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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里“瑞雪兆丰年”，接踵而至的都是好彩头：“五谷登丰收”“春

风迎新岁”“神州万象新”……那么，2018 年，中国及世界各地降下的初

雪，显然将带给我们的不啻是新年满满的福音。然而，大雪和暴雪亦导致

了交通停滞、建筑物坍塌、人员伤亡，以及有的地区农作物受损，于是，“瑞

雪”便被称作了“雪灾”。显然，大自然在赐予我们福音的同时，亦给人

类制造了麻烦；瑞雪在其纯净美丽的外表和温暖的羽翼下，却蕴藏着杀

伤和破坏的能量。

大自然“祸福相依”生动的现身，足以让当下处于科技高歌猛进社会

的人类牢记大自然运行不可违逆的规律，思考如何进一步理解宇宙本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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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万物间之阴阳辩证。而对于研究人类历史、信仰、世界观、情感、道德和

美感的人文学科的启示，则是明白坚守思想的辩证才能掌握探寻真相的法

宝。从而，我们对于人类文化艺术历史或现状的研究，无论是肯定，还是质

疑，或是否定之否定，都应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努力追求充满辩证的

“真”“实”之结论。

勿忘，大自然的警示……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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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论 坛

Doctoral Forum

追问古典：中国古典舞“名”“实”之辨

刘青弋 张 麟

【内容摘要】 本文为《春秋—追问古典系列之“中国古典舞‘名’‘实’之辨”》专题学术研究成果发布

会暨舞蹈晚会的理论阐释—以晚会主持人、博士生张麟对总策划和总编导刘青弋博士就中国古典舞的

话题进行现场访谈的形式发表的论文。刘青弋一方面从概念定义和逻辑思辨角度，阐述了对中国古典舞

“名”“实”的追问及其正名的观点；另一方面以创作实验的作品进行求“真”和证“伪”。她明确指出，

“中国古典舞为当代创造”是当代中国舞蹈建设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和观点，但并非是个正确的命题和结

论；其源起基于历史的原因，并在历史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但是，如今在其影响下的舞蹈大赛以及参赛

的舞蹈高校继续“张冠李戴”，将当代舞蹈编导个人的新作品冠以“古典舞”之名，取代一个民族千百年

来积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典范舞蹈代表作品，不仅使得中国古典舞蹈建设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

中国舞蹈的分类体系继续处于混乱之中，而且由于中国舞蹈文化建设的格局“以偏概全”，致使真正的古

典舞蹈文化建设缺位，并在世界文化对话中失语。因而，“‘中国古典舞为当代创造’论”应该终结。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非遗”；“名”与“实”；海外唐乐舞；古代舞谱；“中国古典舞为当代创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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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论 坛

Doctoral Forum

中国古典舞“名”“实”之思

【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创时，具有一种国家意志的主导，文化古国再建新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古典舞蹈，这就是欧阳予倩那代人的初心。当时年轻的舞蹈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艰苦

的劳动，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创造。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能够获得世界上各种舞蹈

参照，因而更知道“中国古典舞”存在的独立价值，也更能看清楚它所存在的不足，或不合理之处。本文认

为：第一，讨论中国古典舞的两个维度：国家的高度和国际的广度；第二，中国古典舞的“名”与“实”要

一致，不仅要正名，还不能继续关门滥用；第三，中国古典舞建设要珍惜中国古代舞在世界上的遗存；第

四，不能把职业舞蹈家的创作随意称作“古典舞”，“仿古”就不是“古”，不要贩卖历史的谎言。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国家高度；国际广度；当代创造；“名”与“实”

—在“中国古典舞‘名’‘实’之辨”博士论坛上的发言

吕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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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论 坛

Doctoral Forum

舞蹈史论研究的时代递进

【内容摘要】 刘青弋教授关于追问古典系列之“中国古典舞的‘名’‘实’之辨”的研究成果，尖锐地指出

现今舞蹈院校和舞蹈大赛中被命名为“古典舞”的作品名不副实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对“中国古典舞”

现代创建的背景和价值以及中国古典舞“名”“实”之辨的由来与意义的思考。现在的“中国古典舞”是

在戏曲舞蹈基础上的创建，而重建古典舞则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需要我们有历史依据地去

探究发掘中国古典舞。这场思辨的目的在于重新思考如何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舞蹈。因此，弄

清什么是该保存的古典舞与什么是运用古典舞元素的新创作至关重要。该成果通过思辨和舞蹈创作实验

的实体展示的结合，为舞蹈学界重视发掘和保护中国古代的经典舞蹈提供了理论依据，体现了中国第二代

舞蹈史论研究者的历史担当和舞蹈史论研究的时代递进。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创建与重建；舞蹈史论研究；继承与发展；时代递进

—由“中国古典舞‘名’‘实’之辨”引起的思考

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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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研 究

Cultural Studies

从群女性到第四空间：
中国大妈们的广场舞演绎（下）

戴阿宝

【内容摘要】 在广场舞这一近十年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新兴的舞蹈形式中，中国大妈们当仁不让地充当

了主角，广场舞成为中国大妈们投身日常生活、改写城乡空间、展现自我生存样态的有效途径。广场舞的

出现使得中国大妈们成为重构社会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一种不容忽视的群体力量。本文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主要从中国大妈们的身份认定谈起，通过援引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模型以及福柯的个体治理的相关

理论，为中国大妈们寻找一种作为特殊社会群体的理论根据—中国大妈们正是在广场舞中凸显出脱离

个体而转向主体、脱离自我而转向社会的群女性形象。下篇从中国大妈们构建的空间意义进入，中国大妈

们与广场舞的结合某种意义上创构出第四空间美学。所谓第四空间美学是在性别交往、社会生产、家庭伦

理之外的一种全新的公共生存样态，同时通过将广场舞与广场、广场舞与交谊舞、广场舞与非舞蹈相联系

和比较，阐发出广场舞为中国大妈们带来的审美和生存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 广场舞；大妈们；群女性；第四空间；生存样态

文 化 研 究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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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顾 展 望

Review & Outlook

回 顾 展 望
Review & Outlook

六秩春秋，甲子风华

【内容摘要】 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舞蹈艺术专业刊物《舞蹈》在2018年迎来了创刊60周年。

60年中，《舞蹈》杂志虽经历了风风雨雨，数度改版，但其以文字记录舞史、捍卫舞蹈理论阵地的“初心”未

改，并在新时期愈发坚定。在喜迎其创刊60周年之际，《舞蹈》杂志将推出一系列60周年纪念活动，其中

一项便是邀请60年来的读者、作者、编辑等《舞蹈》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回顾与《舞蹈》杂志的过往。

本文集合了吕艺生、于平、朴永光、欧建平、刘青弋、江东、刘建、茅慧、张华、郑慧慧等《舞蹈》的老朋友，请

他们畅谈与《舞蹈》的故事以及对《舞蹈》的祝福。

【关键词】 《舞蹈》；60周年纪念

—纪念《舞蹈》创刊60周年

长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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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顾 展 望

Review & Outlook

我眼中的2017年中国舞蹈景观

朴永光

【内容摘要】 2017 年的中国舞蹈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果实。具体体现在各族传统舞蹈得到了有效保护

和传承；以各种方式开展的教学交流、学术研讨活动此起彼伏；民族舞蹈作品创作精品迭出、风格多

样；群众舞蹈活动生龙活虎；舞蹈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但在“非遗”保护、作品创作、舞蹈教育、学术

研究等诸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深究的问题。尽管如此，本文依然把 2017 年的中国舞

蹈实践评价为“百花盛开，争奇斗艳”。

【关键词】 中国舞蹈；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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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长 笔 会

Directors’ Discussion

新时代的舞蹈艺术新征程

【内容摘要】 四川省歌舞剧院成立于1953年，是四川省内第一批国办文艺院团，具有鲜明的中国西部地域

特色与民族特色，2009年被确定为全省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10年转企改制为四川省歌舞

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进入新时代，该院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企业的形式继续着舞蹈艺术创新之路，在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推动巴蜀文艺进步发

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开始探索国有文艺院团的市场化发展路径，以精品打造带动院团

发展，注重人才培养与后备资源储备，着力培育演出市场、观众市场，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关键词】 改革创新；艺术精品；市场化路径

—在改革中开辟院团生存发展之路

杨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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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长 笔 会

Directors’ Discussion

新机遇的挑战 新时代的传承

【内容摘要】 优秀后备人才的培养对芭蕾舞团的事业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从培养目标的确定到培养方案的

实施，再到培养成果的检验以及探寻新阶段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本文围绕新时代下如何培养优秀

芭蕾后备人才的话题，结合当下芭蕾事业的人才需求和上海芭蕾舞团人才培养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后备人

才应以“拔尖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思路，阐述了在艺术合作、舞台实践、知识结构建设等过程中如何采取一

系列丰富多样的手段培养人才的举措，并强调人才培养对于传承与发展中国芭蕾的精神和事业、构筑中国

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芭蕾；人才培养；新时代使命；事业传承

—上海芭蕾舞团的人才梯队建设与优秀人才培养

辛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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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长 笔 会

Directors’ Discussion

紧贴时代脉搏 奋勇砥砺前行

【内容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第十次“文代会”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繁荣文化事

业的重要讲话，对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我们艺术工作者进一步指明了努力的方

向；同时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认为，今天，国家进入了新时代，舞

台艺术也绽放出新的生机，作为文化战线的生力军，国有艺术院团应紧贴时代脉搏，将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服务人民作为文艺与院团创作的导向；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作为文艺院团生产精品的准

绳；将健全动力机制、优化人员配置作为文艺院团发展的原生动力；将在传承中不断融合创新作为文艺院

团发展的脉络和方向；将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作为文艺院团的优势与职责；以更具创新意识的

文化自觉和对时代生活的深切体验，奋勇前进，砥砺前行，努力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

【关键词】 国有艺术院团；创新；发展

—浅谈国有文艺院团的创新与发展

杨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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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交 流
Cultural Exchange

高梓和张汇兰的“全人”身体教育

【内容摘要】 高梓和张汇兰是20世纪中国千万个体育教师的杰出代表。在体育课程中设置舞蹈内容，为

20世纪学校早期体育和舞蹈教育的基本模式，因此，中国现代学校舞蹈教育的启蒙者大多为体育教师。

作为留美归来的体育专业留学生，高梓和张汇兰在体育教育生涯中融会中西教育精华，贯穿“全人教育”

理念，视体育为“身体教育”“生活教育”或“生活礼仪教育”，因而重视舞蹈在体育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

从而为中国现代早期学校舞蹈教育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她们几近跨越整个20世纪的人

生与职业生涯的探索和实践，对于我们察看中国学校早期舞蹈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高梓；张汇兰；全人教育；身体教育；体育教育；舞蹈教育

—影响20世纪中国舞蹈的早期留学生研究系列之三

菁　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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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中坚力量的国有文艺院团，目前多由国有事业单位经历了转企改制的阵痛，转型为以

企业为主体，事业为补充，面向市场求生存的文化产业的生力军。然而，面临时代的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精

神需求，舞蹈艺术市场培育尚未成熟，以及网络、自媒体、影视等多媒体艺术的强势竞争等困难，都使得转制

后的国有文艺院团，尤其是舞蹈院团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如何寻求资源在挑战中获得机遇？如何

在困境中求生开辟发展之路？如何建设优秀人才的梯队获得持续发展？如何学会文化产业营销并建设起文

创产业链？如何增强自我生长的内驱力，提升创新能力，以优秀的文化艺术产品，获得市场和文化的双赢？

本刊设立《团长笔会》栏目，邀请有经验的优秀的院团长，根据所在院团建设的经验，来讨论当下舞蹈院团生

存与发展问题，为中国舞蹈的演艺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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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reation

舞蹈创作，精品为上

黄惠民

【内容摘要】 “鼓舞四方—2017优秀舞蹈创作作品一览”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

会联合主办的一场舞蹈演出专场。笔者从整台22个节目中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和探讨，强

调舞蹈创作应当关注舞蹈精品建设问题，并针对解决“舞蹈精品”缺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一，创

作者要有精品意识，即创造出人民大众喜爱的“真、善、美”的舞蹈形象。其二，注重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舞

蹈作品，而不是一味复古，编创与神话或古人生活相关的舞蹈作品。其三，舞蹈动作要追求创新、精湛，不要

模仿、克隆，要避免雷同化。其四，“深扎”，即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思想内涵的好作品。进而

强调，“精品”追求是使得舞蹈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保证，亦是人类舞蹈文化搭建金字塔的砖石和支撑点。

【关键词】 “鼓舞四方”；舞蹈创作；舞蹈精品

创 作 研 究
On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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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与流动，纠葛与残酷

【内容摘要】 2017年正逢法国雕塑大师奥古斯特 · 罗丹逝世100周年，俄罗斯芭蕾大师鲍里斯 · 艾夫曼

携力作《罗丹》登上了中国的舞台，以向罗丹致敬。这部心理芭蕾作品以19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雕塑家

罗丹的故事为创作原型，用心理芭蕾的手法描绘了罗丹与恋人克洛代尔充满纠葛的悲剧爱情。本文通过

将舞剧中出现的造型对照罗丹的雕塑作品进行分析，探究艾夫曼选取这些雕塑原型作为舞剧主要构成部

分的原因及用意，以及以爱情的矛盾冲突建构舞剧的戏剧性，并从中探寻石膏雕塑与肉体真身艺术表现

之间的有机联系。

【关键词】 艾夫曼；心理芭蕾；罗丹；雕塑

—谈艾夫曼心理芭蕾《罗丹》

肖梦雅



创 作 研 究

On Creation

84

中国民族民间舞素材在编舞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 本文针对在编舞中如何使用中国民族民间舞素材，如何提取素材、发展素材、合理运用素材等进

行了阐述，以寻找在编舞中使用中国民族民间舞素材的一些方法，并从运用素材的角度探求判断一个民族民

间舞作品的舞蹈语言是否符合民族风格、地域审美特征、民族文化心理以及作品本身追求的艺术意境等。

【关键词】 中国民族民间舞；编舞；素材；舞蹈作品

张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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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回路转 爱满人间

【内容摘要】 舞剧《长风啸》以流传民间的壁虎的故事为蓝本，借用神奇的“风”这一元素进行重新编码，以

“风”之舞语讲述“长风”历练成人的故事，凸显善行天下、大爱无形的主题。本文从故事情节、舞蹈叙事、舞

台形象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述，从而探索该舞剧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长风啸》；善行天下；大爱无形

—评舞剧《长风啸》

魏红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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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舞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受到的训练不仅仅塑造了

其执行动作的方式，更塑造了其大脑处理与动作相关

信息的方式。最近的研究表明，训练改变了舞者看待

动作的方式。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有力地推进了舞蹈研

究有助于知识习得和人类认知的进步这一观点，但目

前鲜有针对如何将这些成果应用在舞蹈中以进一步提

升训练的研究。本文旨在探讨近期与运动学习实践相

关的动作观察神经网络（AON）研究中的核心成果，

从而强调“观察”在舞蹈运动表现训练实践中的重要

作用。

动作观察神经网络：舞蹈的存在在本质上是用

以观察的。舞者和观众之间发生了交接：一方执行

动作，另一方观察，由此引入了行动和感知在同一框

架中呈现这一概念。此框架在 1996 年首次得到实验

证实：实验中，两只猴子在做出特定动作和观察实验

者做相同动作时，腹侧前运动皮层中的神经元排出。

多年来，运用各种技术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进行的研

究证实了当观察他人执行动作时，大脑将模拟表演该

动作。由此出现了“动作观察神经网络”（ AON）这

一概念。AON 是一个涵盖所有涉及视觉分析和运动

测序神经区域的网络，有效地统一了动作观察和动作
执行所涉及的过程。证据表明，AON 内的相互作用

不仅仅是以即时模仿为目的，它对身体和知觉经验的

持久性影响也很灵敏，为更高级别的心理功能（比如

观察性学习）提供了基础。因为舞者通常通过再现

他们观察到的动作进行学习，通过动作观察神经网络

进行的运动刺激对于舞蹈课程和受伤的舞者都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

关于将观察作为舞蹈训练实践的思考

［美］ 麦迪逊 · 麦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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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内容摘要】 本文以对在一系列国际芭蕾舞比赛中斩获金奖的尖子学生于航的培养过程为个案，对作者多年

的芭蕾舞教学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强调：因材施教、夯实基础是学生专业腾飞的基石；在基础能力和乐

感的训练以及身体局限的矫正方面的教之有方是使学生成长的根本保证；而舞蹈感觉和舞台意识以及从课

堂到舞台贯穿的培养，则是学生真正成为“会跳舞”的人才的关键。

【关键词】 芭蕾舞教学；因材施教；基础能力；音乐感觉；舞蹈感觉；舞台意识

—以于航成长为个案的芭蕾教学探索

林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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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舞蹈素质教育相关问题的反思

【内容摘要】 本文以对美国艺术教育观念的认识为出发点反观中国舞蹈的素质教育，在对后者重“做动作”

而非“如何动”、重“技巧”而非“技术”、重“形式”而非“表意”等现象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提出对美国艺术

教育在思维观念层面上所具备的明确认知与定位。同时，通过中、美两国舞蹈教育的两相比较，指出中国舞

蹈的素质教育乃至中国艺术教育不应仅停留在表面理念的学习、拼贴或模仿层面等，而要以体现既有职业化

学科构建思维及其学术理念支撑作为具体行进方向。

【关键词】 艺术教育；美国艺术教育观念；舞蹈素质教育

—由中美艺术教育观念比较引发的思考

苏　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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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传统宫廷乐舞国际研究会”
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

由中国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研究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韩国呈才研究会、日本东京三田雅乐研究
会、刘青弋当代舞蹈研究工作室联合动议，“东亚传统宫廷乐舞国际研究会”于2017年11月在上海戏剧学院

召开成立会议。

与会专家认为：东亚五国在历史文化方面同属于一个文化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彼此之间“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宫廷乐舞文化方面更是有着共同的交流历史。中国古代宫廷建立了丰富多彩的乐

舞文化，并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宫廷乐舞文化的创建与发展。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宫廷
乐舞逐渐消失。然而，从隋唐时期传到日本多达两百多部的中国唐乐至今还有数十部保存在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