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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不同民族和区域的文化被挟裹在

其中奔涌向前，改变着自身，亦改变着世界。如何顺应历史的趋势求得发

展？如何保持自我的独立而不被历史的浪潮冲垮消融？为此，中国著名社

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理念，是为我们的精神指南。

“文化自觉”崇尚“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那么当代

中国舞蹈如何“认识自己”，以“自知之明”？本刊连载了几位学者关于中

国现当代舞蹈研究的成果，即是通过对20世纪以来中国舞蹈一些具有代

表性的历史人物、事件和作品进行回顾和评析，以揭示中国舞蹈在中外文化

潮流的裹挟下前进的历史处境、历史轨迹、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及曲折性。

《中外舞蹈交流史中的上海芭蕾》以翔实的第一手史料呈现了20世纪 早

登陆上海的西方芭蕾舞蹈家巴安娜 · 巴甫洛娃、乔治 · 冈察洛夫、维拉 · 沃尔科

娃等人所举行的舞蹈演出及其对人才的培养。他们以世界级的高水平，不仅使

得诸多的中国舞者受到了启蒙教育，还培养出玛戈 · 芳婷这位登上国际舞台之

巅的芭蕾明星。让我们领略到上海历史上的国际地位及其开放的态势之于舞

蹈发展的影响，以及俄罗斯芭蕾对中国和世界芭蕾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交谊舞到迪斯科：当代中国日常舞蹈的兴衰》论述了交谊舞在1979

年之后的复归，在社会上广泛的流传，与此期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所构成

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作为一种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舞蹈，交谊舞与政治

意识形态及国家文化政策法规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拉锯”，形成了20世纪

80年代社会变革中的一种民众文化主导模式。而迪斯科舞厅既是当代城

市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也是它曾经拥有的文化变革功能被娱乐文

化及其资本力量所规训和终结的场所。

“当代中国舞剧述评”系列旨在在把握中国舞剧近60年的发生、发展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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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演变的基础上,揭示其历史底蕴。述评认为，当代中国舞剧创作的语言本体，

初有三个来源：一是芭蕾，二是“战士舞蹈”，三是戏曲舞蹈。指出中国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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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趋势。同时，以史为据，归纳当代中国兼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少数民族舞

剧，剖析其创作的内在规律，以期对当下中国民族舞剧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迪。

“影响20世纪中国舞蹈的早期留学生研究”系列通过研究20世纪早

期留学归来的代表人物这支特殊的文化建设力量，运用舞蹈寻求强教、强

身、强国之路，从而对20世纪中国舞蹈的奠基和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同

时，通过还原历史，察看20世纪早期中国舞蹈内在的要求和外部世界的联

系。《裕容龄：身体的自由和束缚的博弈》和《李伯钊与“短裤赤脚黑面粗

皮”的舞蹈美学》等文，均以全球化视角、本土文化的立场对历史进行重新

评估，揭示其特定的文化本质和历史贡献。

诚然，“文化自觉”的基础在于立足“根”，探寻“真”，合“规律”而前

行，而“文化反省”则是“文化觉醒”和“文化创建”的前提，因此，其亦是

中国舞蹈研究得以深化的前提。

本期开始以中英双语全文连载刊登美国《国家核心艺术标准》。这一

标准“旨在指导用新的思维、学习与创造方式在课堂上开展艺术教育。同

时，也告知政策决策者传统和新兴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结构的艺术课程是怎

样实施的。与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在新艺术标准中嵌入了对素质教育、公

平机会和综合期望的承诺”。这必将进一步深化艺术及其教育的交流，并

给予我们不可多得的重要启迪。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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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谊舞到迪斯科：
当代中国日常舞蹈的兴衰（下）

徐 敏

【内容摘要】 交谊舞与迪斯科舞同为 1980 年前后兴盛于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现象，两者均为当代中国

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来自民众身体、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领域的重要源头，与当时的意识形态、道

德观念及文化政策法规产生了多层次的冲突与协商关系。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描述了交谊

舞在 1979 年之后的复归、在社会上迅速而广泛的流传，以及与此一时期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所构成

的互动关系。认为作为一种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舞蹈，交谊舞与政治意识形态及国家文化政策法规之

间产生了激烈的“拉锯”，由此形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种民众文化主导模式。下

篇比较了交谊舞与迪斯科在舞蹈动作、舞会形态、音乐与场所及文化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描述了两者

从同台迭代发展为相互区隔的过程，重点阐述了迪斯科舞对青年原子化个性形象、电子媒介技术的运

用、城市建筑及城市文化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本文认为，迪斯科舞厅既是当代城市消费文化的一个

重要发源地，也是它曾经拥有的文化变革功能被娱乐文化及其资本力量所规训和终结的场所。

【关键词】 交谊舞；迪斯科；民众文化；文化迭代；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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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代舞蹈已成为一门艺术、一个专业，掌握专业

知识和技能是舞者关注的重心，因此当代舞蹈在身

体训练、艺术创作和研究领域所学、所用、所研究的

主要是近现代文明传承下来的民间舞、古典舞和现

代舞的姿态、风格、韵味与技艺。同时，“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的舞者成才规律，使得练功房或剧

场这类“四堵墙”封闭的场所，成为舞蹈家身体存

在的主要空间，因而，舞蹈家的身体与自然和社会

的联系越来越少。舞蹈者的身体究竟为何物？为何

从“生命的主体”演变为风格性舞蹈艺术“表现的工

具”？本文曾经借助中华医学关于身体存在结构与

生命过程的认识阐述中国古典舞的舞理建设基础，

然而，其亦应该成为舞蹈身体哲学和舞理系统的基

本范畴和概念。

基本范畴和概念丛Ⅰ：“神”“形”“时”“机”

“神”“形”兼备是舞蹈创作与表现所追求的理想

境界，然而，对于这对范畴当代舞蹈领域并没有深入

研究。什么是“神”？中国人的祖先视其为万物及

生命的本源。傅景华先生认为：“神”是生命活动的

主宰，是生命的主导方式和运动方式；是神、魂、魄、

意、志的综合反映，由“心神”统摄和主导。身体是一

个宇宙整体。生命过程领域显示“时道”，包括：生

道、气道、和道、数道、序道、类道。生命枢机领域显示

“机道”，“机”为一切变化之源。机道包括发道、化

道、变道、态道、势道、象道。然而，在这一系统中，我

们的舞蹈仅仅关注了一个十分微观的末节“形象”。

生命的结构属于“形”。生命结构领域显示“形道”。

形道包括器、基、物。魂、神、意、魄、志是生命之神的

分类；生命的主导过程是神气，自在领域囊括时（过

程）、机（枢机）、形（结构），而形器是神气之宇。而

当代舞蹈只是注意到了生命枢机的末端“形象”，甚

至只是其中“物”之“体”之“部件”下的“器官”，舞

蹈对身体与生命的认识必然出现片面与短视。

基本范畴和概念丛Ⅱ：“气”“意”“势”

气、意、势在舞蹈艺术的身体中是一组十分重要的

概念。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神”“气”“形”是以“神”

为本、以“形”为宇而以“气”为用的 ,“气”是生命活

动的实现。所以，当“气”具化为舞蹈艺术的呼吸之

时，它不仅要求配合动作的幅度，同时要求配合运动之

人的体质，在与自然协调的运动中吐纳，使气息追随意

念流动，带出和谐顺畅的运动。然而，当代舞蹈并未在

生命的层面上对“气”做过深入探究。例如，我们舞蹈

领域往往将舞者之手指、舞者之足等“身之余绪”当作

身体“四梢”，然而，在由中华医理影响下形成的太极

拳理却揭示：血之梢在发，肉之梢在舌，骨之梢在齿，

筋之梢在指甲，因而，发欲冲冠，血梢足也；舌欲摧齿，

肉梢足矣；齿欲撕筋，骨梢足也；甲欲透骨，筋梢足也。

“血”“肉”“筋”“骨”之梢由生命之气掌控，表现人的

生命的内在感觉和情志状态，然而，作为传达人类感觉

的舞蹈艺术则尚未涉及这些“身体之梢”。“意”之于

舞蹈的重要性在于舞蹈是身体语言表意系统。在中华

医学中，意生于心神。意有“隐意”“潜意”“显意”之

分；各 自 有“觉”“思”“识”层 面；“觉”“思”“识”又
有“感”“知”“悟”之别。傅景华对中华医学中“意” 

的概念所做的分析启发我们看到了当代舞蹈建设对其

的认知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势”这个概念，在舞蹈的

训练与研究中亦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大多停留在狭

隘静态的“姿势”层面。显而易见，作为生命运动变化

属性的“势”紧地依附于“神”“气”“形”，从而形成

“神势”“气势”“形势”。艺术的“势道”归根结底是

来自生命的“势道”，它是生命变化和发展的属性，但

是舞蹈领域对其并未有过深入研究。

舞蹈身体哲学与舞理的基本范畴和概念丛

菁　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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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的赣南民间舞蹈

刘　斌　吴楚楚

【内容摘要】 在素有“客家摇篮”之称的赣南地区散落着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形态丰富、特色鲜明的

民间舞蹈。本文将流传于赣南客家地区的民间舞蹈作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理和归纳赣南民间舞蹈

的基础上，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一方面阐述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赣南民间舞蹈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挖掘其依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蕴含的文化本质内涵；另一方面论述赣南民间舞蹈在表达客家族群情

感意志和生活理想中的重要作用，揭示赣南民间舞蹈是客家族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各种复杂的

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性符号，希望以此促进赣南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和创新

发展。

【关键词】 赣南民间舞蹈；生成环境；文化本质；理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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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钊与“短裤赤脚黑脸粗皮”的舞蹈美学

【内容摘要】 李伯钊进入影响20世纪中国舞蹈早期留学生研究系列的视野，在于其曾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文学、戏剧和舞蹈的背景，及其在“苏区”担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央苏维埃剧团团长等职期间

将苏联学习的经验用于“苏区”的艺术建设实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文指出：苏联的舞蹈及艺术形式

之所以能够无间地融入红军和“苏区”的舞蹈，无外乎两者在共同崇尚的无产阶级美学方面实现了合流。

“苏区”舞蹈建设主要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文艺美学指导下，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夺取

政权的总任务，以“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其基本点是：一切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将艺术视为

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舞蹈服务与表现对象都是“短裤

赤脚黑脸粗皮的”无产阶级和工农兵。这一美学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舞蹈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 李伯钊；“苏区”舞蹈；苏联舞蹈；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美学

—影响20世纪中国舞蹈的早期留学生研究系列之二

刘青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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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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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50年代在上海的俄罗斯芭蕾

王　彬

【内容摘要】 俄罗斯侨民文化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中的一道特殊景观。20 世纪 20—50 年代，在中国的

俄罗斯侨民芭蕾舞蹈家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分别在芭蕾教育、表演、编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

仅为世界芭蕾舞坛培养了众多优秀芭蕾舞者，而且为中国的芭蕾教育与表演开启了新篇章，树立起

了俄罗斯芭蕾的独特风格，进而扩大了其在世界范围内“风暴席卷式”的艺术影响。作为开放性国

际大都市的上海，是俄罗斯芭蕾侨民的收容站与中转站，也是向世界人民展示俄罗斯芭蕾这种伟大

艺术形式的国际平台。

【关键词】 俄罗斯侨民；芭蕾；上海；20 世纪 20—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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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作 研 究

On Creation

关于当代中国十大少数民族
舞剧的述评（下）

于　平

【内容摘要】 当代中国舞剧创作的语言本体 初有三个来源：一是芭蕾，二是“战士舞蹈”，三是戏曲舞

蹈。论及“少数民族舞剧”，首先要关注的是以“战士舞蹈”为语言本体的创作。1959年凸显少数民族

舞蹈本体语言的舞剧便是来源于“战士舞蹈”的《五朵红云》，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舞剧也是在黎族舞剧

《五朵红云》的创编中启程的。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少数民族舞剧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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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舞剧进行客观述评，旨在归纳当代中国兼具典型性和影响力

的少数民族舞剧，剖析其内在规律，以期对当下中国民族舞剧的创作做出重要的提示和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 当代中国民族舞剧；《森吉德玛》；《春香传》；《阿诗玛》；《妈勒访天边》；《花儿》

创 作 研 究
On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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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作 研 究

On Creation

舞剧“剧中人”的表现方式探究

【内容摘要】 在舞剧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呈现是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深刻的人物形象，那么

它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就大大降低了。作品中人物形象表现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舞蹈的创作水平。而“剧

中人”也就是舞剧中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其形象的刻画受表现方式的影响和制约。笔者认为，在舞剧的

编创过程中，应该明确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舞剧结构和舞蹈形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重视舞剧结构的

设计与舞蹈形式的运用，以使鲜明的人物形象呈现，努力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

龙一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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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研 究

On Teaching

教 学 研 究
On Teaching

许淑媖及其“元素教学法”

周丹霖

【内容摘要】 “元素教学法”是由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系第一任

系主任许淑媖提出来的。但什么是元素教学法？由于其创建者一直未进行清晰而准确的定义，因而中国

舞蹈界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指出“元素教学法”是一种体现文化核心衍化的

整体教学观，亦是体现全态传承的舞蹈文化观。

【关键词】 元素教学法；整体教学观；全态传承舞蹈文化观；分解教学法



教 学 研 究

On Teaching

62

舞蹈即兴训练在传统文化关照下的新思路

李石磊

【内容摘要】 “即兴”作为现代西方艺术门类中普遍运用的一种创作或表演方式，之所以能够在继承与发

扬中国传统舞蹈的表现形式中存活下来，是因为即兴作为一种人类传达共通的生命体验的方法，本已蕴藏

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表达之中。本文通过即兴舞蹈的继承观、人本观、意象观来说明形成传统文化关照

下的舞蹈即兴训练的可能性，也是对在传统哲理思维理念下的舞蹈训练的新的文化观的探索。

【关键词】 即兴训练；传统思维；人本观；意象



表 演 研 究

On Performing

当代舞蹈艺术研究 78

表 演 研 究
On Performing

情感之力与舞蹈形象塑造

【内容摘要】 本文以近年来在舞坛崭露头角的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的舞台表演实践为个案，运用

舞蹈表演的基础理论，分析其近年来主演并完成的几部舞剧作品的形象塑造，揭示其在舞台艺术的二度创

作中注重情感之力的运用和把握，从而完成舞蹈形象塑造的途径。本文认为，吴虎生的舞台表演的探索实

践有三点经验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将细腻的情感之力通过动作呈现来塑造舞蹈形象；二是将自然深沉的

情感之力融入戏剧表演来塑造舞蹈形象；三是以剧中人的情感之力为依据来塑造舞蹈形象，突破舞者气

质的局限来塑造舞蹈的形象。其实践探索对于当代舞坛年轻舞者的表演将提供可资借鉴的启发。

【关键词】 舞蹈表演；情感之力；力的意象；舞台空间；动作质量；人物性格

—从吴虎生的舞台表演谈起

张　麟



表 演 研 究

On Performing

当代舞蹈艺术研究 82

解决舞蹈表演常见问题的训练刍议

胡雨琦

【内容摘要】 专业舞者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离不开台下艰辛的训练。如何使舞蹈实践者找准舞台表

演中存在问题的归因并有效地解决？这需要将正确的理论应用于表演和训练实践，并进行认真的分

析和探索。本文认为，目前舞蹈表演中存在的问题来自专业能力训练中一些能力的缺失，因而针对

这些缺失，提出一些具体的训练方案和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舞蹈表演；舞蹈训练；基本能力；心智能力；演前准备



舞 乐 研 究

On Danc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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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乐 研 究
On Dance Music

乐舞之美，何以生辉

【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舞训练根据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不同的课程，但其精髓仍然离不开中国传统舞蹈美学

思想的指导。在普通课程设置上，一般是将基训和身韵分开的，但是在风格和元素方面，两者却是紧密联系

并有交集的，它们共同追求“精、气、神”的充沛的表现。在教学中将古典舞的典型动作与身韵元素相结合，

大大提高了基训课中舞姿美感、韵味和难度的训练，使学生可以更全面地发展。舞蹈训练的伴奏既是为舞蹈

服务的，亦应成为舞蹈的有机组成部分。舞蹈训练伴奏的音乐以优美、动听的旋律和节奏，使整个舞蹈训练

组合富有民族舞蹈艺术的美感。本文从审美心理学角度对古典舞基训伴奏音乐的创编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古典舞基本功训练；身韵；音乐伴奏；舞蹈美学；审美心理

—中国新古典舞训练音乐创编探讨

吕　琳



舞 乐 研 究

On Danc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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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音乐散播亲情、乡情、爱情

【内容摘要】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 · 舞蹈诗评奖”获奖作品《仓央嘉措》，是一部具有冲击力

的舞剧作品。该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一位距今三百多年的活佛、民歌诗人—仓央嘉措的传奇。舞剧《仓

央嘉措》的音乐创作同样表现出创作者认真的艺术态度和作品精湛的艺术价值。笔者在对舞剧音乐进行

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对于“亲情之爱”的渲染、对于“乡情之爱”的贯穿、对于“爱情之爱”的升

华，以及基于“藏族音乐”传统之上的继承与创新，是这部舞剧音乐的特点。舞剧音乐创作的成功毋庸置

疑地为舞剧艺术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浅析舞剧《仓央嘉措》的音乐特色

陆佳敏

【关键词】 舞剧《仓央嘉措》；音乐特色；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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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评 析

Dance Critique

作 品 评 析
Dance Critique

编导个人视角下的经典阐释

【内容摘要】 本文以法国编导让—克里斯托弗 · 马约的舞剧《浮士德》以及中国编导王玫的舞剧《雷和雨》

为例，分析编导在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舞剧时个人意识的显现、对内容的解构与重构，以及形式的转化

与抽离，并分析编导在重读经典后贴近原著的精髓或是超越原著的编导个人态度，从而强调编导在运用文

学脚本作为舞剧内涵依托时应具有真正的精神自觉。

【关键词】 经典阐释；解构；重构；舞剧编创；《浮士德》；《雷和雨》

—以舞剧《浮士德》和《雷和雨》为例

岳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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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评 析

Dance Critique

科学方法与纯舞蹈创作

【内容摘要】 舞蹈最初产生的原因，是人们运用其他方式无法表达内心强烈的感受，而以人的身体作为

表现工具，借由舞蹈来抒发心中的情感与欲望。而比利时编舞家安妮 · 特雷莎 · 德 · 姬尔斯美嘉的作品

《鼓声》，以不同于传统的舞蹈编排方式运用了对位法、黄金分割等科学的方法编排舞蹈，挑战舞者的精

力、记忆力及耐力的极限，其舞蹈和动作并不强调情感，选用史蒂夫 · 赖克的极简音乐。感性的舞蹈遇上

理性的编导，科学理性在感性的舞蹈创作中运用，使《鼓声》成为一部很纯粹的舞蹈作品。

【关键词】 安妮 · 特雷莎 · 德 · 姬尔斯美嘉；对位法；黄金分割比例；极简音乐；《鼓声》；纯舞蹈

—A. T. D.姬尔斯美嘉舞蹈作品《鼓声》评析

陈乃绮



作 品 评 析

Dance Cr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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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形”：《共在》对梨园舞蹈形态的探索

佟佳家

【内容摘要】 舞蹈作品《共在》对梨园舞蹈形态的探究体现出运用传统乐舞形态和结构进行当代舞蹈作品

创作的实践与探索，也体现出编导从史论研究中获得认知、思考并试图将其学术成果运用到舞蹈编创实践

中的尝试与突破。该作品传递了当下古典舞领域实践者在把握传统“根性”的基础上对古典美学意蕴的

执着追求以及试图延续和发展中国古典审美内涵的意愿。本文从该作品所呈现出的重新“构形”梨园舞

蹈的理念出发，对该作品“构形”的身体动态基础、编创形式创新及梨园舞蹈的当代发展探索进行分析，以

期从个案中捕捉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在当代语境下获得新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 梨园舞蹈；构形；科步；舞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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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评 析

Dance Critique

论羌族肩铃舞的“结构式”创作

丁琦睿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羌族肩铃舞的由来及作品进行分析梳理，研究肩铃舞这一形式与羌族的传统舞蹈

“克西格拉”“萨朗”“巴绒”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肩铃舞是一种“结构式”创作的民间舞蹈作品这一结论。

【关键词】 羌族舞蹈；肩铃舞；结构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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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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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服 务
Public Service

建立“项目型舞蹈社群”的资源共享机制

颜　煌

【内容摘要】 本文根据当前中国舞蹈文化背景及市场观众培育发展趋势，提出建立“项目型舞蹈社群”

资源共享机制，以及舞蹈公共文化服务与治理优化的“三开放”（即“3O”）模型，即：开放接近（Open 
Access）、开放知识（Open Knowledg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并重的发展模型。目的在于拓展舞

蹈市场，通过项目型社群结构构建，可以提升民众的舞蹈参与度，从而影响舞蹈演出市场、培训市场等领

域，达到资源惠民共享的目的。本文通过对“项目型舞蹈社群”资源共享机制理论、典型案例、城市公共文

化观众拓展及惠民部落资源共建的研究，试图找到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群众舞蹈市场培育发展的整

体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 项目型舞蹈社群；资源共享机制；文化惠民；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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