈领域又发

生了多少变化？赫尔辛基国际芭蕾舞比赛、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洛桑国际

芭蕾舞比赛，以及其他诸多国际赛事，向我们展现了世界舞蹈教育和人才培

养的实绩。北京“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上海“中国舞蹈节”以及难以计数

的世界舞蹈节和海外优秀舞团的世界巡演，打开了中国舞蹈的视野，亦给予

世界舞蹈诸多的启示。

站在 2017 和未来的起点，我们如何“百尺竿头，更上层楼”，迎接新时

代挑战？中国学者冯双白强调创新为要，拿出无愧于时代的文艺扛鼎之作、

传世之作、不朽之作；石裕祖强调集散金碎玉 , 铸民族舞史；周大明强调实

证研究建设地方舞史；郑慧慧强调舞蹈学科理论建设让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再

生；吕艺生强调舞蹈作为非语言性、意会性、感应性文化认知的自觉；于平

强调在把握历史演变历程的基础上研究历史经典作品，梳理历史脉络并揭示

其历史底蕴；陈宝珠解码世界各地的民族舞蹈，强调其经历数千年的沉淀，

聚合成核心精华，能够解释不同民族的发展过程；潘少辉再谈格雷姆、坎宁

汉和鲍希，揭示现代舞何以“现代”所在；张晓雄强调教育尊重个体生命所

有的“不同”，坚持对个性、灵性的追求给予毫不动摇的肯定；王广生强调

舞蹈是创作者当下文化处境与思虑的融合，因而不能悖离文化脉络下所拥有

的舞蹈人文意涵；美国学者苏珊·利·福斯特将当代舞蹈比赛置于新自由主

义的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中，指出作为劳动者的舞者正被驯化为感受商品化自

身的人；黄嘉敏强调培养学生的全球视角，积极参与社区的文化建设，具有

社会正义感和公民责任等问题，应成为舞蹈教育界关注的重点。这种种见解，

都以文化深度和学术创新，或总结过往的经验，或反省目前的问题，为舞蹈

的发展克服短板，追求卓越，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理论思考。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语）文化艺术建设的

意义如此这般，因之，历史的责任感挥之不去，使命的庄严感油然而生⋯⋯

让我们拂去文化建设中的时尚泡沫和浮躁，赋予正在悄悄失去根性的生活以

历史感，连接民族文化的血脉，在丰厚的文化底蕴之上，打造中国和世界舞

蹈的未来。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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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讯
Special Report

一、历程的回顾与认知的深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于 2016 年 11 月

12 日在北京召开“纪念中国舞蹈史研究 60 年学术

研讨会”。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

著名舞蹈学者：王克芬、隆荫培、刘恩伯、刘俊骧、

吕艺生，以及来自中国各地的文化界的领导和舞蹈

领域老、中、青不同代际的专家与学者。

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

研究员主持开幕并率先发言。他回顾了中国舞蹈史

学发展 60 年的历程，指出：中国舞蹈史学第一时期

【内容摘要】以 1956 年“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成立为开端，中国舞蹈史研究现已走过 60 年的历程。60 年来，

中国舞蹈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舞蹈史料的不断挖掘和积累为中国舞蹈史学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舞

蹈通史方面的研究推出了诸多重要的著作以及集大成的成果，标志着舞蹈史学学科建设的初步成熟；民族舞蹈史、

断代舞蹈史、地域舞蹈史、专题舞蹈史以及跨学科舞蹈史研究的成果显现了中国舞蹈史研究视域和方法的探索

和拓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召开的“纪念中国舞蹈史研究 60 年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文

化界的领导以及舞蹈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深化对舞蹈史学建设价值和意义的认知；在总结实

践经验教训中探讨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正确途径；强调“史料先行”“重证据”，追求“信史”，探寻舞蹈史

研究的正确方法；倡导“甘坐冷板凳”的学者精神，纠正浮躁、抄袭、剽窃之风；并表示只要抱有坚定的信念，

知难而进，就一定能够继往开来，创造中国舞蹈史学新的辉煌。

【关键词】中国舞蹈史学；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信史；学风；学术精神

继往开来
       ——“纪念中国舞蹈史研究 60 年学术研讨会”综述①

菁  鸢  玉  泠  木  木

本 期 特 讯

Special Report

最终在 1983 至 1987 年间出版了《中国舞蹈史》之

先秦部分、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隋唐五代部分、

宋辽金西夏元部分和明清部分等五本断代史（史称

“小五本”）。第三个时期的成果在第二时期的基

础上又经历了 20 多年，主要成果是由刘青弋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简装九卷和精装五卷的《中

国舞蹈通史》，在对“小五本”修订的基础上，增

补了第一代学者刘恩伯先生的“古代文物图录卷”

和第二代学者刘青弋的“中华民国卷”。“由此，

这套《中国舞蹈通史》从第一、二期的古代一直延

续到第三期的现代。不仅在中外舞蹈研究和出版领

域中创造了个人分工与集体攻关相结合的典范，标

志着中国舞蹈历史研究工作的成熟，而且在研究队

伍的整体实力、毕生坚守的治学精神与九、五卷本

的宏大规模和文献、文物、田野三重证据法的灵活

应用，以及图文并茂的形式、严谨缜密的编辑、高

贵典雅的版式和精美考究的印刷等诸多方面创造了

无与伦比的世界奇迹，不仅表现出中国舞蹈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中国舞蹈学人的治学如命，而且折射出

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投入的同步递增以及中国政府

与出版界对舞蹈学术成果的支持日益注重。”他进

一步指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这个国家

级的专业舞蹈研究机构中，中国舞蹈史不仅成为名

副其实的龙头研究方向，而且成为中国首个舞蹈学

博士学位授予点的招生方向，其成果更为全国的舞

蹈研究、教学、编辑和管理事业培养了大批的高端

人才，有效地带动了全国舞蹈学科诸多的研究。中

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举办这次全国性的研讨会，

是要给那些从零开始、历尽艰辛、埋头治学终身不

悔的前辈专家学者们树碑立传，同时也想让广大的

青年学子们懂得“文章千古事”这种价值观，做出

应有的贡献，不辱没我们伟大祖国和这个伟大时代

赋予的使命。

接着，会议播放了主办方制作的向前辈学者致

敬的专题片。前辈学者们的生动讲述和殷殷教诲，

于 1956 年 10 月开始，在吴晓邦和欧阳予倩两位前

辈的指导下，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小组

正式成立，由此开启了中国舞蹈史研究这项意义深

远的文化建设工程。这一时期，在沈从文、阴法鲁、

杨荫浏、周贻白等多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大家的指导

和带领下，陆续整理、编写并出版了《全唐诗中的

乐舞资料》和《中国舞蹈史参考资料》，并于 1964

年内部印刷了单卷本的《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

初步弥补了中国舞蹈“有舞无史”的遗憾；培养了

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等新中国的第一代

舞蹈史学家。第二时期的研究成果出版历时20余年，

让参会者们心潮澎湃，尤其是中国第一代舞蹈史学

家——已故的孙景琛、董锡玖、彭松先生生前的采

访视频和在座的王克芬先生的早期采访视频，更是

让在场的人感慨唏嘘。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由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

研究员以及王宁宁、茅慧、欧建平研究员分别主持

了不同专题的讨论。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在发言中指出： 

1954 年成立的中国舞蹈研究会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

前身，吴晓邦先生即是研究会的会长，当时的研究

是为了整个舞蹈事业的建设而开展起来的，特别重

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成立了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小组。

冯双白强调兴趣之于舞蹈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我们的前辈们是把特别浓厚的个人兴趣和坚持的信

念结合在一起才成就了今天的舞蹈事业。因此，忽

略兴趣，就会忽略舞蹈历史研究中个人的独到判断

和价值。历史是浩瀚的，我们一本舞蹈史不可能把

它全部记录下来，作为独立且有知识储备和艺术实

践的学者，应该把个人独到的眼光、判断放在对历

史资料的梳理和推论上。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明文军在发言中说，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我们民族自信的总源头。

舞蹈艺术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意识

形态，在中华文明进程中起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回望历史，历代的舞蹈艺术无不应和着各个朝代独

特的历史进程，演绎出各自不同的动人姿容，形成

了富有史学价值的独特内容，而对这些现象进行系

统理性的学术观照，可以丰富今人的眼光和视野。

可以说，通过对历史的扫描来找寻舞蹈艺术发展的

逻辑和规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举和成就。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牛根富也指出，舞蹈史

作为史学范畴的组成部分，其使命在于以广博、厚

重、深邃的笔触记载人类历史上舞蹈艺术的辉煌和

过往的足迹，从而给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

正确认识舞蹈史学的意义是促进中国舞蹈艺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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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 从总的形势看，中国舞蹈艺术发展态

势可以用两个词组来形容：一是丰硕收获，二是艰

难攀登。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舞蹈艺术发展轨迹里主旋律创

作成果的收获。

在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提出以来的这两年时

间里，在国家艺术基金和一些企业文化投资的带动

下，聚焦丝绸之路题材的舞蹈、舞剧作品可以用“大

【内容摘要】 2016 年中国舞蹈艺术发展态势可以说：一是丰硕收获，二是艰难攀登。一方面，其发展是积极健康的，

收获是巨大的。例如，在表现“丝绸之路”的题材、纪念长征 80 周年的题材、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95 周年以

及革命历史题材等方面有较多舞剧问世；以民族艺术为根基的舞剧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古代名人”

在舞剧中纷纷出场；现实题材创作一直是舞蹈艺术创作的短板，但是亦有新的探索；“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划”

成为中国舞蹈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推出了许多实验性、探索性的舞蹈作品；此外，2016 年还是一个大型舞蹈

节庆和规模化展演的热潮之年。另一方面，其发展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现实题材创作发展势头不足，好作

品少；创作雷同，千人一面，公式化、模式化的现象依旧；形式大于内容，艺术形象塑造孱弱问题突出，等等。

主要原因在于浮躁之风作怪，艺术创作中的急功近利，导致艺术创新精神萎缩。

【关键词】2016 年度；中国舞蹈态势；现状扫描

丰硕收获与艰难攀登
       ——2016 年度中国舞蹈艺术现状之扫描

冯双白 

行其道”来形容。陕西省歌舞剧院排演的《传丝公主》

以现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唐代木版画《传丝公主》

为史料依据，讲述了唐代公主李宁儿与拂 国王子

小波多力为把蚕种带入拂 国而努力并因此而收获

爱情的中国故事。似乎是与其对应而生，西安歌舞

剧院演出的《丝绸之路》，不讲具体故事，而是采

取抽象艺术的表现手段，努力塑造了千年丝路上的

“引者、行者、游者、使者、市者、护者、和者”

形象，体现出编导强烈的主观创作意识和创新力度。

北京歌舞剧院的《丝路长城》，改编自同名京剧，

诉说了唐代重开已经关闭 800 年之久的胡汉互市、

当代
艺术研究

回眸展望
Review & Prospect

回 眸 展 望

Review & Prospect

平定战乱、谋求和平发展之路的故事。这些创作，

与创作于几年前并在 2016 年继续上演的福建省歌舞

剧院的《丝海梦寻》、海南省三亚市艺术团和澄迈

县歌舞团的《南海丝路》等舞剧相互呼应，构成了

舞蹈艺术创作中的“丝路旋律”。

2016 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和中国共

产党建党 95 周年。以此为契机，由军委政工部组织

创作的题为“永远的长征”的大型主题文艺晚会，

以极大的气派和精准的视角，史诗般地赞扬了长征，

其中以舞蹈形式呈现的“血战湘江”“过草地”等

历史事件，感人至深，富于创新精神。习近平等领

导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中央芭蕾舞

团推出的《长征  长征》、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推出的《九死一生·长征》也从各自的角度书写了

长征的伟大，弘扬了红军所谱写的长征精神。

在纪念建党活动热潮里，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为核心，辽宁芭蕾舞团创作演出了芭蕾舞剧《八女

投江》，大气磅礴又深入细腻地表现了战争与女性

的独特关系，在 2016 年度举行的中国艺术节上获得

文华大奖；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排演的革命历史题材

舞剧《太阳的女儿》，将农奴翻身得解放的历史故

事演绎得有情有义；江苏盐城市歌舞团重新改编上

演的舞剧《烽烟桃花飞》，取材非常独特——投奔

新四军的知识青年和文艺爱好者怎样在革命大熔炉

中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剧中浓烈的情感和个性生

动的人物形象令人眼前一亮，是2016年度深度加工、

打磨精品思路下反响不错的作品。另外非常值得关

注的是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原创舞蹈诗

剧《浮生》。该诗剧设计了“浮生口、浮生门、浮

生醉”三个篇章，展现了兄妹三人在抗日战争中悲

伤与反抗同在的命运。“浮生”，典出《庄子·外篇》：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意指空虚不实的人生。

取“浮生”作为舞剧之名，透露出以杰出青年编导

谢飞为首的主创团队，对脆弱生命、人世无常、刀

光剑影与不灭的民族反抗火种的深入思考。解放军

艺术学院推出的《七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时

代背景，通过头、膝、脚、腰、手、头这六个意象

构成了六个篇章，努力塑造“先驱者”“觉醒者”“长

征者”“自觉者”“行动者”“解放者”这六种革

命者，刻画堂堂七尺男儿的形象。

毋庸讳言，现实题材创作一直是舞蹈艺术创作

中的短板。但是，近些年来，还是不断有人勇敢探索。

攀枝花歌舞团的《以梦为花》，由九名舞者演出一

部完整的工业题材舞剧。在现实主义文艺精神的观

照之下，小型舞蹈作品创作也收获良多。在第十一

届全国舞蹈优秀作品展演上，群舞《鸡毛信》大放

光彩，作品集中体现了编导的创作智慧，用一个忘

却生死传递火急军事情报的动作与无奈举手随意示

弱的动作形成强烈对比，构成了富于深刻对比含义

的意象，将中国人民抵抗外辱、保家卫国的崇高情

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群舞《长恨》（古典舞）、《黄河》

（国标舞）、《傣家的女儿傣家的雨》（民族民间舞）

等作品，分别从不同舞种探索了舞蹈发展的新方向。

双人舞，是近些年来颇受编导喜爱的艺术体裁。《夫

妻哨》在 2016 年大放异彩，其对现实生活的热情态

度、令人赞叹的取材角度、巧妙多变的时空处理，

让该作品从问世即持续占据各种榜单的前列。另外

一个博得很多好评的双人舞《兄弟》，在选材上独

辟蹊径，聚焦于残障哥哥与耐心照顾他的弟弟之间

的人性真情，令不少观众为之动容和击掌喝彩。

纵览上述舞蹈作品，令人欣喜的是，在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了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的两年之

中，舞蹈艺术工作者们遵照总书记的谆谆教导，把更

多的精力投放到对于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和精心打磨

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反映和代表着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文化创新创造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

生产优秀作品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和中心任务，不断

推进文艺创新，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努力为人民创造

文化杰作，为人类贡献不朽的传世之作。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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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舞蹈史的断代分期

笔者耗时 11 年编著了《云南民族舞蹈史》。

其间遭遇到历史断代分期和和各类史料的甄别取舍

等诸多难题和困扰。现将探索和解决上述问题的理

论、方法的若干思考与心得简述于下，与有志于民

族舞蹈史研究的同仁探讨和分享。

在研究云南民族舞蹈史时，我们主要依据文献

史料、图像纪形史料、口述史料和活态遗存资料四

个方面的材料。然而，对上述四个方面的材料的梳

理和运用，在研究编写民族舞蹈史稿之初，必须直

面的是对历史遗存下来的近万种散金碎玉般的云南

少数民族舞蹈形态、舞蹈事象及其舞蹈在各个历史

阶段的发展状态，如何予以较为科学的历任史断代

分期的问题。

任何一门艺术专门史的编撰都毫无疑义地必须

依照传统文化通史关于历史断代分期的原则、规范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笔者历时 11 年之久编著《云南民族舞蹈史》的过程，就撰写少数民族舞蹈史这种特殊个

案时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展开了阐述：第一，如果完全遵循传统的文化通史关于历史断代分期的方法、原则与模式，

在研究在少数民族舞蹈发展史中所创造出的多元异流、一元多支、多层代并存或跨越时空的种种舞蹈艺术形态

现象时，将不可避免地抹杀少数民族舞蹈个性、文化属性以及最具历史意义的价值。因此，作者尝试性地采取

了一种相对宽泛、折衷的定位断代方法。第二，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长期蔑视少数民族，因此在各类历

史文献中极少能寻觅到有关少数民族舞蹈历史足迹的记载，这便给开展民族舞蹈发展史的断代分期的系统性学

术考证研究造成困难与障碍。对此，笔者尤其专注搜索散落在民间的野史杂录、诗词民谣、碑刻金石、乡间村

寨文人的杂记手稿，通过与官修的县府志比对考证，并在咨询省、州、县专家学者意见后予以采纳使用。第三，

散布于云南省各个地区数以千计的崖画、陶器纹饰、石刻、木雕、壁画、砖像、青铜器、古建筑、象形图画文

字及形形色色的舞谱等直观形象的舞蹈资料，本身就是一部特殊的民族舞蹈纪形史。第四，流传于少数民族中

数以万计的各种不同类型关于民族舞蹈起源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艺诀、舞诀等口传或文本文化遗产资料，

是流传在广大群众中的另一种特殊的民族舞蹈史。第五，文中列举了我国历经 20 年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普查搜集到的 17,600 多种活态民族民间传统舞蹈资源，透射出少数民族舞蹈的特点、发展规律与多重社会文化

功能。

【关键词】民族舞蹈史；舞蹈学科建设；方法与途径；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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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模式去进行定位。然而，完全遵循这些传统的方法、

原则与模式，去研究在少数民族舞蹈发展史中所创

造出的多元异流、一元多支、多层代并存或跨越时

空的千姿百态的种种舞蹈艺术形态现象，似乎成为

一种永远无法企及的奢望。

云南的近万种少数民族舞蹈遗存、相关出土文

物及其历史文本资料，在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下，

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属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属性表

现在：云南省 26 个民族及其分布在若干地域、若干

支系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及历史发展阶段与中原

的发展、纪年难以对称、对位，甚至严重错位。在

这种情势下勉强照搬主流的传统断代方法，势必陷

入“主流文化”、大民族主义抑或新教条主义的窠臼，

从而抹杀少数民族的舞蹈个性、文化属性以及最具

历史意义的价值。为了既能较为科学历史地又能从

云南的特殊性来把握云南民族舞蹈史的断代难题，

在现有资料不太完整的前提下，我们大胆尝试了一

种相对宽泛、折衷的定位断代方法：

第一，对那些已经被历史文献及考古学、史学、

民族学确认的民族传统舞蹈，按传统的断代原则方

法进行明确的断代定位，如崖（岩）画上的舞蹈、

青铜器上的舞蹈，《南诏奉圣乐舞》及《大成乐舞》

等。第二，依据少数民族舞蹈自身特殊的历史发展

规律，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不同舞蹈门类进行

横向比较与相应定位。对那些在审美价值、文化属

性、艺术元素、题材寓意和内容形式等舞蹈文化现

象进行多元的、多视角的交叉联系考证定位。如彝

族、纳西族的联袂踏歌；白族、彝族及布依族的龙舞、

狮舞；哈尼族、景颇族、彝族的丧葬仪式舞；彝族、

傣族、景颇族、白族、布依族和壮族的器械舞；彝族、

白族、壮族、苗族的铜鼓舞；彝族、哈尼族、壮族、

怒族、普米族的宴享习俗“跳菜舞”等。第三，那

些有少许历史文献线索与舞姿形象依据的舞蹈，则

通过与后世的舞蹈遗存进行多重比对，郑重予以对

位断代，如傣族的孔雀舞、白族的佛教乐舞、霸王

鞭舞等。第四，那些对民族史学、民族学及人类学

有重要参考价值且有某些自然历史背景的舞蹈神话

传说故事的口传资料，则按其不同属性予以单列归

类，不做任何推断，以供读者判读研究参考，如彝族、

拉祜族、白族的洪荒舞蹈神话传说，景颇族、佤族、

基诺族的图腾神话传说等。第五，对那些确实长期

在民族民间流传，而且确与该民族所属族系的文化

艺术源流有较多联系，但历史发展阶段不清的传统

习俗舞蹈，则借助于民族史、民族学及人类学的原则，

予以逻辑推定，重点提及其艺术特征，如佤族的“木

鼓舞”、独龙族和佤族的“剽牛舞”、哈尼族的“铓

鼓舞”、白族的“耳子格”、布依族和壮族的“草

人舞”、哈尼族的“洗鬼舞”“扇子舞”与“木雀舞”

等。基于这样的认识理解，在编写《云南民族舞蹈

史》时将云南民族的舞蹈发展史的范围大致按照原

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近现代四个历史阶

段，分别予以设章分节，其上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下限为 1950 年 2 月云南和平解放。

二、民族舞蹈的各类史料的甄别取舍

（一）各种文献史料

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长期蔑视少数民族，

因此在各类历史文献中极少能找到有关少数民族舞

蹈历史的记载，这必然给少数民族舞蹈的研究造成

极大的困扰。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及客观原因，

记载少数民族舞蹈发展史的相关历史文献、文字资

料极其匮乏。某些古代文献资料中虽有只言片语的

零星记述，但记述极为简略，大多语焉不详，甚至

还大量充斥着封建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偏见。

这便给开展民族舞蹈发展史的断代分期的系统性学

术考证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与障碍。对此，如何才

能透过扑朔迷离的舞蹈表象去印证和揭示云南民族

舞蹈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及不同

舞蹈种类的基本属性、历史时期定位及其文化属性，

便成了编写云南民族舞蹈史的最大难题。于是，我

们专门搜索散落在民间的野史杂录、诗词民谣、碑

刻金石、乡间村寨文人的杂记手稿，通过与官修的

县府志比对考证，并在咨询省、州、县专家学者意

见后予以采纳使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或勘误了

二十五史等正史文献中的不足和缺憾。

（二）图像纪形史料

散布于云南省各个地区数以千计的崖画、陶器

纹饰、石刻、木雕、壁画、砖像、青铜器、古建筑、

象形图画文字及形形色色的舞谱等直观形象的舞蹈

资料，本身就是一部特殊的民族舞蹈纪形史。这些

经过考古鉴定的形式多样的舞蹈图像纪形史料，大

都是那个时代的画工、木石雕刻艺人依照当时舞蹈

和艺人们展演的历史原貌，经艺术加工后而成的。

他们用画笔和雕刻工具为我们的民族舞蹈发展史研

究，提供了较为接近舞蹈历史事实的直观形象和极

其重要的补遗与佐证客观史实的资料依据。

（三）口述史资料

流传于少数民族中数以万计的不同类型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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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ants, folk artists, and witnesses who experienced 

the dance events and mat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information can link up the “broken chains” and other 

problems of the arguments of dance history study. 

  Upon discussing the values of living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al dance to the ethnic dance history, the book lists 

17,600 types of living traditional ethnic and folk dance 

resources collected throughout the 20-year census for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Ethnic and Folk Dance. These 

“living” traditional dances feature solid diversity, mass-

based entertainment, and living inheritance. They project 

the la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ultipl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dances 

through the ages. They further affirm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studying the 

dance histor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comprehensively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v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living” traditional dances also reflect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ideas, and 

emotion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dicating the in-depth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living” ethnic 

dance resources of different minoritie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re valu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wealth for both 

Chinese people and people of the world. They ar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and world dance culture by 

the ethnic minoritie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plor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Chinese ethnic dance history, ethnic dance history, as 

the basic theoretical discipline of the ethnic dance study, 

will provide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objectiv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thnic dance. It will also pave a solid foundation 

wit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oretical value, and historical 

meaning tha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ethnic dance study. Meanwhil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not enough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the ethnic dance history, nor has formed a 

reliable research team of the ethnic dance history. There 

lacks strong will and guid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level. 

He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the ethnic dance history shall be positioned from multi-

perspective, such as international, domestic, regional, and 

ethnic perspectives, multi-angle, and multi-level academic 

views. The research teams in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ong with the art research institutes, should 

form a “united fleet” to save and conduct cross-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rooted in China’s 55 ethnic minority traditional 

dances and the unique multi-ethnic cultural and artistic 

symbiosis. It is with the hope that through collecting the 

scattered treasures and forging the ethnic dance history, 

the elite wisdom on ethnic dance theory is gathered, 

the resource sharing and inter-complementary multiple 

advantages are realiz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and sound socialism ethnic minority dance culture 

is promoted, which will lea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flourishing ethnic minority dance culture.

[Keywords] 

ethnic dance history, danc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approach,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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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河北舞蹈史》①这部史书的研究和写作过

程，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一种事业的重托和生命的情

怀，这促使笔者怀着敬畏之心完成了这样一项学研

工作。将其中的一些切身体验写下来，无论是对笔

者个人还是对舞界后学都可能有一点助益，为今后

的舞史研究工作提供一点参考。

一

《河北舞蹈史》是一部地方性舞蹈专史，描绘

了自远古至今生长在河北这片土地上的灿烂的舞蹈

文化。河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文化艺术源

远流长。在这片以 200 万年“泥河湾文化”为代表

的“最早人类脚踏地”上，孕育和生长着“河北舞蹈”

这颗中国舞蹈史上的璀璨明珠。自古以来，河北就

是多民族聚居地，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交汇、交融

之所，在这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民族艺术的

典型方式。特别是在 1271 年忽必烈定都元大都（北

京）以来，河北作为京畿重地的特殊的历史地位，

塑造和影响了河北舞蹈文化的基本形貌。《河北舞

蹈史》持论谨慎，材料翔实，内容较为丰富，是一

部为中国舞蹈艺术增添了浓郁地域特色的新史书。

就《河北舞蹈史》的研究方法而言，该书将历

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结合，并在实物证据和文

献证据的基础上建立本书的写作体例和逻辑关系。

【内容摘要】《河北舞蹈史》是我国出版发行较早的一部地方性舞蹈专史。河北省地处京畿腹地，是中华文明

的发祥地之一，又因 200 万年前的泥河湾文化被称为“最早人类的脚踏地”。这里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

艺术的典型形式。《河北舞蹈史》持论谨慎，材料翔实，内容较为丰富。它对地域舞蹈现象的独特发现，对河

北舞蹈史发展的特殊轨迹的梳理和勾勒，使其具有了不可替代性。它为中国舞蹈史学建设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

同时也为地方史研究的方式方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地方舞蹈史；史学建设；实证研究

地方舞蹈史建设与实证研究
 

周大明

特别注重对中国各类舞蹈史既有成果的学习、参考，

注重对历史大文脉和地域性特色的把握和梳理，尤

其注重史料搜集、整理和精细考订等基础性工作，

运用辩证逻辑思维和唯物史观统领治史过程。

《河北舞蹈史》从远古时期写起，直到当今的

河北舞蹈现象。其中一部分古代舞史资料为作者在

研究过程中的独到发现，经甄别首次应用于舞蹈艺

术领域。也有小部分为作者第一手材料，从而使这

部史书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譬如，

第一次在舞蹈史中引用 2004 年在河北易县北福地遗

址发现的距今 7,000 ～ 8,000 年的新石器时期刻陶傩

舞面具。它是目前我国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

的史前傩舞面具，为研究史前宗教或巫术，特别是

为研究作为“舞祭”的傩舞提供了重要的新的历史

实证。同时，我国关于傩舞的文献记载已逾两千年。

按照学界以往的观点，我国现存的“傩，主要集中

于江南、西南地区”，曾一度认为“河北没有傩”。《河

北舞蹈史》以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证明，燕赵大地

原本也在傩文化的濡染之中。目前河北的唐山、邯郸、

衡水、廊坊、承德、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地区，

都有傩文化遗存。较典型、较完整并于近年仍在活

动的有：黄河以北影响最大的傩仪活动——武安市

固义村的迎神赛社傩戏“捉黄鬼”，唐山市丰南区

以至塘沽一带沿海村落的傩舞“篓子灯”，石家庄

市井陉县南王庄乡的傩俗“撵虚耗”、武安市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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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the prehistoric religion or witchcraft, especially for 
studying the Nuo dance as a “sacrifice dance.”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the book describes in details the diversified 
Hebei dance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s well as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from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between “Cao’s three sons” and Wei and Wu dance in the 
northern cultural center Ye city,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culture of “dance and music of non-han ethnics,” 
and then to the “song and dance drama” Warrior Lanling 
and The Stamping Verse Girl originated from Hebei and 
famous around the world—which highligh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ebei dance, promote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form the regional dance history feature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dance history. In addition, the Manchu court dance 
drama script Papa Dressed like the Daughter in the book is 
the first time to be published, being significant in record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Manchu dance 
drama. What’s more, the book organizes and summarizes 
the Hebei da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the dance activities in the Shanxi-Chahar-Hebei 
and 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liberated areas to 
make the history clearer. It also gives an academic summary 
of the numbers of Hebei dance types. There are plenty of 
examples, but only a few are mentioned here. 
  The local dance history and th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Chinese dance supplement each other and have important 
intertextuality. The author holds that in addition to strictly 
abiding by the general laws and methods of history,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history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ly, strictly differentiat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iterature and objects from those of oral history 
and give different forms in terms of the result forms. 
Although it is a kind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oral history has 
not formally formed a general means and method due to its 
unavoidable subjectivity, complexity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tent, and relatively late start of the oral history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the oral 
history from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history with 
content in form of textual evidence and object evidence  

and present them in different result forms. Secondly, strictly 
differentiate “history” from “record” and truly define the 
historical value and academic quality of each of them. 
Some local history writings are short of academic training 
and writing norms, regardl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record. This also leads to the fallacious 
tendency of the flatness of history study, the similarity 
betwee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records, and homogeneity 
of material compilation. Thirdly, make good use of the 
norms of “notes,” a ruler that could measure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results. Dance historians should work under the 
norms of history and improve academic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written format the notes. Fourthly, master the 
scientific method respected by the academia of history, for 
example, “the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is unacceptable” 
and “dual attestation.” 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books 
on local dance history, compiled by adopting movement 
language system, have very few literature and object 
evidence and cannot really reflect the dynamic nature of the 
art of movemen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ccessing 
to the “the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is already extremely 
difficult, which makes the scholars reluctant to abandon 
and regard it as “being better than nothing.” A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put it, in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history, we 
should try to apply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method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 so as to make the research results 
withstand the test of time. Fifthly,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work on data collection and material examination. 
This work is the basis of the basic history study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history. There is no shortcut in terms of data collection, 
discovery, in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They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hard working. A careless attitude, replicating 
available information, and copying other people’s thoughts 
are all undesirable.

[Keywords]

local dance history,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study,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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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和

谐、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全国各项工作都

在开创新的局面。近年来，随着“艺术学”成为独立

的学科门类，“舞蹈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发展至今已有 30 多个年头，现今

很需要在国家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下，通过反思，

在进行舞蹈学科建设的探索中谋求新的发展。

【内容摘要】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发展已走过了 30 多个年头，在国家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下，应该通过反思，

在进行舞蹈学科建设的探索中谋求新的发展。针对办学的理念和方式还没有完全实现从“术科”到“学科”转

变的现状，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是关键。舞蹈的学科建设是舞蹈这个艺术门类的文化建设。它应该是在相应的技

艺技能的基础上，具备完整的舞蹈学术意义并建立起科学的舞蹈学术理论。舞蹈的高等教育与中专教育不能只

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区别。舞蹈高等教育是一种学术行为，学理建设应该是舞蹈高等教育的基本品格和学科

追求。而舞蹈高等教育的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必然对舞蹈学科的建设提出要求。因此，重新建构舞蹈学科

的基础理论，努力探索舞蹈学科的应用理论，改革现有的舞蹈教育体制势在必行。要实现这个转变并非易事，

观念的转变意味着惯性的改变。这是对舞蹈教育界的领导和每位教师能力的极大考验和对勇气的一大挑战。但

只有实现从“术科”到“学科”的质变，才能迎来中国舞蹈高等教育的“再生”。

【关键词】术科；学科；基础理论；应用理论；舞蹈教育体制

舞蹈学科理论建设
与中国舞蹈高等教育的再生

郑慧慧

一、中国舞蹈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状

中国舞蹈高等教育自 1978 年北京舞蹈学校的中

专教育升级为北京舞蹈学院的大学本科教育开始起

步，30 多年来，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解放军艺术

学院舞蹈系和其他省市的艺术学院的舞蹈专业相继

升级。20世纪90年代，湖南吉首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创办了舞蹈专业。

2000 年后，南京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也创办了舞蹈专业，随后，更多的师范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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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 号）》。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中国教育发展水平、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文件在基本指导原则中指出：坚持

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

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

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

办出特色。年轻的中国舞蹈学科建设的状况如何？

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师都关注哪些问题？本文通过回

顾上海戏剧学院 2015 年底召开的“立足当代  面向

未来——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学术大会”，梳理来自

海内外近 40 家舞蹈院校的专家学者就未来中国舞蹈

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问

题展开的讨论，提取专家学者在会议上所阐述的主

要观点，管窥目前中国高等舞蹈学科建设关注的主

要话题及其现状 , 并就舞蹈学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进行思考。

首先，加强舞蹈学科整体建设，提升学术自觉，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回顾 “立足当代 面向未来——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学术大会”，梳理来自海内外近 40 家

舞蹈院校的专家学者在会议上所阐述的主要观点，管窥目前中国高等舞蹈学科建设关注的主要话题，就舞蹈学

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首先，加强舞蹈学科整体建设，提升学术自觉，是此次大会部分专家所强调的

观点。其次，对于学科的概念及其内涵，舞蹈教育界虽然有所认识，但仍不清晰，无形中加剧了舞蹈理论研究

与舞蹈创作表演实践的各自分立甚至对立。再次，专业和学科之间的关系虽然受到舞蹈教育领域的关注，但还

有待清晰认知。最后， 舞蹈艺术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受到较多的重视，因而，学科建设的优秀成果则是

专业发展、人才的学养和教育内涵质量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是此次大会部分专家所强调的观点。北京舞蹈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吕艺生教授在论坛中讲到：“舞蹈

艺术迎来了新的时期，中国舞蹈自身需要整合，才

能培养全面的舞蹈人才，才能把中国舞蹈艺术推向

大众与国际，这种整合一方面是专业的整合，另一

方面也是学科体系的整合和优化。”中国舞蹈家协

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研究员认为：“由

于中国舞蹈史研究缺少本身的方法论和舞蹈研究材

料的不完善，使中国舞蹈的理论的发展落后于舞蹈

实践的发展，也影响了舞蹈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为

了还原历史，中国舞蹈应当科学地发展学科建设，

只有研究透彻了才能够有理论去阐述。”北京舞蹈

学院副院长王伟教授提出：“我们应当将理论与实

践在一个新的层面建立起新的联系。理论来自教学

实践，教学实践又能检验理论。我们应当把握好艺

术文化建设和自身个体技艺的关系，培养德才兼备

的舞蹈从业者，要形成一个高尚的精神共同体价值

追求，做到学科自立、学术自觉。”北京舞蹈学院

前民间舞系主任高度教授提出：看清民族民间舞的

发展方向，不能在发现过程中失去民族文化独立性，

应树立起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使中国民族民间舞

立足当代    面向未来
       ——“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学术大会”的视点

霖    雨 

有代表国家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其能与世界对话。

上述专家的发言集中显现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舞

蹈学科建设与其他学科门类相比，基础薄弱。一方

面是基于基础学科研究层面的薄弱，另一方面在于

舞蹈艺术表演与创作层面长期拘泥于“实践性”层面，

遮蔽了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这种重实践轻学术的思

想制约了舞蹈表演与创作的发展。因此，中国高等

教育中的舞蹈表演与创作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中，

难以找到新的突破。专家们对学术自觉意识的树立

和强调，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专业发展对于学科整

体建设的强烈诉求。

其次，对于学科的概念及其内涵，舞蹈教育界

虽然有所认识，但仍不清晰，无形中加剧了舞蹈理

论研究与舞蹈创作表演实践的各自分立甚至对立。

学科是专门化的知识领域。《辞海》（1980）对“学科”

的解释为：①学术的分类；②教学的科目；③学术

的组织。结合英语 discipline 的词义来看，学科的

划分主要是对知识的一种划分。对舞蹈学科而言，

主要涵盖的内容是舞蹈艺术的相关知识体系。由于

舞蹈艺术自身的特殊性，这一知识体系是在实践基

础之上艺术物质形态和呈现形态之上的系统的知识

体系，它是艺术形态表象的文化内涵所在，也是作

为教学体系的知识支撑体系和内涵所在。我们可以

做一个类比分析。音乐学科的基础即是建构在以音

乐理论之上 , 无论是声乐、器乐、作曲还是音乐学，

音乐本体基础理论是基础中的基础，包含了基础乐

理、曲式、和声学等知识体系。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积累，很难完成音乐表演和创作。这些基础理论成

为构成音乐表演与创作的内在机制和基本能力要素。

音乐理论也包括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

等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拓宽了音乐本体理论的

纬度和内涵，让音乐表演和创作不仅仅是作为一门

技术而存在，更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那么对于

舞蹈艺术来讲，属于舞蹈自身的“舞理”又是什么呢？

同时，舞蹈艺术作为一种身体文化，它除了艺术本

身以外还有社会文化属性的活态传承，这也就意味

着舞蹈艺术是技术、艺术与文化的合一，那么舞蹈

学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划分，自然就应该包含上

述三个方面的内容。顺此思路，以舞蹈表演学科为

例，这一学科知识体系理应包含舞蹈动作分析理论、

舞蹈文化、舞蹈史（美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

学等知识作为支撑）、舞蹈表演理论构成。

再次，专业和学科之间的关系虽然受到舞蹈教

育领域的关注，但还有待清晰认知。舞蹈学科建设

是高等院校舞蹈艺术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是知识

结构的组合分类，其基础构成是学科方向。而舞蹈

专业偏指社会职业的领域。一个专业的良性发展要

求多种学科的综合知识结构作为支撑，而一个学科

可在不同专业领域中应用。例如，舞蹈史学研究既

为舞蹈表演专业把握不同时期舞蹈文化和审美风格

提供历史依据，也为舞蹈编导专业创作的取材提供

灵感和参照。专业和学科是不同的，但也密切相关，

相辅相成。舞蹈学科建设主要集中于舞蹈的实践和

理论两个科学研究层面。学科为专业建设提供发展

的最新成果，对于教学知识的更新、师资水平的提

高产生影响等；而专业不仅为学科建设培养人才，

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从面向社会培养人才的

角度来看，学科的作用是间接的。在专业定位及培

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的研究与使用、教材、教学实践、教学管理制度

等方面，学科建设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将专业与

学科混淆，或主张学科建设代替专业建设的观点是

不正确的。以学科建设代替专业建设的结果必然是

削弱专业特有内容的建设，不利于专业的改革与发

展。学科方向有时与专业方向重叠，有时也可以进

行组合凝练。这与每个专业方向自身的发展规模、

历程、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 舞蹈艺术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受

到较多的重视。英国圣三一音乐与舞蹈艺术学院舞

蹈负责人米瑞拉教授介绍到：“多维且科学的课程

设置，不仅要促进学生理论的进步，还要有技术能

力的发展。确保课程能让学生更全面，并成为有创

造性和有反思能力的舞蹈从业者。” 伦敦现代舞蹈

学校校长维若尼卡指出：“无论是教或跳都要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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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in/as Competition in the U.S. Dance Studio

[US] Susan Leigh Foster

[Abstract] 

This presentation examines the role of dance competitions 

in contemporary private dance studio training in the 

U.S., arguing that the focus on judging and winning has 

substantially altered the ways that dance is experienced by 

both performers and viewers. Comparing contemporary 

studio practices with those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considers how the focus on competition has 

opened up new demands for teachers and dancers as 

laborers. The author situates the contemporary focus on 

competition within the neo-liberal globalized economy 

and speculates about how dancers as workers are being 

disciplined to commodify feeling itself.

[Keywords] 

private dance studio, dance training, dance competition, 

authenticity, cultural capital

Recently I taught a course on dance and identity for 

freshmen students in which they were asked to read 

various critical studies of dance and gender, race, clas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nationality and then choreograph 

responses to prompts that related to the essays. In work-

shopping the prompt for identity and nation, I asked them 

to spend ten minutes figuring out a movement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 a feeling they shared about being 

U.S. citizens, and a movement or phrase representing 

that feeling. More than one group performed some 

version of this: a salute or hand over heart for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a verbal explanation oftheir sense 

of ambivalence towards their country, and a lyrical, 

rhythmically complex, and fervently danced phrase of 

movement executed in unison.

  This phrase of movement included a tensile reaching 

up, down, and side to side, a fast turn, a crossing of 

the arms over the body, one and then the other, and an 

extension of one arm forward with an earnest gaze, as if 

beseeching the viewer to understand and commiserate. 

For each of their presentations, I was struck by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they had constructed the phrase and learned 

it precisely. It seemed to signify their sense of being torn 

(the reaching and then crossing of the arms) and their 

desire to be understood in their conflicted feeling (their 

gesture forward towards the audience). And yet they spent 

at most two minutes formulating the moves themselves 

and their sequencing. Thus, it seemed that the vocabulary 

and syntax for this phrase were easily available, part of 

a stockpile of phrasings that could quickly be accessed 

and placed into service. Indeed, the movements looked 

completely generic, and internationally so, as if the global 

reach of MTV, YouTube, and franchises such as So You 

Think had churned out a warehouse of movement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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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ould be tapped for any expressive purpose.

  Today I want to speculate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n accumulation of movement items by inquiring into the 

means through which these students, mostly from the 

U.S. and many from California, might have learned (about) 

them. I will propose that this warehouse of movements and 

movement phrases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the acquisi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manner outlined by Bourdieu, 

in which facility at and knowledge of an art form entail 

the capacity to elevate one’s class status.[1] Nor does 

their competence at dancing suggest their eligi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s in 

the adaptation of ballet in Korea for purposes of acquiring 

first-nation status).[2] i Instead, dancers spend their own and 

their parents’ money to buy expertise at dancing in order 

to acquire marketability. The skills that dancers acquire at 

performing individual movements and their facility at varying 

and adapting stock phrases of movement prepare them 

to be eligible for hire. These skills serve as proof of one’s 

identity as a worker.

  As recently as twenty years ago, dance was most often 

located as either an artistic pursuit whose economy lay 

outside and beyond the world of conventional commerce, 

or alternatively, as a form of pleasure that diverted or 

replenished the laboring body. Now, dance itself is 

frequently validated as a form of labor, and dancers’ efforts 

to perform to their maximum are seen alongside a range 

of other commitments that manufacture an authentic 

dedication to work. Not only are dancers “working it,” but 

they also see themselves as workers, as engaged within 

a system of economic relations in which their efforts form 

part of the goods that circulate through a marketplace.ii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labor involved in the making 

of actual things has re-distributed around the world, 

creating new economic sectors and a north-south divide, 

new forms of service have emerged that were previously 

unavailable or performed within the domain of the privat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ffective labor, these diverse 

varieties of services facilitate access to commodities (ex.: 

banking and loan industries) and enhance our desire for 

those things (ex.: advertising industries), or they participate 

even more directly in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hood (ex.: 

personal trainers, life coaches, and spiritual advisors). 

Insofar as dance is now being structured so a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new form of labor, its practice articulates 

new formations and distributions of power that this essay 

seeks to examine.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along with David Harvey 

and many others, have all shown how neo-liberal ideology 

and global capitalism conspire to erode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and function together 

effectively to construct a new work life and a new sense 

of what work is.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have 

demonstrated how this re-organization of the social has 

prompted a new demand for the authentic. As they see 

it, today’s society, marked by a shortening of lengths of 

relationships, fragility of employment, a disappointment of 

aspirations, and a crumbling of social bonds, now consists 

primarily of relationships motivated by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gain.[3]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rust, but this is simultaneously 

compromised by the potential for relationships to generate 

networks of profits. This demand for authenticity is 

exacerbated by the opportunities that social media afford 

to create multiple personas online.  

  At the same time, media, including live broadcast 

television and YouTube, depict in detail the intimate feelings 

of individuals engaged in what were formerly private 

activities, resulting in a new sense of exposure and access 

to interiority that forms the baseline for our experience of 

empathy. Are these multiple shift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ntensity of sensation in our daily lives contributing to a 

reformulation of expectations for live performance?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body’s role in relationship 

to these changing social economies, Susan Bordo has 

illuminated the kinds of pressure brought to bear, principally 

on the female body, by advanced capitalism, as it has 

incited women simultaneously to save abstemiously and to 

spend extravagantly resulting in the related eating disorders 

of anorexia and bulimia. Arlie Hochschild has shown how 

women primarily occupy jobs requiring them to manage 

their performance of warmth, solicitousness, and caring, 

resulting in a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 Since they 

launched their inquiries in the early 90s, U.S. society has 

learned to work harder and longer, at multiple jobs, most 

of which do not provide secure employment or longterm 

benefits. We multi-task more; we outsource everything 

from cooking to counseling; we are addicted to distraction, 

and, seemingly as compensation for that addiction, we 

participate equally in the culture of “amazing,” as in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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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末提出“文化自觉”思想

的一系列概念，对艺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舞蹈界谈

舞蹈文化的人也多了起来。笔者以为，谈舞蹈文化

必须首先将它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弄明白，否则谈不

上舞蹈文化的自觉。那么，本文说的舞蹈文化是什

么呢？它与其他文化区别何在，即它的独特性何在？

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理论支点：其一，舞蹈是一种

非语言性文化；其二，舞蹈是一种意会性文化；其三，

舞蹈是一种感应性文化。这里仅就这三个理论支点

对关于舞蹈认知的文化自觉之意义，做一简单陈述

与推理。

一、舞蹈是一种非语言性文化

舞蹈是一种非语言性文化，它应立足于非语言

文化特征去认识舞蹈的存在与发展，而自觉摆脱语

言文化标准的桎梏。

多年来，中国谈艺术多强调共性，让人误以为

只要有了《艺术概论》就有了一切——“把《艺术

概论》拿来填上舞蹈实例不就是舞蹈概论了吗？”

在抄袭剽窃的风气下，这也真是方便之举，它使舞

蹈理论长期游离在舞蹈本体之外不说，“艺术概论”

如何陈旧，舞蹈理论也如何陈旧。

舞蹈艺术的非语言性质一方面使舞蹈家大展身

手，另一方面却是语言标准的围堵与限制，致使一

【内容摘要】从舞蹈文化的视角，本文提出了三个理论支点：舞蹈是一种非语言性文化；舞蹈是一种意会性文化；

舞蹈是一种感应性文化。文章用这三个支点引伸出的若干思考，来回答如何提高舞蹈文化自觉性问题，如非语

言文化为何要用语言文化标准来思考舞蹈的问题，意会性文化怎样摆正舞蹈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地位，感应性文

化为何在检测时不使用感应性方式，等等。

【关键词】舞蹈文化；非语言性文化；意会性文化；感应性文化

关于舞蹈文化特性认知之辨
吕艺生 

些舞蹈“大咖”们说出常人听不懂的“舞人雷语”。

如“动作就是动作，动作就是舞蹈内容”（巴兰钦），

又如“舞蹈若能说清楚，何必舞蹈？”（魏格曼）。

为什么会有这些“雷语”？人们惯用语言标准或其

他艺术标准来认识舞蹈，越认识越离谱，再老实的

舞蹈家也要爆出“雷语”了。

破除张冠李戴之迷津的其实还并非舞蹈家们，

首先抱打不平的是美国符号学美学家苏姗·朗格：“没

有任何一种艺术，比舞蹈蒙受到更大的误解、更多

的情感判断和神秘主义解释了。关于舞蹈的文学评

论，尤其是那些不成其评论的评论，即伪人类文化学、

伪美学，读起来是十分乏味的。但就舞蹈是什么——

它表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它与其他艺术，与艺

术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如何？……对舞蹈直觉鉴

赏，就像任何其他艺术欣赏一样直接和自然，但是

要分析其艺术效果的性质，则十分困难，其原因很

快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出现了无数关于舞蹈者干

什么、这些动作的意义如何的荒谬理论，使观众放

弃了简单直觉的理解方式，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力学、

杂技、个人的魅力和性感上面；或者让人们寻求画面、

情节、音乐，总之人们随心所欲地想象的任何东西。”［1］

苏姗·朗格一针见血地戳穿许多人的自以为是。

正因为许多人使用其他艺术随意点评舞蹈，才使舞

蹈蒙上许多不白之冤。按苏姗·朗格的话说，那种

以语言艺术或力学、杂技、画面等标准随心所欲地

想象分明是伪人类文化学、伪美学。在中国，或许

有些大谈舞蹈的人根本没读过苏姗·朗格的书，即

使读过也是走马观花，更不习惯于独立思考舞蹈问

题，因而不能改变固有的惯常思维。

还有一个极常见的词，叫“看不懂”。这是一

句在中国颇流行、颇仗义的话。不知从何时起，一

种“越有文化越愚蠢”的观念左右了人们的意识，

致使当代人不觉得无文化可耻，反以为荣，当然在

审美中若敢说“看不懂”则颇有权威感。而在界内

流行此话，便成为一句名正言顺的搪塞之词。

好在中国舞界终于不讨论“舞蹈的文学性”①了，

说“舞蹈的灵魂是音乐”的人也已渐少，但是，手

拿文学、音乐尺子丈量舞蹈的幼稚本质，并未真正

解除。如今虽然“舞蹈本体”似乎已成为时尚口头禅，

但能够真正弄懂舞蹈自身特性者、真正摆脱蒙受“误

解”者至今仍是少数派。

为了突出舞蹈自律理论，突出作为完整的、身

心一元的人体这一本体性，笔者曾说过，“舞蹈只

有跳时才存在，不跳了，舞蹈即已不存在，舞蹈是

鲜活的和现在时性的”，因此所谓“理论在舞蹈面

前，永远是第二位的、灰色的，甚至永远词不达意”。

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以为笔者是反理论。其实

不然，正因为理论在舞蹈面前具有从属性，我们才

要永不停歇地进行舞蹈理论研究，以便寻求与舞蹈

本体更接近的认识，跟上实践的步伐。舞蹈理论不

要说永远超越不了舞蹈实践，如若真的超越了，那

舞蹈理论研究岂不真的“寿终正寝”了？

舞蹈的真实情况是，舞蹈家以他们独特的思维

和身体技能达到应有的高度时，那惊人的超验性，

那表现出来的“艺术的形而上”②，不仅永不停止，

有的层次之高、内涵之深遂，实在是任何艺术都不

可替代的。在这种时候，舞蹈不可能用现成的人类

语言或文字来说清楚，我们会发现原来人类的语言

与文字在舞蹈面前实在太有限了，而舞蹈的表现是

无限的。这一点，音乐与舞蹈，甚至有的美术品有

很大的共同性，而音乐、美术早已摆脱了语言文字

的标准，使用着自律理论在言说。

关于舞蹈的本性，20 世纪初就有不少舞蹈家已

经觉悟，已用事实警示了人们。又如舞蹈男神尼金

斯基，他是一个典型的灵魂与肉体本就生活在舞蹈

中的人，因此当他创作《春之祭》时，人们囿于固

有审美经验而不能识别他的艺术境界，因而受到与

斯特拉文斯基同样的遭遇，人们甚至以此断言他根

本“不具有编导天才”。他的意识太超前了，人们

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他因患神经病住院时，跳起反

战的独舞来，仍是那般令人战悚。他为何会生活在

两重世界里？人们真正认识他，已是在他去世若干

年后，当人们纪念他时，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位跨越

时空的天才。

同样的误判也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些本具

天才的舞蹈编导，只因他们的作品超越了当下普遍

认识范围，也超越了理论家们固有的艺术标准，因

而不能给作品以准确评价，发现不了作品中潜藏着

的先进性和独特性，轻易地被否定，作品丢了，编

导的命运甚至也被断送了。笔者总是不能忘怀，如

果我们随意否定后来成为《扇舞丹青》的那个当时

还不成形的作品，那不仅会失去一个成功的古典舞

作品，可能也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编导；笔者也经常

纠结，如果我们随意把《踏歌》置于“平淡无奇”“演

员无技能表现机会”之列而埋没它，那么中国古典

舞至今还能有可取代它的代表作吗？

事实说明，我们多么需要属于非语言文化的舞

蹈自律理论啊！而这一切都需要舞蹈家特别是理论

家们真正意识到非语言文化的内涵，从而进入到非

语言文化的文化自觉中。

二、舞蹈是一种意会性文化

舞蹈还是一种意会性文化。意识到这一点也就

必然意识到意会思维存在对舞蹈家的意义。它原是

人类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思维方式。

笔者在撰写《舞蹈美学》时曾特意研究过舞蹈

思维，并在研究阿恩海姆确立视觉思维的分析中，

发现原来就在我们身边的意会思维，它不仅最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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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music is the soul of native folk dance, originated 

from the language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area and later 

developed into percussion, singing, and music. In order 

to survive, people lived together to strengthen power so 

as to face natural disasters and man-made tragedies. 

There were ceremonies for praying for rain, expressing 

gratitude, celebrating harvest, wedding, and child birth, 

and honoring death. Folk dances contain natural earthly 

power and elements. People are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ir living area. Especially, their 

characters are affected by the weather. People living in 

mountain areas where the weather is rather cold and dry 

are more reserved. Those living in the lands by the oceans 

and seas where the weather is wet are happier and more 

carefree. Those living in the grassland and hot areas are 

more extravert and flamboyant. Different nations reside in 

different regions so that they have their unique styles. The 

texture of their lands affects their livelihood. The ancients 

were simple and enjoy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Lack 

of materials, they worked for survival. Folk dance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reasure embodying the history and 

reco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folk dance from five perspectives: origin and roots 

of folk dance, the neglected folk dance, decoding folk 

dance, the effects of music to da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folk dance.

[Keywords] 

folk dance, origin, roots, decoding

I. Origin and roots of folk dance

i. Origin

Language i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of feelings. The rhythms of a language have signified 

the n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area sinc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languages, from speaking, percussion, to singing, featur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rhythms of the folk music of their 

region, for example, the falling fourth featured in Russian 

folk songs and the short rhythms of sounds featured in 

French folk songs.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lived together to strengthen 

power to face natural disasters, to give thanks to nature 

gods for good weather and good harvests, for celebration 

of birth, wedding, and recovering from diseases, or in 

memory of death. At that time, people believed in the 

supernatural, gods and goddesses (Greek mythology), and 

were afraid of nature and wild beasts.

  During those days, people could only learn from the 

contacts in their daily life, such as birds and animals, 

and used basic body movements to mimic them. They 

held hands in circles as a sign for strength and unity. 

The central subjects in life, such as the sun, the moon, 

mountains, and rivers, were the prime objects. They used 

simple movements of feet and arms to follow the rhythms 

of their singing. As times went by, those beca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lk dance of that area.

ii. Roots

Folk dance contains natural earthly power and elements. 

People are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where they live. Especiall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re affected 

by the weather. For examples, living in the mountain areas 

where the weather being rather cold and dry, the people 

are more reserved. People living by the oceans and seas, 

which belong to wet weather regions, are happier and more 

carefree. Those living in the grassland and hot areas are 

more extravert and flamboyant. But we also have to take 

ecoding Folk Dance

Chan Po Chu Pearl

into account of the texture of the land, which affects the 

natives’ livelihood, including the products that they grow, 

their costumes, and their daily work. The ancients were 

simple and enjoye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modern 

day’s people, their dances are too simple, the patterns 

of which lack creativeness and variety, and the music is 

uninteresting. But to historians, dancers, musicians, and 

anthropologists, folk dances are great treasures. It is like an 

artichoke: when each leave is unfolded, though it contains 

very little eatable part, the center is the best.

II. Factors for folk dance being neglected 

The wars contributed to the fall of the historically glorious 

countries or dynasties such as Persia, Babylonia, Roman 

Empire, and Tang. The culture of the defeated countries 

vanished upon the loss of the wars. For example, Cyrus II of 

Persia put an end to Babylonia in 539 BC, and the empire 

no longer exists on earth since then.

  In 1991,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broke up, and new country borders were established. But 

the environment remains the same, since it has to tak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to change.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is growing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satellite. It is expanding 

people’s vision,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television, and radio,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nd migration are drawing people closer and closer. 

Nowadays, the name of “National Folk Dance” is replaced 

by “Regional Folk Dance.”

  Following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people demand 

more in material life. Apart from the colorful costumes, the 

simple steps and repeated patterns of folk dances could 

no longer satisfy the dancers in search of new qualities 

and dimensions of movements and audience in search of 

entertainment and visual excitement. People found folk 

dance uninteresting, like relics exhibited in the museums. 

Only scholars would appreciate its value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 exploring its 

origin and roots.

III. Decoding folk dance 

i.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was ceded to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Treaty 

of Nanjing in 1842. In 1898, the colony included Kowloon 

Peninsula (North of Boundary Street) with ninety-nine year’s 

leas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United Kingdom 

transformed Hong Kong from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to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etropolitan, yet made little effort to 

promote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Hong Kong and even 

fought agains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was not until 

1964 that the Education Bureau set up “The Schools 

Dance Festival,” in which Chinese dance was included as 

one of the types of the folk dance. The textbooks used 

in Hong Kong have been based on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nd folk dance of different areas. Since Hong 

Kong had been coloniz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for over 

one hundred years, it does not have its own folk dance. 

Therefore, I will analyze and decode English folk dance 

instead.

ii. Decoding English folk dance

The United Kingdom is composed of England, Scotland, 

Welsh, and Northern Ireland. The impact of the early Nordic 

Vikings and the Anglo-Saxon heritage can be only seen 

in language. The primitive dances were largely connected 

with the nature: worship, gratitude, and celebration, very 

simila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mitive folk dances 

worldwide. Good examples include Maypole dance, Sword 

dance, and native folk dances such as Morris Dance and 

Helston Furry Dance.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wars in the 16th century over 

dance had formed the unique style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folk dance. The English Church had been a Catholic one, 

restricted by the system of Roman church, until the time 

when Henry VIII would like to divorce Catherine of Aragon, 

a Spanish Catholic, and to marry to Anne Boleyn. Since 

the annulment was not granted by the Pope, Henry VIII 

broke away from the Roman Church, created the Anglican 

Church, and made himself the head of the Church. Along 

with a series of suppressions, it caused wars between 

the religious alliances in Europe: the Roman Catholic and 

the Anglican Church. As Elizabeth I defeated the Spanish 

Armada, England, Ireland, and Scotland united to form the 

United Kingdom. 

  After the war, the English court and nobles lived a 

lavish life. Volta, Jigging, and partnering dances, along 

with the greatest writer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the 

most popular activities of that time. However, they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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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与舞蹈的关联论及舞蹈生成的关键。首先提出生活情境和文化脉络对舞蹈艺术的影响，

继而指出不同的文化孕育着独特的舞蹈风格和形式。借着几个著名作品的例子——《待嫁娘》《大四囍》《嘉宾燕》

《画梦录》，本文陈述来自文化的熏陶如何能够影响舞蹈的气质与情感。总之，舞蹈是创作者当下文化处境与

思虑的融合，每个时代的舞蹈艺术在尝试颠覆既有传统而创新想象、重新诠释当代的价值与意义时，实难完全

悖离文化脉络下所拥有的舞蹈人文意涵。

【关键词】舞蹈艺术 ; 舞蹈创作；中华文化形象

 舞蹈艺术与中华文化形象
王广生 

“何谓文化？”“何谓舞蹈？”两者之间的关

联又如何？如果说文化现象与周遭的大环境息息相

关，时时反映着当下的处境，那么人们的生活节奏、

逻辑思维、价值观、社会观、审美观、生命观等，

都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地随着周遭文化而改变着。

当时代愈进步、族群与人际交流愈趋频繁时，

这种文化型塑人们的现象与变化就愈凸出。要想将

人们生活处境中无形的诸种文化观感通过有形的事

物来展现，须利用舞蹈艺术的外在形象，因为舞蹈

涵盖视觉、听觉、空间等美学元素，但其内涵却有

着不同的文化价值。

舞蹈既是一门独立艺术，亦是一门综合艺术，

不同的舞蹈创作者皆有其各成一套的编舞手法、编

舞理论以及逻辑思考。虽说舞蹈是由思想及韵律所

组成，然而影响其舞作形式与风格的关键，是创作

者的成长背景与文化熏陶。艺术创作者用其敏锐的

直觉观察周遭一切的人、事、物，将原本内在心灵

的活动转化到某种可见的舞蹈形式上表现出来。这

一过程包含着舞蹈创作者在各个时期所接触的生活

环境和教育养成，使他的舞蹈明显地显露着时空背

景对作品在其延续性上的影响。无论是过去或现在

的舞蹈艺术，均反映着创作者当下对文化与生活的

记忆、感动与诠释。

“文化”一词自 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提出文化

研究问题后始备受重视，至 1952 年，美国人类学家

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和克

拉克洪（Clyde K. M. Kluckhohn，1905—1960）为“文

化”标举出了 164 个定义。但大致言之，文化是人

类所独有的东西，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与人文环境

所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

文化既然与人群社会、自然环境息息相关，那

么在不同的地区为了适应不同的气候与地理环境，

自然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各种不同文化又随着

时代的变迁、族群社会的需求而不断地演变发展。

因此，不同的族群各自发展出不同样貌的文化，这

是一种高度主观的认同。[1] “舞蹈”是生物自然的

一种本能行为，有许多种动物具有如舞蹈般的基本

动作形式，但“舞蹈艺术”是人类特有的。

意 大 利 哲 学 家 克 罗 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曾倡言“直觉”是概念的基础，直觉

创造出意象来表现人的主观情感，继之将心灵无形

的活动赋予形象并外显出来，如此复杂的逻辑思考

结构唯有人类才表现得出来。由此可知，舞蹈是透

过主观文化直觉与逻辑思维结构下显露舞者心灵的

艺术创造活动。

文化与舞蹈均以人为主体，文化因人而存在变

迁，舞蹈因文化而有不同的样貌。相同地理环境与

历史背景的人，会拥有共同的文化特质；而在舞蹈

形式上，则因舞蹈家习舞养成背景不同产生不同的

形式样貌。例如，1974 年郑淑姬的《待嫁娘》探讨

两性之间的关系，最终大红纱巾缓缓盖下新娘面庞，

隐喻屈服于传统的婚姻制度。《待嫁娘》的舞蹈主

题挑战着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两性关系论述，仍然

以文化内涵作为舞蹈形式在处理结局时的框架。又

如，姚淑芬于 2006 年创作的《大四 》，探讨中国

传统婚姻中两性之间的特殊关系，以红线、绣球、

挽面等新娘的装扮为形式内涵，更以麻将“东、南、西、

北”胡牌机率非常难的大四 ，隐喻传统婚姻的不

确定性，将婚姻视如一场赌博。《大四 》对文化

与舞蹈之间的历时影响关系做了精辟的再述与阐释。

《待嫁娘》与《大四 》的创作时间相隔 32 年，

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编舞家，却相同地从文化中选

择中国传统婚礼为主题来创作作品，在色彩选择上

也以代表喜气的“大红色”为视觉设计主轴。舞蹈

形式上虽以现代舞的手法来处理，但肢体动作语汇

上运用了一些中国传统舞蹈手、眼、身、步、法的

表现，彰显出作品特殊的民族性与风格。此两例中

我们均见到相同文化的延展性和关联性，舞蹈家不

约而同地运用了相同的文化元素。如今已很少见到

这种传统婚礼，然而传统文化精神始终存在于人们

心间和文化的记忆之中。

中华文化在时间的纵轴上有贯穿古今的史学线

索，在空间的横面上有着多元的各民族特色，其中

任何一个点都可成为舞蹈创作表现的元素，而这个

“点”即是“直觉”。喜不喜欢、好不好、美不美

等个人或集体情感，从艺术创作角度及潜在的文化

意念出发，都可将之转化成具象的舞蹈动作与形式。

如 1968 年李天民教授创编的《嘉宾燕》，源于汉

代曾有“七盘舞”、晋代则盛行“杯盘舞”，该时

舞者用酒食之器作为舞具，名为《晋世宁》，专门

表演于宫廷宴会庆典。李天民教授则用现在民间所

习用的酒食器杯、盘、筷作为舞具，编创了舞蹈并

取名为《嘉宾燕》。《嘉宾燕》舞蹈分三大段落，

以道具特色铺陈节奏，最后做成合舞。又如笔者于

2010 年从“仕女图”中感受到画中仕女的从容自在，

创作《画梦录》。《画梦录》在形式上摒弃现今社

会脉动所常现之快速浮躁的节奏，刻意选用平稳与

放慢，不炫舞技而以“简单为美”的生活哲学铺陈

底蕴，用最朴实的方式表现最深挚的内心感受，力

求表现出中国仕女柔和典雅与婉约的文化气质。

“直觉”是非常主观的、本质的情感，如何发

展舞蹈创作脉络理出头绪，需要收集资料、采风、

整理、理解、诠释，然后才能具象地表现，供大家

观看、欣赏。当然舞蹈创作者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努

力从周遭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实践生活中来自现象

的直觉感动，累积能量，才有成功表现的机率。

总之，文化与舞蹈的关联是创作者当下处境与

思虑的融合。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在舞

蹈艺术尝试颠覆既有、突破传统而创新想象、重新

诠释当代的价值与意义时，很难完全悖离文化脉络

下所拥有的舞蹈人文意涵。即便现今科技进步、时

代变迁和社会脉动的节奏愈来愈快，科技所提供的

声光刺激不断融合于舞蹈的新型态，艺术的传承、

再现、创新却总是时光变迁下人们共同参与的文化

存在。

如何由舞蹈家透过舞台表演艺术展现如今所讲

求的跨领域、跨文化舞蹈表现而设计出完整的文化

形象，或从诸多文化元素掌握舞蹈的历史脉络、选

择主题式的文化风格、不断累积与锻炼舞者直观的

肢体语汇，皆是中华舞蹈文化形象建构的关键考虑

所在。

（责任编辑 : 刘青弋）

 

The Art of Dance and the Image of Chinese Culture

WANG Guang-sheng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d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origin of 
dance. It firstly proposes the impact of the contexts of life 
and culture on dance and then identifies the dance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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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ms uniquely nurtured by each culture.
  The more advanced are times and the more frequent are 
the interpersonal and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s, the 
more prominent are the phenomena and changes resulted 
from culture shaping people. To presen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perception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living conditions 
through the tangible things, the external image of dance 
is one of the most specific expressive forms, while the 
connotations embody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s, reflecting the 
creators’ immediate memory, emo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and life. 
  Dance is an artistic and innovative activity exposing the 
dancers’ spiritual world through the subjective cultural intuition 
and under the structure of logical thinking. Both culture and 
dance take human beings as the subject. Dance is produced 
in different forms and representation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backgrounds from which the dancers have learned dances 
and been cultivated. In 1974, for example, ZHENG Shu-ji’s 
Bride-to-b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xes—
the red Chinese bridal veil eventually covered the face of the 
bride, making it a metaphor that the bride was succumbed to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The theme challenged 
the status of the absence of the gender relation discourse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nother example is YAO Shu-fen’s Four 
Winds, Four Bliss in 2006, which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x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arriage. It took 
the bridal appearance including red thread, silk balls, and 
face threading as the form and connotation. The difficulty of 
winning the limit hand “Great Winds” (4 Pongs of all 4 winds, 
east, south, west, and north) in mahjong was the metaphor 
of marital uncertainty, regarding the marriage as a gamble.
  Bride-to-be and Four Winds, Four Bliss, created 32 years 
apart, made the re-stat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chronic impact between culture and dance. In 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 choreographers yet chose the same 
theme from the culture—traditional Chinese wedding—
for their works. Based on the malleability and connectivity 
of the same culture, the choreographers coincidentally 
referred to the same cultural elements. Today, this kind of 
traditional wedding is rarely seen. However,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tay as the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in people’s mind. 
  Banquet for Guests, choreographed by Professor LI Tian-
min in 1968, originated from the “Seven Dishes Dance” in 
Han Dynasty and the “Cup and Dish Dance” (also known 
as “Jin Shi Ning”) prevailing in Jin Dynasty. Professor 
LI Tian-min chose wine and food utensils, plates, and 
chopsticks—now widely used among the people—as 
dance props and choreographed a modern style dance, 
titled with “Banquet for Guests.” He made us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props to elaborate the rhythm. Another 
example is the author’s work The Record of the Dream 
Paintings in 2010, inspired by the portraits of court ladies, 
in which the court ladies were leisurely and at ease. In 
terms of the form, The Record of the Dream Paintings was 
adopted a smooth and slow rhythm consciously, instead 
of conforming to the fast and impulsive rhythm in today’s 
society. It showed no ostentatious dance skills, taking the 
living philosophy that “the simple is beauty” as the essence, 
expressing the deep and sincere feeling in a plainest way 
and making an effort to display the gentleness, elegance, 
and gracefulness of the cultural charisma of Chinese court 
ladies. The above-mentioned examples demonstrate that 
the choreographers must constantly make the effort to 
extract nutrients from the surrounding culture and practice 
the intuition and emotion from the phenomenon in life so 
as to accumulate energy. Only in this way can a successful 
performance be possible.
  In short, dance is the integration of a choreographer’s 
immediate cultural context and reflection. The dance 
of each generation, while trying to subvert the existing 
and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o as to expand its 
imagination and re-interpret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and 
meanings, actually cannot deviate from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dance within the cultur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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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全美舞

蹈教育大会上，一个专题论坛——“舞蹈 2050 愿景

议案：舞蹈高等教育的未来是什么？”吸引了众多

参会者的目光。专题的提倡者——美国舞蹈教育协

会，从 2011 年起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花费

了数年时间在业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访谈和研讨。

在对舞蹈的根源进行深入探寻的同时，也对舞蹈的

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大胆的预测。我们的“目标是让

舞蹈教育主动发挥其作用，阐明并证实高等舞蹈教

育中潜在的创新特质，同时建立结构变革所需的领

导力”[1]。 这项研究展示的内容包含：教学创新、

领导创新、跨学科连接、多样性和全球视角、社区

参与、社会正义和公民责任、新技术的影响以及如

何为未来做准备等主题。该论坛激发了来自各个层

面参与者的对话，建立了学校、教育机构、社会团

【内容摘要】美国舞蹈教育进入 21 世纪后，再一次面临改革的迫切性、目标的明确性、培育内容的综合性、跨

界联合的必要性、高质量教师的需求等挑战。如何进行教学创新，领导创新，连接不同学科，培养学生的全球视角，

积极参与社区的文化建设，具有社会正义感和公民责任等问题，成为舞蹈教育界关注的重点。今天的教育是为

明天做准备，为了培养在高新科技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充满创造能力，表现能力和思辨能力，教育改革势

在必行。

【关键词】美国舞蹈教育；趋势；改革；创新

21 世纪美国舞蹈教育趋势
[ 美 ] 黄嘉敏 

体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并通过分享反映出多元的价

值观和各自的“愿景”。会议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舞蹈教育应当坚持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懂得尊重不同的

观点，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有社会责任感，

了解合作与沟通的重要性。这些能力是保证舞蹈的

受教育者能够应对挑战、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先

决条件。

一、舞蹈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面向 2050 的舞蹈教育，实际上并非是舞蹈教育

家们进入 21 世纪才开始思考的问题。早在 20 世纪

70代初，改革的浪潮就开始蓄积能量。到了80年代，

一份《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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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rational and comprehensive way, abilities that cannot 

be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such as rich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meticulous observation,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f we were to ignore abilities beyond 

the skills, the majority of the dance students would be 

stranded in a day-to-day fixed routine with boring repetitive 

exercises and lose their abilities to create, express, and 

think,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potentials of human beings. 

The comprehensive scope of dance education would be 

artificially narrowed down to an ultimate goal of physical 

skill train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American dance education as 

of today emphasizes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re than ever befor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increasingly frequent interaction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eachers of da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which have actively facilitated the 

publication of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jec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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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dance theory. It 

has also driven a great many dance educators out of the 

closed circle of their expertise, witnessing their transition 

from only emphasizing their uniqueness and ignoring the 

commonality of education in the past to learning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method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Dance education, the same as other disciplines, is facing 

challenging opportunities. Only through more eff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an it be 

possible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in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talent fostering. The American dance educators are 

continuing to explore and strive for the coming 2050 and 

beyond.

[Keywords] 

American dance education, trends, reform, innovation 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舞者在旁听了我的课后，突然十分

感慨地说：“老师，我终于明白你说过的话了。”“我说过的哪一

句？”我问道。“不同的学生要不同对待。”“你明白了什么？”“以

前知道老师很帮学生，但一直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说要给学生不

一样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要得到同样的对待吗？现在明白了，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需要帮助的点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应用同

一标准来要求学生。”

此刻，我看着这位少年时因叛逆、淘气、精力过人而让师

长们头疼不已的台北艺术大学一贯制的毕业生，突然有了几分

欣慰。那些年，我还寓居学生宿舍，那些活泼的高中生夜间常

结伴来串门，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在同侪间的排名，问我谁是

班上最好的。我从没给过他们所期待的答案。我通常会给他们

分析他们每个人的长项与问题，并具体指出，他们在课上的问

题哪些是属于急需解决的、哪些是有待时间解决的；指出他们

各自的能力和与众不同的特质在哪里，该如何善用与补强；而

我，将会就不同需求分别给予不同的指导。我想让他们知道，

当个人的特质被充分肯定并善加使用时，各自成就是不可比的。

孩子们得不到期待的答案，自然有些失望与不解，但我相信未

来他们可用一生去作印证。

“因材施教”本是杏坛千年古训，但在管理至上、规格化

要求的时代里，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却被“泛平等”

的概念所模糊。不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学生、帮助学生，则往往

会在“公平性”上被质疑。

【内容摘要】“因材施教”本是杏坛千年古训，但在管理至上、规格化要求的时代里，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

重视，却被“泛平等”的概念所模糊。不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学生、帮助学生，则往往会在“公平性”上被质疑。

对年青的学子而言，在人格确立、自我认定、学业发展过程中，让他们意识到个体生命的差异性是很重要的。

我们应该从尊重个体生命做起，尊重所有的“不同”，坚持对个性、灵性的追求给予毫不动摇的肯定。

【关键词】公平性；差异性；个性；舞蹈教育

“拔刺”与“叶公好龙”
        ——当代舞蹈教育手札

张晓雄  

“Plucking the Thorn”
and “Lord Ye Is Fond
of Dragons” i : 
A Letter to 
Contemporary Dance 
Education

ZHANG Xiao-xiong

[Abstract]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s” is originally a thousand years old 

saying on education. Yet in a management-

oriented era with standardized requirements, 

the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 life value is 

blurred by the concept of “pan-equalism.” To 

not judge nor help the students by the same 

standard will be questioned on the “fairnes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young students to 

reali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live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ir 

personality,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It is because that most of the 

young students are hiding themselves in the 

crowd while they are eager to be identified. 

Make young people know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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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青的学子而言，在人格确立、自我认定、学业发展过

程中，除了学习精神、工作态度、专业实务、理想追求等之外，

让他们意识到个体生命的差异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青年

学子，都渴求在被认同中将自己隐身于群体里，原因来于自小

的教育，不想成为“异类”。让年轻人认识自己，肯定自己，

发掘潜能，不怕失败、勇敢尝试，逐渐累积经验，找寻个人发

展方向，这些都得从尊重个体生命做起，尊重所有的“不同”。

有一种现象也非常典型，那是源于老师们深重的责任感。

老师们一方面苦口婆心地鼓动学生“勇于做自己”，要有“个性”，

但当这些涉世未深、锋芒毕露的年轻人的举止言论稍有“越矩”

之嫌时，“拔刺”的行动毫不迟疑。原来对刺猬的欣赏，也仅

止于叶公好龙。当异类变得稍有威胁性时，最直接的做法是将

他们塞进模范里，将念头扼杀在萌芽中。“模范”一词，极为

贴切地体现了儒家精神。

艺术的天性是创造，而创造的发轫首先来自叛逆。在东方

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驯化机制根深蒂固，个体生命的价值

遗失在层层叠叠的阶级观念、伦常规范中。那种“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宇宙”的意境，只留属西洋诗篇的浪漫。在现实层面上，

许多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的青年艺术家，回台湾之后，即刻

要在社会体制内做最大的自我调整，以至于失去光彩，沦为平庸。

那么，教育中“平等”的概念，是否真的可以落实到个体

的互动中呢？在管理至上、量化的年代，我们真的可以公平地

对待异类与“刺猬”吗？我们能否坚持对个性、灵性的追求给

予毫不动摇的肯定？我们能否不凭一己之念，以语重心长、苦

口婆心的规劝来磨蚀水晶的棱角？

我期待肯定的答案。

（责任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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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rd Ye Is Fond of Dragons, a four-character idiom in Chinese. It means “professed love of what one really fears”—Trans.

affirm themselves, explore their potentials, 

have courage to fail attempts, and gradually 

accumulate experience to find the path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All these have to 

be done by starting with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life and respect for all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re is another typical phenomenon,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eep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teachers. Teachers, on 

the one hand, earnestly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themselves” and to have “individuality.” 

But when the words or actions of the 

inexperienced, talented, yet bold young men 

seem to be even in slightest defiance, the 

teachers “pluck the thorn” without hesitation.

  The nature of art is to create, and the 

commencement  o f  c rea t ion  i s  f rom 

res istance.  We shal l  ins ist  on g iv ing 

determined affirmation to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ity and intelligence. 

[Keywords] 

fairness, difference, individuality, dance 

education

在舞蹈艺术领域，文化自觉的现象多年前已出

现，众多舞蹈作品体现出与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

在文化转型时期体现出了舞蹈创作领域的自主能力。

同样，在舞蹈专业教学领域，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也

出现了一些明显带有文化自觉意识的现象。这些现

象表面看似没有创作的影响力大，却在更深的层面

默默地对舞蹈艺术的发展产生慢性作用。比如北京

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设立的“民族传统乐舞

传承与发展行动研究”项目，主要目的是进行舞蹈

文化传承，师生们把自己当作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者，这是一个主位色彩非常浓厚的身份，显然其中

既有身份认同的意义，也有文化自觉的意义。这些

人才培养的现象，发生在日复一日的教学过程中，

发生在看似单调重复的课堂上，应该得到更多的重

视和思考。只有教育领域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凸显了，

才能培养出更多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能力

的舞蹈人才，才能在文化转型时期增强整个舞蹈界

的文化自主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文化战略，同时也

在服务社会、普及教育、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各个

方面，产生更为强有力的社会影响。

2016 年上半年，笔者观看了北京舞蹈学院的两

堂基本功训练汇报课。一堂是教师帅晓军负责的科

研课题成果汇报“‘气’之运动——现代舞技术训练”，

【内容摘要】在舞蹈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自觉现象，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思考。北京舞蹈学院近

期的两堂基训汇报课中体现出的文化自觉意识，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在基训课中渗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

立足传统文化进行教学实践，使学生对传统身体文化产生应有的价值自信、文化自信和身体自信，将成为他们

今后从业的重要财富。这种学习过程，对职业化民间舞人和中国现代舞者的培养来说，关乎其职业思想、艺术

观念和文化品格。

【关键词】舞蹈专业教学；基训课；文化自觉

从基训课透视舞蹈专业教学的文化自觉
毛    毳  

其主要内容是在现代舞技术训练中以传统哲学观来

观照身体，强调气息与身体动作之间本为一体的关

系，以解决舞者气形分离的问题。另一堂是中国民

族民间舞基训课，名为“《易经》阴阳观下的舞蹈

基本功训练”，由田晶和安团结两位教师分别担任

女班和男班的任课教师，同样是依托中国传统哲学

经典《易经》，以阴阳观来观照身体，借鉴太极的

运动理念，对民间舞基训课进行的新尝试，在职业

化民间舞人才培养中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不同专

业的两堂课却不约而同地都以传统哲学为理论基础

和操作起点来进行教材建设，这个现象引起了笔者

的思考。

一、身体训练中的艺术价值观

我们知道，基训课的核心任务是完成身体能力

和素质的训练，但是这门课在芭蕾舞系的教学里还

承担着审美观的渗透和培养，与其他训练共同形成

了芭蕾舞专业完善统一的教学体系。在北京舞蹈学

院中国古典舞系的基训课堂里，目前对芭蕾的借助

逐渐减少，教材向着更加纯粹的民族化审美发展，

使中国古典舞的教学体系在美学原则上趋于统一。

但中国民族民间舞、现代舞这两个专业的基训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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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聪明的，而你们需要做的，

是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智慧。”这是在圣三一音乐与

舞蹈艺术学院学习时，笔者听到的最深刻的一句话，

它告诉我们去认识自己的智慧。在学习过程中，与

笔者相伴的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舞者，还

有医生、花样滑冰运动员、工程师、年过六旬的艺

术学者和一位母亲。正因为艺术的自由，他们从世

界的各个角落，放下曾经的身份，允许舞蹈的纯粹

走进他们的世界，启发他们寻找一个新的艺术视角。

一、师生间的沟通

圣三一音乐与舞蹈艺术学院推崇的办学理念，

是让教师的教学成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果相互影响和

吸收，相辅相成地发展和提高整个学院的办学质量

和艺术领导性。从它面向世界的生源来看，为了支

撑起每一位学生的艺术理想，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首

要方式。在学习中，并不缺乏沟通的途径。便捷的

途径是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各门课程或一学期

的学习经历进行评估、提出建议；每学期，各个部

门会单独组织本部门学生召开多次的反馈会议；每

一位学生会有与导师单独交流的机会；而在每一个

班级中，会选出一名学生代表，直接向学院反馈学

【内容摘要】为了促进教与学的相互作用，教师与学生之间需要一个有效的沟通方式，通过尊重学生的需求，

让其主动参与教学 , 并且不可忽视对其兴趣的培养。同时学生也需要带着自信和责任，不断挖掘自己的智慧，培

养独立分析、思考和做选择的能力，从而使师生能够共同推动舞蹈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教学相长；师生沟通；学习兴趣；学习自主性

生的学习情况。通过这些互相反馈的机会，教师与

学生一起分析和探讨，使办学质量得到不断改善。

在西方个人主义主导的文化背景下，有效的师

生沟通更多的是关注如何从形式上去完善。而对于

大多数在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下的舞蹈学生来讲，教

师的言行举止占了绝对的引导性，学生习惯了听从

老师的教导，不习惯主动地去参与教学，更未必能

够理解自己主动给予的反馈将对推进教学和提高教

育质量起到关键的作用。在此前提下，为了在课内

外建设一个有价值的交流平台，教师需要更主动地

去协调师生关系，缓解学生对于沟通所产生的压力。 

沟通需要建立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学习氛围里，

而教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无形中营造着这一氛围，

比如老师的言行。在圣三一音乐与舞蹈艺术学院里，

每一次学生反馈之前，老师都会用最直白的语言来

强调：“你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意见和建议对我们

来说都是宝贵的，都是我们在这里工作的原因和继

续下去的动力。”又比如老师对课堂里队形的选择。

每一次讨论的环节，老师都会与学生一起坐成一个

圆圈，而不是选择横排或者“满天星”这些让师生

形成对立面的队形。这个简单直接的方式，让每一

个人在圆圈中都受到了平等的关注，能够相对轻松

地加入讨论，减少发言时产生的压力。又如在专业

教学相长与相互作用
       ——圣三一音乐与舞蹈艺术学院学后感

施梦倩  

课中，整个课堂的方位会不时地转换，或通过游戏

和舞蹈即兴，让学生们自由流动于空间，打破之前

的队形。这除了对空间意识的启发，更是消除了学

生对于“站在哪里”就得“跳得有多好”的压力和“站

在后面”就等于“可以放松”的消极态度。

圣三一音乐与舞蹈艺术学院是以当代舞为主的，

其教学风格自然会偏向灵活自由，与中国舞的教学

方式存在根本的差异。但师生的沟通，无论在东西方，

还是在任何学科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教学手段。

关键在于师生双方需要互相给予对方平等的尊重，

理解双方的角色在教学发展中是同等重要的，让学

生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是被重视、被关注的，这样才

能真正建立起沟通之道，让师生双方都能够积极地

参与和促进教学的发展。

二、学习自主性的培养

从圣三一音乐与舞蹈艺术学院的教学模式中可

以清晰看到，它是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态度和能

力。如何培养自主学习，除了从兴趣出发，还需要

有自信、有责任并学会选择，并将使这些因素交织

在一起，相互影响和促进。

（一）培养兴趣

除了愿意倾听和尊重学生的声音，舞蹈教师还

有一份责任——守护学生最初对于舞蹈的憧憬和期

待。这是兴趣的开端，而能否维持这一兴趣，决定

了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圣三一音乐与舞蹈艺术学院

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会经历五个过程：质疑新知识、

接受新知识、独立调研新知识、与同伴分享探讨自

己的理解和发现、实践和拓展自己的观点。之后会

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对更多的知识进行质疑。而这

里所指出的“质疑新知识”并非只是单纯对某一个

观点不理解，而是导师在传递任何概念之前，会通

过小组讨论、书写、绘画或是拓展阅读等多样的方

式，让学生带着疑问，去探寻自己对这一新课题独

到的看法，以此去激发学生的兴趣。而当学生们开

始去质疑，便是有了兴趣。以一个主动的学习态度，

学生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个性，以及个性所带来

的各自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这些教学方法，值得

中国的舞蹈教育学习，我们的舞蹈教育也应该注重

让学生主动地去关注自己在学习中的需求和兴趣，

而不是一味地吸收老师所给予的。

（二）培养自信

自信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而自信和对自我的

肯定来源于积累中形成的智慧。每一位舞者都是丰

富的、独一无二的，而在此所探讨的智慧，正是一

种不断发现自己、成长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力。舞

蹈把身体作为表达的媒介，因此任何一位舞者或艺

术家的个性、积累、智慧都会显现于他们的肢体，

融于创作，也就奠定了作品的走向和质量。但就现

实来看，大多数的舞蹈学生容易忽视专业课以外的

学习和积累，而这往往让他们的思路单一，缺乏多

方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圣三一音乐与舞蹈

艺术学院的课程设置中，理论与实践以及身体训练

是受到同等重视的。课程设置不仅包括接触即兴、

身心学、拉班理论、舞蹈科学、舞蹈教育、舞蹈赏

析等，还包括许多与其他学生或艺术家合作创作的

机会。考试的形式也是多元的，除了论文以外，在

做报告展示时，学生需要结合 PPT 或者口头解说，

来展示对理论部分的掌握和实践的能力。学生会习

惯性地利用图书馆来搜集、分析、整理资料，从而

完成他们的考试。也许他们并没有过人的软开度，

但他们并不缺乏学习舞蹈的效率和编排创作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舞蹈始终充满幻想和活力。丰

富的学习会让人变得自信。那么，在传统艺术的教

学中，我们是否需要避免单一的教学方式，在寻求

规范的同时，也关注人才的多方面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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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成公主》：
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的创作实践

与《丝路花雨》《奔月》同期问世，并且最贴

近既往“中国古典舞剧”形态的是《文成公主》。

舞剧《文成公主》的文学台本由唐满城、李正一、

章民新共同编写；编导主要是章民新、孙天路、曲

荫生，其他担任编导的还有唐满城、潘志涛、郜大琨、

朱清渊、李正康等；该剧由中国歌剧舞剧院 1979 年

首演。从以上创演队伍构成可以看到：其一，这是

中国歌剧舞剧院自1956年首演舞剧《宝莲灯》之后，

进入新时期以来首部重要的舞剧演出。如同当年赵

青担纲三圣母一角，《文成公主》由陈爱莲担纲文

成公主一角（陈爱莲当年还担纲过《鱼美人》女首

席）。其二，从刚刚由北京舞蹈学校升格为北京舞

【内容摘要】中国古典舞剧作为“类型化语言”的中国舞剧在“京戏的技巧”尝试下启程。新中国成立后，面

对中国古典舞剧近 60 年的发生、发展和发达，我们的研究思路是在把握历史演变历程的基础上 , 梳理历史脉络

并进一步揭示历史底蕴。本文以史为据，撷取当代中国兼具时代性和影响力的“十大古典舞剧”进行客观述评，

即《宝莲灯》《小刀会》《鱼美人》《丝路花雨》《奔月》《文成公主》《凤鸣岐山》《红楼梦》《画皮》以及《铜

雀伎》，旨在说明中国古典舞根源于“戏曲舞蹈”的必然性以及舞蹈语汇变革创新、表现手段广采博纳的最终趋势，

对当下建构中国古典舞剧、发展中国民族舞剧做出重要的提示和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当代中国古典舞剧；《文成公主》；《凤鸣岐山》；《红楼梦》；《画皮》；《铜雀伎》

当代中国十大古典舞剧述评（二）

于    平 

蹈学院（1978 年）的创作集体看，这不仅是一个艺

术创作，更是一个学术主张，体现出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的理解与应用。其三，

章民新作为编剧（之一）及主要编导（之一），从

其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到对其编舞观念的首肯——也

即对她当年在舞剧《鱼美人》中创编“珊瑚舞”“蛇

舞”等观念的首肯。从新中国成立30周年（1979年）

产生主要影响的这三部“中国古典舞剧”来说，《丝

路花雨》以“敦煌舞”另辟蹊径；《奔月》可视为《小

刀会》之后对“戏曲舞蹈”之“古典舞程式”变化

发展；而《文成公主》则可视为《鱼美人》之后对“结

合派”之“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的实践检验。

丁宁在《唐柳新绿春意浓——观舞剧 < 文成公

主 > 有感》一文中指出：“舞剧《文成公主》的情

节安排有曲折性，矛盾发展合情合理，人物行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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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性，戏剧结构十分紧凑……这首先是因为舞剧

以我国已故戏剧大师田汉同志的同名话剧为基础而

进行改编的缘故。它保留了原著的主要情节和人物

形象的基本造型，又根据舞剧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成

功的再创造的结果。”[1]14 在谈到具体的表现手法时，

丁宁说：“舞剧《文成公主》创造性地继承传统艺

术的表现手法，具有传统艺术的特殊美感。初期，

当代中国舞剧以戏曲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实践证

明显然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也存在过生硬套用芭蕾

表现手法的现象，实践证明显然也是不合适的。《文

成公主》的编导对此深有所感。他们有意识地探索新

的道路，发展新的表现手法，意在塑造新的舞蹈形象，

提高舞剧编导艺术水平，是很有意义的。”[1] 15 之后，

丁宁又结合包括《文成公主》在内的民族舞剧创作，

阐发了《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的主张。他说：

“《文成公主》《丝路花雨》和《半屏山》……在

艺术上各有所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古典

舞的法则作为塑造主要人物舞蹈形象的基础，只是

程度不同而已……古典舞，不是古代舞蹈，从其发

展的来龙去脉就可知道了。所谓‘古典’，就是‘传

统’的意思、‘代表性’的意思。古典舞与传统舞

蹈确有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存在继承关系；然而

古典舞又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基本法则的确立决定

于时代的舞蹈审美观的发展水平。古典舞一旦与时

代的审美观发生矛盾，失去了‘代表性’的价值，

就必然要引起新的变革。”[2] 丁宁指出：“舞蹈语

言的基本规范化是古典舞的重要特征之一……舞蹈

语言的典型性离不开对某一种传统的继承，继承先

于创作，哪怕是部分的继承……研究古典舞必须研

究舞蹈语言的基本规律，从而形成规范化了的舞蹈

语言……古典舞尤其重视舞蹈语言的典型性。这种

典型性往往凝练于一套基本训练之中，因而忽视基

本训练就会失去古典舞的基本法则。当然关于舞剧

的创作，所涉及的问题很广，但这并不是不重要。”[2] 

事实上，丁宁显而易见地是用北京舞蹈学院的中国

古典舞学科建设为舞剧《文成公主》来“背书”！

唐满城在《舞剧<文成公主>创作的经验和体会》

一文中，谈到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舞蹈形象的塑造

时说：“舞剧《文成公主》运用的舞蹈手段是中国

古典舞，主要是从戏曲中演变发展而形成的舞姿、

技巧。对于塑造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舞蹈形象来

说，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唐代的特征；二、

藏族的特征；三、文成公主高贵、典雅、庄重的形

象特征；四、松赞干布雄伟、粗犷、英明的气质特征。

在解决唐代特征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的依据是唐

俑和壁画中的‘仕女’形象，也就是敦煌壁画中‘供

养人’的形象，而不是‘飞天’和‘经变’图的形象。

她要求上身挺拔，微出胯、略低头，呈现出一种自

然而婀娜多姿的形态。唐代的舞蹈目前在中国早已

失传，可在朝鲜舞和日本舞中保留有一定的痕迹，

因而我们选择了朝鲜舞的呼吸节奏及上下起伏的动

律作为文成公主的基本韵律特征；在手势上则融化

戏曲、敦煌壁画和朝鲜舞三者的特点，形成微抬肘、

下垂手的基本姿态。在松赞干布的形象塑造上，主

要以藏戏的姿态和塑型为主。藏戏和戏曲有很多共

同点，但‘山膀’更强调翘手腕、屈臂肘；在步法

上基本上摆脱了‘圆场’，根据藏舞‘弦子’和‘锅庄’

中的舞步加以发展……在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大

段双人舞中，要把这几种舞蹈风格统一协调在一起

并不容易，我们的经验就是从感情出发……如双人

舞中松赞干布用韧性的感觉做‘弦子’中的横步转身，

而文成公主则用古典舞和朝鲜舞相结合的上下起伏

动律——这样配合起来不但无生硬之感，反而有一

种特殊协调的美。”[3]

七、《凤鸣岐山》：
运用民族“古典舞”化去“洋杂”之味

曾参与编创《奔月》的仲林，于 1981 年带领

袁玲、陈健民创作了《凤鸣岐山》，该剧在上海歌

剧院舞剧团首演时由周洁饰演妲己，顾红饰演明玉。

与《奔月》相类，《凤鸣岐山》也是一部在舞剧语

汇民族形式方面颇具争议的作品。作为中国艺术研

究院舞蹈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的《中国舞剧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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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 most of the dance drama creators advocate to 

explore the inner world of dance drama figure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dance language. 

Thirdly, on the basis of emphasizing the “opera dance” as 

the fundamental means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they 

do not exclude ballet which can complement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nd adopt wide variety of “mixed arts.” 

The aim is to realize the richness of dance language 

and “dance-dramatization” of the national dance drama. 

Fourthly,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ZHONG 

Lin’s rol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drama as well as to that he has several profound 

changes in his creative style, from Lotus Lantern, Small 

Sword Society, to The Phoenix Singing on the Qishan 

Mountain, which have enriched the forms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drama greatly. Fifthly, SHU Qiao pioneered 

in “changing the situation that language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e in dance drama 

world.” The dance language and structure design achieve 

in a perfect harmony through her usage of “fabric style” 

choreographing skills. Sixthly, from Silk Road, Sorrows of 

Tongque Stage, to Princess Wencheng especially, it can 

be recognized that “the basic standardization of dance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drama.” Seventhly, the western ballet plays a very 

useful role in promoting and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ance drama. We 

believe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are still providing 

important advices and useful inspirations to today’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drama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ance drama!

[Keywords] 

contemporary classical dance drama, Princess Wencheng, 

The Phoenix Singing on the Qishan Mounta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Painted Skin, Sorrows of the Tongqu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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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审视了是什么使得现代舞“现代”。文章首先讨论玛莎·格雷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创造的技

术及其顺沿舞者脊柱运动的二分法：猛收和释放，以及技术是如何在编舞中表达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情绪的。事

实上，玛莎·格雷姆呈现的现代性存在于其对抗近 200 年来以芭蕾为主导的美学的方式中。格雷姆对于舞蹈艺

术的贡献更多在于形式和美学，而不是内容。文章继而将焦点转至“现代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默斯·坎宁汉。

对于他来说，“现代”只是另一种运动的形式。他剥离了所有情感性的内容。论文最后讨论皮娜·鲍希，她被

公认为是区别于美国风格的。当开始每一个创作的时候，她用来武装自己的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字和图片可

以描述的内心的感觉，然后通过在排练中向她的舞者提出问题和任务来发展这份感觉。最终她从中提炼出一系

列相关的运动和记忆，编辑成一个循环而燃烧的梦境。皮娜实际上对剧场更感兴趣，因为剧场的设置和其中可

以释放出来的魔力；运动只是一个元素，而不是目的本身。

【关键词】现代舞；现代主义；舞蹈剧场；格雷姆；坎宁汉；鲍希

也谈格雷姆、坎宁汉和鲍希
       ——兼论现代舞、后现代舞和现代主义

潘少辉  

一、从格雷姆到坎宁汉的现代舞

（一）格雷姆的反动：身体的收放—情绪的

苦乐

对于许多学习过现代舞的人来说，他们的第一

课便是学习呼吸，然后推展到猛收及释放。其实，

这猛收─释放的原理，就是格雷姆技巧的精神所在。

猛收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当抽泣或大笑时，每个人

俱可体验得到。马莎·格雷姆把握了这一反应，使

之扩张，成为她的舞蹈语言的基础。借助猛收─释

放的原理，格雷姆把演员对于悲恸及喜乐的内在反

应灌注在了表演上。观众亦可从演员的动作察知及

感受舞作情绪的梗概。猛收既为格雷姆技巧里动作

的泉源，然后推展到颈、手、脚以及空间。这就可

以窥见格雷姆是从个人的情绪感觉出发，极度扩张

后成就了她的舞作和技巧。这与文明无关，因为悲恸、

喜乐乃与生俱来的。所以她的舞作大多是原始记忆

里的神话或传奇，她并非要为现代社会的进程做一

注释。    

格雷姆之所以被视为现代舞的祖师之一，是因

为她发展出这种极端异乎主流的舞作及技巧。她曾

经说过她不想变成一棵树、一朵花，或一浪波涛。

作为观众，人们一定要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看见自

己；那些舞蹈不应是每天行为的模仿，抑或是自然

现象的重现，又或者是尤如来自外星球的神奇事物。

舞蹈应该表现人作为人那种能够专注、热心及富于

纪律的奇迹。格雷姆的创造，自然是对芭蕾舞的一

种反动。芭蕾舞是简化了、理想化了的舞蹈方式，

主要强调轻盈、雅致，还有那延伸的线条。格雷姆

要表现人内里的矛盾，非为表演娱人，而是把个人

真实的经验、感受诉诸观众。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进行这种探讨，带出相对于芭蕾舞这种传统舞蹈的

新形式，也就成就了现代舞中的“现代”的定义。

  

（二）坎宁汉的反动：摆脱情绪感受—追求

形式意念     

过了几代舞人，又出现了许多支流，其中坎宁

汉可视为是对格雷姆技巧的一次反动。从他离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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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落下帷幕，进入决赛的《杜

甫》《仓央嘉措》《家》《哈姆雷特》《朱鹮》这五部舞剧在编舞、制作等方面都趋于精良，从中可见舞剧、

舞蹈诗创作的质量在进一步提高。这五部作品的创作在某些方面试图解决舞剧创作面对的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也暴露出舞剧艺术创作根本性的问题。本文将从舞剧的本体叙事层面的得与失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成与败

来探讨中国舞剧发展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舞剧；舞蹈诗；本体叙事；人物形象塑造

扬本性    去同质    显个性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
            获奖作品点评

张    麟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

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落下帷幕。作为中国舞蹈界舞

剧·舞蹈诗创作方面的最高评奖活动之一，此次比

赛集中对近几年出现的舞剧作品进行了评选，从近

60 多部舞剧中选出了五部进入决赛的作品，分别是

《杜甫》《仓央嘉措》《家》《哈姆雷特》和《朱 》。

总体来说，这五部舞剧在编舞、制作等方面都趋于

精良，由此可见整体舞剧舞蹈诗创作的质量在进一

步的提高。这五部作品的创作都在某些方面试图解

决舞剧创作中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也暴露出舞

剧艺术创作存在的根本性的问题。

一、舞剧的本体叙事层面的得与失

真正意义上的舞剧叙事是受制于舞蹈艺术的本

体特征的。作为一门用肢体语言传情的艺术，在对

客观世界的反应手段和方式上与语言小说等截然不

同的，也和戏剧截然不同。因此，客观上要有叙事

身份转变和叙事时空转变，舞剧导演要对故事文本

或文学台本原本的时空进行处理，从而构建出舞台

特有的时间和空间。在这方面，笔者认为舞剧《杜甫》

和《哈姆雷特》做了比较好的探索。这两部以塑造

人物形象为目的的舞剧，暂不论其舞剧形象是否塑

造成功，仅从结构层面来分析，这两部舞剧都在努

力实现着舞剧艺术的本体叙事结构。《杜甫》在主

体结构上运用了双重时空共呈的结构手段，把身居

残酷现实中的杜甫和心怀家国美好志向的杜甫同时

呈现了出来，通过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来铺陈舞剧

结构，自然地实现了时空上的切换。这种结构方式

本身已经形成了编导主体叙事的语言，在舞剧第一

幕中时空突转，从步入仕途直接切到苍生现实，对

比强烈！一己之力，无法改变车轮的辗转，为官十年，

那个满怀功名抱负的杜甫已经渐渐远去，留下一个

心系苍生百姓、直面黑暗社会的杜甫。剧中两个杜

甫的设计也是作品在原文本结构上的进一步开掘，

意在表达杜甫内心的焦灼与现实的激烈碰撞。第二

幕是家国罹难的场景，时空转换，现实与回忆共呈，

再次给开掘人物内心、塑造人物形象留足了抒写的

空间。

舞剧《哈姆雷特》以舞蹈艺术的形式演绎了莎

士比亚的戏剧经典，用舞蹈艺术的魅力揭示了人性，

较好地用舞蹈艺术自身的特点来刻画人物；舞段设

计合理细致，与情节结构很好地融合。舞剧以人物

心理发展为线索，打破了时空的顺时结构，自由而

紧凑；通过这样的结构 , 编导试图去刻画一个内心

煎熬、备受命运驱使和人性拷问的悲剧人物。舞剧

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作品的特定时空——处于挣扎

在生存还是死亡、虐杀还是逃离漩涡中的哈姆雷特，

在这个限定的当下时空中，结合主人公内心的挣扎，

时空自然而然地晕染开来，舞剧编导在主体表现意

识的指导下，对莎士比亚戏剧原作中的事件重新加

以使用，这些事件既属于原作中的故事，也服务于

这个作品中的人物塑造。除此之外，舞剧用舞美重

塑了舞台，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舞蹈空间，这个

空间具有双重意味，一是代表着哈姆雷特的心之窟，

那是一处心牢，紧紧地锁住了哈姆雷特，让他纠结、

压抑、愤懑、生不如死；二是代表着弥漫着屠杀、

欺骗与伪善的皇宫。具有象征意味的舞美设计也作

为一种语言、一种有效的手段，参与了叙事。 

相比上述两部作品，笔者认为舞剧《仓央嘉措》

和《家》在结构层面就显得有些不足。《仓央嘉措》 

采用倒叙的方式，展现了仓央嘉措追求自由、冲破

世俗与枷锁的不平凡的人生。作品出现了第一人称

和第三人称在叙述上的转换，开始的序以第一人称

的方式，让当下的时空拉回到过去，再现了仓央嘉

措幸福的少年时光。但结构上的问题就在于第一人

称和第三人称的转化和衔接没有处理好，尤其是现

实环境下残酷压抑的空间和想象中自由空间的对比

没有做足，因此使得仓央嘉措的形象还不够突出。

也正是由于结构问题，导致该剧到了第四幕时还以

交待仓央嘉措的经历纵贯整部作品，从而有种用舞

蹈描述仓央嘉措生平的感觉。舞蹈语言的特殊性决

定了舞剧在叙述层面必须通过时空的处理来构成潜

在的语言，这些语言既是对文本文字语言的补充和

解释，又是舞蹈自身言说的特殊方式。二重空间的

构造恰恰构成了舞剧的潜台词、人物内心的潜台词。

笔者认为这恰恰就是舞剧本体叙事层面可以大加利

用的地方。在此次舞剧、舞蹈诗比赛期间举行的创

作论坛中，著名舞蹈编导高成明认为：目前舞剧创

作缺少创新，二重空间的使用等已经不足为奇，应

该加强舞剧艺术的表现手段。笔者认为，二重空间

的使用在中国舞剧创作的发展历程中不是首创，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舞剧中，这种结构方式就已经

出现。但是“出现”并不意味着认同，“出现”也

并不意味着这种结构方式已经成为舞剧本体叙事手

段的一个特征，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大部分的舞剧

创作至今在结构层面依然难以找到舞剧艺术本性的

结构方式，依然被文学牵着鼻子走。由此，笔者认

为时空结构的艺术手段不应被视为是否创新的关注

点，而应该视为舞剧本体叙事特征和手段的一个基

本要素。作为基本要素，那就不是新旧的问题，而

是编导是否真正有能力来驾驭和使用的问题。

《家》和《朱 》在结构上是本届舞剧、舞蹈

诗入选决赛展演作品中最为“传统”的两部舞剧。

所谓传统，一方面是文学台本的作用和影响大于舞

剧编导的构思，舞剧真的老老实实地在“跳故事”；

另一方面就是舞剧导演的主体意识在剧中没有得到

显现，舞剧在老老实实地“还原故事”。两剧的编

导十分用心地编排了众多不同场景的舞段，这些舞

段仅从舞蹈动作本身来评判，的确十分精美，尤其

是《朱 》；但是从舞剧层面上看，就会呈现一些问题，

因为舞段更重要的责任是承担着“言语”的功能，

承担着“叙事”的功能，承担着展现情节背后丰富

的情感意蕴的功能。

二、人物形象塑造的成与败

此次决赛展演的五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与“形

象”相关。笔者认为，对塑造人物形象的舞剧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构思与呈现的问题；而人物构思方面

又主要是对所要刻画人物的深刻剖析，找到人物最

典型、最核心、最内在的本质特征。那么，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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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space precisely composes both the subtexts of the 

dance drama and the inner lines of the characters. It can 

be made great use by the ontological narration of dance 

drama. The author further holds that the artistic means of 

space-time structure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e focus 

of whether a dance drama is innovative or not; rather,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features 

and means of ontological narration of dance drama. As the 

essential element, it is not a problem of being old or new, 

but a problem of whether the choreographer has the real 

ability to manage and make use of it. In terms of structure, 

The Family and Crested Ibises are the two most “traditional” 

dance drama works among the five finalists.

II.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image building of 
the characters

All the five finalist performances happen to have connection 

with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hen it comes to 

the image building of the characters in a dance drama,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uild the character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represent the characters within 

the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ance drama Hamlet is relatively 

successful than other works, for the choreographer keeps 

building the image of Hamlet upon the emotional conflicts 

between Hamlet and his surrounding characters. Those 

different characters not only turn up for events but also 

re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elem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ner feelings of the characters. The choreographer 

of The Family is too cautious in dealing with the group 

images and lacks artistic means to express the “contras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characters” in building the individuality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Especially, it lacks a specif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actions and inner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can represent simultaneously. To 

consider building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dance drama 

Tsangyang Gyatso against the scenario, the figure is slightly 

weak in the author’s view. However, it is a very vivid figure 

in terms of building the character through choreography. 

The choreographer ingeniously uses the kasaya as the 

prop, and all the ups and downs of Tsangyang Gyatso’s 

emotions and life experiences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performers’ body movements 

and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kasaya. Based on this, 

along with the perfect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performer who plays Tsangyang Gyatso, the image of the 

character looks even more striking.

  Between the performances, the author interviewed the 

sub-party secretary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Dancers Association LUO Bin. Mr. LUO pointed out that 

the biggest issue in cre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dance 

drama was the dominating tendency of “homogeneity.” 

Although there is no “homogeneity” in terms of the themes 

of the five finalis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issue is 

shown in the specific choreography of dance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choreography of the partner dances is 

normally disconnected with the characters’ emotions; it 

is rather a display of physical and technical skills. Another 

example is the choreography of the solo dances. It is also 

disconnected with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where the 

character is situated, and with the specific psychological 

feelings. It is more about the physical technique and 

moving features of that performer. The dance language 

is relatively neutral in the sense of movement quality and 

lacks unique spatial form, change of power, and smooth 

links that can coincide with the “drama” in dance drama.

[Keywords] 

dance drama, dance poetry, ontological narration, image 

building of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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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青衣”结缘是在 2012 年的南京。那年，笔者很荣幸地受到导

演康洪雷的邀请，加入了根据作家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改编的同名

电视剧的拍摄，出演盲人按摩师“金嫣”一角。在拍摄《推拿》期间，

除了阅读《推拿》原著以外，笔者也读了作家毕飞宇其他的文学作品，

其中就有《青衣》。小说读到一半，笔者忽然灵光乍现，在南京梧桐

树的枝叶摇曳下，文字融化成舞台场景的想象，尽管模模糊糊，却也

真切，觉得这部小说太适合改编成舞剧了。不仅因为原著写得好，更

因为在这部中篇小说中，看到了青衣“筱燕秋”这个角色所要探寻的“生

命该如何寄托”的主题，这也许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筱燕秋是

一个单纯、执着、忘我、敏感的女性人物，在她身上，我们能看到一

个艺术家具备的气质与特点，同时，她又是一个在悲剧意识中完成小

说起伏的承载者，人们都在观察着她的命运。筱燕秋对于艺术的痴迷

这一点，跟笔者很像。不同的是在探讨如何寄托生命之时，筱燕秋（原

著中的京剧演员）选择了身体的声音，而笔者选择了身体的姿态。小

说本身的文字充满温度，写作风格很抒情，对人物的内心描述也细腻，

特别适合舞剧表达的特性。而在舞剧的创作角度上，笔者更愿意去关

注一个女性角色（筱燕秋）的人物命运，去触碰人性中更为深刻的一面。

无论怎样，人活着就会思辨：生命该如何寄托呢？筱燕秋通过登台演

戏和饰演戏中角色去寄托生命，这似乎就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她有时

如痴如醉地自我陶醉，有时醒来又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谁，她就在这

样的内心困境中挣扎，可生命的目的到底是自我还是他者，对她而言，

【内容摘要】本文以导演的视角讲述了舞剧《青衣》的创作过程及思路。作品通过青衣“筱燕秋”这个角色所

要探寻的“生命该如何寄托”的主题，去关注人及其命运，触碰人性中深刻的一面；同时，作品还试图让“筱

燕秋”与时间对话，在舞台上呈现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和浓度。

【关键词】《青衣》；舞剧角色；人性表现

生命该如何寄托？
       ——舞剧《青衣》创作谈

王亚彬  

How to Find 
the Harbor
 for Our Souls: 
On Creating 
the Dance Drama 
The Moon Opera i

WANG Ya-bin 

[Abstract]

The dance drama The Moon Opera 

was officially staged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Beijing on October 4th, 2015. It is 

also the world premiere of The Moon 

Opera. The author was tied up with 

The Moon Opera in Nanjing in 2012. 

The author was invited by the director 

KANG Hong-lei that year, joining See 

without Looking, a TV drama adapted 

from BI Fei-yu’s novel Blind Massage,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a blind masseur 

named JIN Yan. During the filming, in 

addition to Blind Massage, the author 

also read other novels by BI Fei-yu, 

one of which was The Moon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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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黄河”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符号与艺术典型，是华夏儿女为人传颂、凝聚人

心的人格写照。本文以“黄河”系列舞蹈作品的经典演绎与时代传承为例，从两部经典的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

和《黄河》钢琴协奏曲引入，对中国六大舞蹈种类的“黄河”作品版本进行了演艺形态分析，并兼谈部分舞蹈

作品对《黄河》经典音乐的旋律解读和艺术处理 , 畅谈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黄河情愫”。

【关键词】“黄河”系列；音乐经典；舞蹈演绎

舞从《黄河》来
       ——“黄河”系列舞蹈作品的经典演绎与时代传承

胡    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从早期《黄河吟》满怀爱国热情的诗朗诵到《黄河

大合唱》慷慨激昂的吟唱，再到后期《黄河》钢琴

协奏曲铿锵有力的旋律，“黄河”已经成为人们心

中永恒的创作主题。对于不同艺术工作者来说，“黄

河”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黄河，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不断升华的可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相继出现了以黄河为主题的舞蹈

作品，如《黄河儿女情》《俺从黄河来》《黄河颂》

《黄河母亲》《黄水谣》《黄土黄》《星海黄河》等，

同时也出现了多部直接以《黄河》钢琴协奏曲为伴

奏音乐的大型舞蹈作品。

一、经典演绎 :
从《黄河大合唱》到《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河大合唱》诞生于 1939 年抗日战争时期的

革命圣地延安，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由抗

敌演剧第三队首演于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诗人光

未然在东渡黄河的时候目睹了黄河的急流险峡、旋

涡怒涛以及河水撞击礁石的自然情景，也目睹了船

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生活场景，萌生了以“黄河”

为主题的朗诵诗《黄河吟》。冼星海根据光未然的

这篇诗作创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这部大型声乐

名作。随着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黄河主题旋律，《黄

河大合唱》很快传唱整个中国。

《黄河大合唱》为《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创作

提供了光辉的典范，但不同于前者，后者将合唱的

八个乐章改成钢琴的四个乐章。《黄河》钢琴协奏

曲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是前奏，是对中华民

族革命斗争精神的概括，后三个乐章《黄河颂》《黄

河愤》《保卫黄河》分别表现中华民族斗争历史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时代传承：
从古典舞到国标舞的《黄河》

以音乐《黄河》为创作背景的六部舞蹈作品为

古典舞版《黄河》、民间舞版《东方红》、芭蕾舞

版《黄河》、现代舞版《我们看见了河岸》，以及

近期的舞蹈专题晚会“保卫黄河”和国标舞版《黄河》，

囊括并涵盖了六个重要的舞蹈种类。通过这样一个

艺术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黄河大合唱》和钢琴协

奏曲《黄河》对我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六

个作品各有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相同的民

族精神。

（一）古典舞《黄河》：用黄河来表现历史

古典舞《黄河》首演于 1988 年，曾获“中华民

族 20 世纪舞蹈经典评比”经典作品奖。在创作上，

它用舞蹈来演绎历史，抽象展现了黄河儿女拼搏斗

争的历史画面。古典舞《黄河》由四个乐章组成：

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以磅礴气势展现了黄河

上船夫与猛浪搏斗的情景；第二乐章“黄河颂”，

展现的是黄河与中原大地的壮丽河山景色；第三乐

章“黄河愤”，以《黄水谣》的曲调为核心，间隙

插入《黄河怨》的素材，展现了满腹深情的民族精神；

第四乐章“保卫黄河”，以乐曲《东方红》的主题结束。

全剧在一个气势恢弘的胜利高潮下结束。舞蹈用许

多古典舞的拧、倾、仰的身体形态和平圆、立圆、8

字圆的运动走势来表现水波、船夫和大浪，用云手、

风火轮、穿手、大跳和翻身等动作来表现冲破激流、

勇闯险滩、登岸远眺的形象。舞蹈用古典舞的语汇

演绎了黄河波涛汹涌、磅礴的场面，以及黄河儿女

不屈不挠、奋斗拼搏的恢弘历史。

（二）民间舞《东方红》：民间舞语汇在黄

河中嘶鸣

民间舞的“黄河”也叫《东方红》，是为纪念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而创作的。舞蹈

《东方红》选用音乐作品《黄河》第四乐章进行创作，

给人以“东方红，太阳升”的民族自豪感，寓意生

命不息、奋斗不止、奔流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男子以山东鼓子秧歌为舞蹈语汇，通过双脚分开、

重心向下的基本体态来表现稳如泰山、淳朴厚重的

舞蹈气势，塑造出不畏生死、勇敢坚强的高大形象；

女子以胶州秧歌的各种 8 字圆动律为舞蹈语汇，通

过三道弯、扭断腰的小 扭步伐，刻画出前赴后继、

勇往直前的意象效果。《东方红》打破了民族舞蹈

地域属性的限制，将汉族民间舞的动作语汇与意识

形态相结合并进行了符号化的处理和诠释，最终表

达了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三）芭蕾舞《黄河》：东西方舞汇叙事下

的黄河表达

芭蕾舞《黄河》是中央芭蕾舞团在建国 50 周年

献礼演出中搬上舞台的，是芭蕾创作民族化的又一

次探索，不管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体现了鲜明的

中国特色。该作品以芭蕾经典的双人舞托举动作为

主，同时融合了大量中国古典舞的动作来表现黄河

的主题内容。在身体方面，突破直立和高雅，用弯

曲和翻滚表现黄河的怒吼和咆哮，并用独舞和群舞

的交织进行塑造出黄河母亲和儿女的形象。这部作

品不仅展现出中华儿女的自信、自强和中华民族的

精神气魄，而且展现了创造性的芭蕾语汇以及民族

化的芭蕾风采。这部作品又一次证明西方的芭蕾可

以与中国的历史现实、政治文化紧密融合。

（四）现代舞《我们看见了河岸》：用黄河

演绎中国现代舞

现代舞《我们看见了河岸》作为黄河系列主题的

作品之一，是正在进行时态的中国人生活的“黄河”

作品。舞蹈在《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伴奏下进行，却

没有围绕黄河来展开，它不是用舞蹈来烘托黄河的宏

大主题，而是用黄河来演绎编导追求的中国现代舞。

正如编导所说：“《黄河》不单是一个著名的音乐作品，

更是一个著名的舞蹈作品。这一次我们选择《黄河》，

其用意除了向专业挑战之外，更是希望让现代舞成为

中国舞！”［1］整个舞蹈把宏大的黄河精神转化为对

中国现代舞发展现状的思考，把民族群体的国家形象

转化为现代舞者个人生存的命运关注，以“小我”折

射出“大国”的精神内涵，秉承了“黄河”不屈不挠、

奋勇前进的精神信念。舞蹈虽不直接表现黄河，但在

精神气节上与其他版本的“黄河”高度一致。

（五）舞蹈专场“保卫黄河”：以组舞来构

建“新黄河”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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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Modern dance We See the River Bank: 
interpreting self through the Yellow River

The modern dance We See the River Bank, as one of 

the Yellow River themed series, is the “Yellow River” work 

to present the Chinese people’s life in the present tense.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piano concerto The Yellow 

River, the dance does not develop around the Yellow River. 

The dance is not used to contrast the grand theme of 

the Yellow River, but uses the Yellow River to interpret the 

dance itself.

V. Special dance performance “Defend the Yellow 
River”: using dance suite to construct a “new 
Yellow River”

The special dance performance “Defend the Yellow River” 

is a new attempt to combine several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r complete small dance works in the form of dance 

suite. In the performance, we see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The Yellow 

River, see the disparity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dance, and see that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nd modern 

dance complement each other under a common theme, 

which transforms into the new significance of our era.

VI. Ballroom dance The Yellow River: a “foreign 
Yellow River” with an international style

The ballroom dance The Yellow River, a “foreign Yellow 

River” with an international style, is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mentioned five vers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It chooses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as its creative theme. At 

the same time, the ballroom dance The Yellow River has 

also broadened the idea of creating a ballroom dance. It is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themed ballroom d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ng hand and dance gestures with 

revolutionary symbols.

  All the six versions of dance works themed with the Yellow 

River use the piano concerto The Yellow River as the music 

accompaniment. Yet they use different dance vocabularies 

and different dances in the four movements to illustrate the 

same spirit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cre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hemed dance series not only inherits the essenc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spirit, but also closely 

follows the footsteps of the times to realize the continuation 

and surpassing of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Keywords] 

“The Yel low River” series, music classics, danc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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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之枕”舞蹈节 85 周年庆典即将开幕

Upcoming Jacob’s Pillow’s 85th Anniversary 
Season

2017 年 6 月 17 日至 8 月 27 日，“雅各布之枕”舞蹈

节将举办 85 周年庆典演出活动。演出活动将由迈阿密芭蕾

舞团表演的乔治·巴兰钦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顿的作品拉

开帷幕。主办方邀请了杰西卡·朗舞蹈团、保罗·泰勒舞

蹈团、崔士·布朗舞蹈团、英国艺术家阿卡什·奥德拉、

2016 年“雅各布之枕”舞蹈节的获奖者卡米尔·布朗以及

日本艺术家大竹英子（Eiko Otake）等国际知名舞团或艺术

家。本届舞蹈节将呈现20余个演出项目，阿库·汉姆、罗素·马

利方、阿列克谢·罗曼斯基等著名编导的作品都将在此展示，

华盛顿芭蕾舞团、纽约希班尼柯芭蕾舞团等也将携作品参

与此次活动。
h t tps : / /www. j acobsp i l l ow.o rg / f es t i va l / t i cke ted-

performances/

苏格兰芭蕾舞团公布 2017 年度演出季

Scottish Ballet Announces 2017 Season
近日，苏格兰芭蕾舞团公布了 2017 年度演出季的安

排：其一是舞团首次举办的数字演出项目将于 2017 年春季

启动，由来自荷兰和以色列的艾夫治和格雷本两位编导共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Dance Events an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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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排的新作将于四月进行世界首演，旨在探索展现舞蹈

的新方式。其二是开展于春季的美国巡演，演出的作品包

括马修·伯恩的复排版《仙女》、布莱恩·阿里亚斯的《位

移运动》和克里斯多夫·布鲁斯的《十首诗歌》等，并在

洛杉矶、伯克利和加利福尼亚上演安娜贝拉·洛佩兹·奥

乔亚编排的《欲望号街车》，以纪念田纳西·威廉斯的这

部经典剧作首演 70 周年。其三是将于 10 月赴格拉斯哥、

爱丁堡和亚伯丁等地开展的秋季巡演，上演作品有《妖女

之吻》以及艺术总监克里斯多夫·汉普森版本的《春之祭》。

此外，舞团将于 2017 年圣诞期间上演由彼得·达雷尔编排

的《胡桃夹子》。

http://www.dancing-times.co.uk/scottish-ballet-plans/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2017 年春季演出季异彩纷呈

New York City Ballet Presents 2017 Spring 
Season of Diverse Works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在2017年春季演出季中将上演《四

种气质》和《C大调交响曲》，尽显巴兰钦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并将上演杰罗姆·罗宾斯最喜爱的《动作》这部没有使用

音乐但引人入胜的作品以及富有趣味的《自由的想象》。

这两部作品都展示了编导在戏剧处理方面的天赋。另外，

舞团还将举办为期四周的“此地此时”艺术节上演舞团在

17.3.23.indd   132-133 17-3-28   下午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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