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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作为一种创新视角和理念，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形势下，

为应对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策略。正如习近平所说，国

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

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人类只有一

个地球。显然，这一创新视角和理念不仅对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

外交、民生等问题的解决行之有效，对于舞蹈文化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的

解决也行之有效。由于全世界的舞者亦生活在当下同一个世界，因而都不

得不共同面对人类的身体和灵魂健康发展的种种问题。

尽管“全球化”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然而，即使在马云

所说的“马可·波罗从欧洲来到中国花8年时间，再用8年时间从中国返回

欧洲”的时代，国与国之间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彼此间的交流、学习、合

作也持续不断，因而由政治、贸易、文化交往而形成了“国际化”的概念。

而由中国开辟的“丝绸之路”更是一个典范。国与国的通商与文化交流频

繁，以至于当今世界不少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间存在诸多“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情况。

世界舞蹈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不外于此。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曾经

促使欧洲共同的古典舞蹈生成：芭蕾舞萌生于意大利，成熟于法国，鼎盛

于俄国，渐行于欧美，而在当代，则风靡于世界各国。芭蕾舞不仅是欧洲亦

是世界舞蹈的共同财富和艺术明珠。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也使得亚洲的古

典舞蹈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唐代宫廷乐舞中就有来自印度、越

南、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半岛等诸多不同国家或地域的乐舞。而日本、韩

国、越南等国则将中国的唐宋宫廷乐舞学演、传承至今，并在其深刻影响之

下，创造了本土的宫廷乐舞和古典乐舞，作为亚洲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财富，业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舞蹈艺术“国际化”汹涌的浪潮在近现代伴随着救国救亡者求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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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传教士布道的“福音”、侵略者的铁蹄及殖民者的文化的输入纷沓而

至。各种流行歌舞挟裹着异国文化如洪水般涌入殖民地，改变着殖民地的

舞蹈文化发展的方向，亦反向影响、改变着宗主国自身的文化发展方向。

而20世纪以来，东西方现代舞蹈大师们的艺术创新和文化转型无一不得

益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汇。

全球化的大潮和科技革命，更是让世界各国间距离缩短，世界成为一

个“地球村”。而今，在互联网时代—从欧洲“8秒钟都能抵达中国几亿

次”（马云语）的时代，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汇更是势不可挡！“开放”“交

流”“同心”“合作”“共赢”“尊重”“理解”“独立”“多样”“创新”等等，都

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也将是我们生存策略中的关键词。

作为置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粒微小分子，《当代舞蹈艺术

研究》用中英双语的创刊以对应这个日益扩大的全球化趋势，追求“一种

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除了组织并推介报道诸如

“2017·国际舞蹈日庆典‘我们一起舞’”“国际舞蹈论坛：全球化时代舞

蹈多样性发展”等多种国际活动专题、双语连载美国《国家核心艺术标准》

的全文、推荐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等，今后我们将

进一步打开刊物的国际化视野，继续“以当代的视野审视舞蹈，以舞蹈的

身体认知世界”。

而今，在本刊创刊两周年之际推出的“东亚论坛”系列，探究这一历史

上大多处于“海上丝路”东海航线之上的国家间历史上的乐舞文化交流、

融合及本土建设和发展，对于这一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联系紧密的区域

诸国联袂追溯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加强传统文化保护，实现文化创

新，共建区域文化，推进区域与世界和平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或许，这

也是舞蹈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又一次积极的践行。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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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一）
East Asia Forum (I)

仪轨和图屏的呈才

【内容摘要】 朝鲜王朝十分重视反映儒家礼乐思想的五礼（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仪轨是整理有

关王室和国家践行礼仪的始末以便日后作为实用规范而编纂的文献。韩国仪轨作为记录文化的精髓已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宫廷仪礼记作仪轨的同时一般也会制作成图屏。图屏由于使用了

天然色绘制而成，弥补了仪轨只能记录黑白资料的不足。仪轨和图屏既是展现朝鲜时代宫廷文化的韵味

与绚丽的文字资料，也是画作。笔者欲根据仪轨来研究当时的公演文化。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孝明世子创

作的唐乐呈才和乡乐呈才盛行，因此也将考察影响其创作的中国文献的内容。

【关键词】 丁亥《进馔仪轨》；“丁亥进馔图屏”；唐乐呈才；乡乐呈才

—以丁亥《进馔仪轨》为例

［韩］  金英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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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一）

East Asia Forum (I)

【内容摘要】 韩国古乐器的分类、特征和用处等根据时代的不同，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本文仅以《高

丽史·乐志》和《乐学轨范》中所记载的唐乐器为例，考察韩国古乐器的变迁、特征、用处及其他内容。

这两本书虽然没有提到古代到近代间中日韩在歌舞乐上的交流，但它们一本是史记，另一本是历史十

分悠久的音乐学术书籍，可以说这些记录的历史价值以及音乐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 唐乐器；《高丽史· 乐志》；《乐学轨范》

韩国唐乐器概述
—以《高丽史· 乐志》和《乐学轨范》为例

［韩］  朴一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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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一）

East Asia Forum (I)

【内容摘要】 《莲花台》自中国宋朝传入高丽，与《献仙桃》《寿延长》《五羊仙》《抛球乐》等一同流传至

今，是历史最悠久的宫廷舞蹈（呈才）之一。根据《高丽史·乐志》的记载，“《莲花台》本出于拓跋魏”，

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莲花台》本为一种起源于《柘枝舞》的舞蹈，《柘枝舞》来自西域的石国，石国又

名“柘枝”。《莲花台》是《柘枝舞》的异称，传自《柘枝舞》的一部分。正是高丽时期传入韩国的这些

唐乐呈才反映了宋代乐舞的一部分特点，特别是《莲花台》和唐宋盛行的《柘枝舞》具有密切相关性。

但是目前从舞蹈史层面对其进行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本文首先将分析《柘枝舞》的几个起源传

说，探究唐宋《柘枝舞》和高丽《莲花台》的历史相关关系。此外，还将围绕结构形式、服饰、音乐、《柘

枝舞》的变迁过程等进行分析，重新审视唐乐呈才《莲花台》和中国《柘枝舞》的关系，进一步思考曾

经往来密切的高丽和宋朝在乐舞上的关系。

【关键词】 唐乐呈才《莲花台》；中国《柘枝舞》

［韩］  沈淑庆

韩国唐乐呈才《莲花台》与
中国《柘枝舞》的相关性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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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中国古舞文化钩沉

【内容摘要】 若要对中国古代舞蹈史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以文物为鉴的立场，深入

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物宝库中去搜寻、去分析、去鉴证一切与“舞蹈学”有关的器物，以此确认古代舞蹈在不

同时期中的种类、形态特点及流变。而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时期文物所体现的二维舞蹈形象基础上，搭建

能呈现该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的三维以至多维空间，在归纳出的关键性文化背景下讨论和研究同时期有

关舞蹈的方方面面，使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成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有机整体，而彻底摈弃一些脱离

史实根据的臆断。本文以中国舞蹈文化发展的历史为脉络，以考古界所发现和出土的汉代文物为依据，探

讨在“舞蹈文化”视野下，通过不同类别文物所富有的社会与文化内涵探讨舞蹈的由来、发展及其所具有

的风格和审美特征的必然性。

【关键词】 中国古舞；历史文化；岭南文物；汉代乐舞百戏

—岭南文物上的汉代乐舞百戏

巫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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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笔者随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南疆“非遗”舞蹈传承现状学术考察团奔赴南疆地区

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考察团旨在考察南疆地区“非遗”传统舞蹈文化的发展现状，以更多地了解、

掌握中国的“非遗”舞蹈文化样态，逐步建立起“非遗”舞蹈数据资料库。本文以笔者对南疆几个地区

的民间传统舞蹈和舞台民族风格舞蹈的考察为基础，以舞蹈生态环境、文化形态为切入点，分析两者间

的审美差异，进而探究“非遗”舞蹈传承路径问题及相应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民间传统舞蹈；民族风格舞蹈；生态系统；文化形态；审美差异

审美差异下的民间传统舞蹈与
舞台民族风格舞蹈

—南疆“非遗”舞蹈传承现状考察的思考

张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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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

Creation Studies

创作研究
Creation Studies

关于当代中国新十大少数民族舞剧述评

【内容摘要】 中国民族舞剧本体的叙事语言，主要是当代中国在戏曲舞蹈和中华武术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中国古典舞”；这类舞剧在涉及区域性或少数民族题材时，必然会取用区域性的民俗舞以及相应少数民

族的舞蹈来营造演述语境，并进一步强化其形象风貌和性格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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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于当代中国十大少数民族舞剧述评》的姊妹

篇，除了重拾上一篇未曾涉及的“遗珠”之外，更重要的是探寻民族舞剧叙事语言更为丰富的形态构成，从

而进一步促使我们去反思民族舞剧叙事语言的建构机制。

【关键词】 当代中国民族舞剧；《虎头峰的传说》；《灯花》；《咪依鲁》；《东归的大雁》；《土里巴人》；《长白

情》；《红河谷》；《黄道婆》；《月上贺兰》；《诺玛阿美》

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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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对于问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的 6部群舞，笔者从女群舞、男

群舞、男女群舞3个维度进行解读，从而得出结论：女群舞《长长的辫子》问鼎说明对手仍然“病重”；

男群舞《生在火塘边》问鼎在于理念先行；《爷爷们》问鼎彰显“人工智能”；男女群舞《银塑》问鼎是

对工匠精神的肯定；《长鼓行》问鼎是被蜡烛精神所感动；《阿嘎人》问鼎在于返璞归真。

【关键词】 人工智能；工匠精神；蜡烛精神；理念先行；中国舞蹈

关于问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民族民间舞评奖”群舞的解读

冯百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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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形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两代的莆仙戏迄今仍保留了许多宋元南戏的传统剧目和艺术元

素，故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并于2006年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莆仙戏旦角

的舞蹈和动作语言是莆仙戏艺术语言和表演系统中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其与中国其他戏种的旦角动作

相比，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显现了古老传统的深厚价值。本文从莆仙戏旦角动作语言的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和文化价值三个方面进行探析，旨在强调重拾莆仙戏旦角动作语言的重要性，并为这一古老艺术

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资源能够在当代中国民族舞蹈建设中得到有效的借鉴和利用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

考。

【关键词】 莆仙戏；旦角；动作语言；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

重拾莆仙戏旦角动作语言的价值
林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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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　训练　教育　创新

【内容摘要】 现任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戏剧与舞蹈系主任、终身教授、编舞家、舞蹈教育家殷梅第三次成

功入选“美国国家舞蹈项目”。以此为契机，笔者就其在创作、训练和教育等方面的创新观念进行了一次

访谈。

【关键词】 殷梅；创作观；训练观；教育观

—访美国舞蹈家殷梅

兰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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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心流理论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心流所强调的行云流水的心理体验与“中国古

典舞”的美学追求和训练目的相一致，由此引发了笔者关于心流与“中国古典舞”训练之间密切关系

的思考。本文从心流角度研究“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旨在挖掘舞蹈心理学在舞蹈教学实践方面

的应用价值，为“中国古典舞”研究提供新视角，增强舞蹈训练的科学性。

【关键词】 心流；注意力；“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

心流理论与“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
吴思思



本期特栏

Special Column

114

本期特栏
Special Column

用舞蹈讲述中国故事：

【内容摘要】 “为生命而舞—首届中国舞蹈艺术大展”于2018年9月13日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开幕。本次

大展由国家大剧院、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魏公村舞蹈产业联盟联合主办，是一次科技与舞蹈艺术

融合创新，时尚与文化互动体验的数字多媒体沉浸式舞蹈艺术主题展。本文将从大展策展角度入手，介绍

展览内各板块主题与内容，突出本次展览的精彩亮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数字活化”与策

划准备，并通过对为期33天的展览的观察分析本次大展所营造的社会效应及在推动中国舞蹈事业发展方

面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首届中国舞蹈艺术大展；融合创新；数字多媒体沉浸式；文化自信；中国故事

“为生命而舞——首届中国舞蹈艺术大展”综述

郭  炜　王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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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8年10月25日，在上海艺术节· 青年艺术创想周· 舞蹈创想周期间，“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的唐乐舞与中国古典舞国际研讨会暨东亚传统宫廷乐舞国际研究会（ IIEATCD）2018年会”在上

海戏剧学院召开。来自东亚各国的传统乐舞研究领域的学者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唐乐舞与中

国古典舞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东亚传统宫廷乐舞国际研究会2018年年会通过

了《东亚传统宫廷乐舞国际研究会章程》，讨论了研究会未来发展及主要工作和任务，完善了东亚传统

宫廷乐舞国际研究会的领导机构，选举表决通过了领导机构的成员名单。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乐舞；东亚传统宫廷乐舞国际研究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唐乐舞与中国古典舞
国际研讨会暨东亚传统宫廷乐舞国际研究
会（IIEATCD）2018年会”在沪召开

菁  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