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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随忆而议： 舞蹈教育的学科建设
———写在北京舞蹈学院建校 ７０周年

吕艺生

【内容摘要】文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舞蹈专业与舞蹈教育的诞生与发展忆起，通过阐述北京舞蹈学

院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过程，探讨其客观规律与主观管理中的实践。文章采用随忆而议的方式，探讨舞蹈学

科从表演学科逐渐扩展到人文学科以及向边缘学科蔓延的过程，既有纵向发展的归纳原理，也有横向贯穿

的矩阵性交织；既包含客观需要与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包括主观层面对舞蹈自体的理性认识与系统管理能

力。舞蹈学科的发展由诸多因素构成，是动态性发展形态，并非长久不变的固化真理。学科既受环境条件

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受管理者的理论认知水平、管理智慧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新学科的出现，更受到管

理者的系统观、前瞻性的预测以及决策能力的影响。

【关键词】学科；大教育观；纵向性学科；横向性学科；边缘性学科

【中图分类号】Ｊ７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０８４（２０２４）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４

【ＤＯＩ】１０． ２００７０ ／ ｊ． ｃｎｋｉ． ｃｄｒ． ２０２４． 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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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作者简介】吕艺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学术委员会原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原常务委员。主要

研究方向：舞蹈基础理论、舞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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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彭松作为中国舞蹈家的历史贡献

刘青弋!

【内容摘要】走过中国百年历史的彭松先生，将许多亲历的历史记忆留在身后，让我们翻阅，感佩。作为中

国现、当代民族舞蹈建设的拓荒者，无论是在舞蹈表演和舞蹈创作领域还是在舞蹈教育和舞蹈研究的奠基

者的队伍中，都有他的身影和不可磨灭的功绩。文章不仅回望了彭松先生为人们所知或不知的历史，而且

展示了这些历史功绩背后彭松先生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精神。

【关键词】彭松；中国现当代舞蹈；舞蹈史学家；舞蹈教育家

【中图分类号】Ｊ７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０８４（２０２４）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８

【ＤＯＩ】１０． ２００７０ ／ ｊ． ｃｎｋｉ． ｃｄｒ． ２０２４． ０１． ００２

【Ｔｉｔｌｅ】Ｏｎ Ｐｅｎｇ Ｓｏｎｇ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ｎｃ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 Ｑｉｎｇ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ｒ． Ｐｅｎｇ Ｓｏｎｇ，ａ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ｔｏ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ａｓ ｌｅｆｔ ｍａｎｙ ｏｆ ｈ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ｌｏｏｋ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ｒｅ． Ａｓ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ｎｃｅｓ，ｈ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ｎｄｅｌｉ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ｎｃｅｓ，

ｂｏｔｈ ｉｎ ｄ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ｏｏｋｓ ｂａｃｋ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ｌｄ ａｎｄ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ｒ． Ｐｅｎｇ，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Ｍｒ． Ｐｅｎｇ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ｎｇ Ｓ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ｄａ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ｄ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常有人问：彭松，何方神圣？为何“中国舞蹈
终身成就奖”（２００９）第一批 ４ 人中他榜上有名？

为何“华鼎奖”的“人民最喜爱的老艺术家”称号

（２０１０）与他有缘？为何 ＣＣＴＶ《光荣绽放———十
大舞蹈家舞蹈晚会》（２０１６）他台上有影？而当笔
者报出一串彭松先生的履历：１９３８ 年黄埔军校毕
业；１９４０ 年考入中国第一所戏剧专科学校，并师从
吴晓邦先生学舞；１９４４ 年师从戴爱莲习舞，并先后
成为育才学校的教师、编导、舞蹈部主任；１９４６ 年
担任“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编导和编曲；１９４７ 年
参与创建上海私立中国乐舞学院；１９４８ 年担任华
北大学文工团一团舞蹈组组长；１９４９ 年参与创建

华北大学三部戏剧科舞蹈队；１９４９ 年担任新中国
第一部《人民胜利万岁》大歌舞的编导之一，参与

创建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１９５４ 年参与创建北京
舞蹈学校；１９５５ 年作为教师首次在中国舞蹈学校
开设“中国舞蹈史”课程；１９８８ 年成为北京舞蹈学
院也是中国舞蹈教育界第一位教授；等等，此时，问

者恍然大悟。长者说：“哦！原来赵郓哥就是彭

松……”幼者顿首，敬仰连声：“哇哦！小的有眼不

识泰山……”

走过中国百年历史的彭松先生，将许多亲历的

历史记忆留在身后，让我们翻阅、感佩。作为中国

现、当代民族舞蹈建设的拓荒者，无论是在舞蹈表

５１

论彭松作为中国舞蹈家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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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青弋，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戏剧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亚传统宫廷

乐舞国际研究会会长兼联合艺术总监。主要研究方向：舞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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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作 研 究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舞蹈题材的选择、辨析与立意

王 　 玫

【内容摘要】文章围绕舞蹈编创中的选材与立意问题，重点剖析编创者如何在借用他人作品作为素材时避

免被他人的认知框架束缚，同时构建自己独有的认识体系。间接选材指编创者从现成作品中选取素材，这

类素材带有原作者主观色彩。舞蹈编创在选择此类素材时，应意识到素材中包含的不仅有故事或形象，而

且有原作者的主观认识。因此，编创者应避免简单重复他人观点，而应形成独立视角与认识。文章探讨直

接立意在现代舞蹈中的表现及其潜在问题，认为直接立意虽源于编创者自身，但仍须追求立意的鲜明性和

价值性。通过对间接与直接立意的技术构成、问题分析及其解决策略的研究，旨在为编创者提供理论依据

和技术手段，促进其在创作实践中更有效地表达个人见解，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舞蹈编创；舞蹈选材；舞蹈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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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玫，女，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舞蹈编导实践与理论、舞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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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舞动充满活力的身体：梅里安·索托的模态实践

【作者】［美］梅里安·索托 　 袁暮雨

【内容摘要】文章探讨了梅里安·索托（Ｍｅｒｉｎ Ｓｏｔｏ）开创的模态实践（Ｍｏｄ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这一创新性的运动

方法论，并聚焦于该实践在培养艺术性、身体意识及个人成长方面的变革性力量。文中突出了诸如无评判

性和挑战模式边界等核心原则，并鼓励学生设计支持其学习目标的结构。文章强调通过探索运动来塑造

思想，并提供了在挑战性情境下进行实践的策略。最后，还强调了模态实践在释放艺术表达、增强自我意

识以及对个人及其舞蹈旅程产生积极影响方面的潜力。

【关键词】运动意识；即兴创作；运动中的意识；模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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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文 化 研 究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中国当代舞蹈的新美学

卿 　 青

【内容摘要】文章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出现的中国当代舞蹈为讨论对象，基于历史发生与当下创作分析

当代舞蹈在身体、剧场和观念等方面所呈现的新的美学特点，尤其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上的重要探索价值。通过对中国当代舞蹈的新美学的探讨，尝试说明这种新的舞蹈形式与当下时

代的紧密关联，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当代舞蹈；身体；剧场；观念；新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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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ｉｔ ｗｉｌ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ｒａ，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ｂｏｄｙ，ｔｈｅａｔ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ｎｅｗ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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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卿青，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批评理论与现当代舞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舞蹈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９ＺＤ１８）阶段性研

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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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和表现性理论

［美］柯蒂斯·Ｌ．卡特 　 撰 　 　 安 　 静 　 译!

【内容摘要】舞蹈和艺术的表现性理论存在着历史悠久的联系，往前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所建立的美学理

论，后则可及最新的现代舞蹈实验。今天的舞蹈家和理论家应该会坚持在两种表现性理论之间进行区分，一

种理论认为，舞蹈表现是由一种可以识别的情绪构成；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舞蹈表现纯粹由看上去具有表现

性特质的动作构成，或者由具有表现性句法特征的系列动作构成。在考察鲁道夫·阿恩海姆（Ｒｕｄｏｌｆ

Ａｒｎｈｅｉｍ）舞蹈表现理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舞蹈表现是通过一种繁复的形式结构来隐喻或者再现的。

【关键词】舞蹈；表现理论；鲁道夫·阿恩海姆；形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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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 ２００７０ ／ ｊ． ｃｎｋｉ． ｃｄｒ． ２０２４． ０１． ００６

【Ｔｉｔｌｅ】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ＵＳＡ］Ｃｕｒｔｉｓ Ｌ． Ｃａｒ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 Ａｎ 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 ｈａｖｅ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ａｎｃｅ．

Ｔｏｄａｙｓ ｄａｎ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ｓｉｓｔ ｏｎ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ｅ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ａ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ａ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ａｂｌ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ｏｏｄ；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ａ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ｔ ｎｏｔｉｏｎ，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ａｎｃ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ｐｕｒｅｌｙ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ｒ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Ｒｕｄｏｌｆ

Ａｒｎｈｅｉｍｓ ｖｉｅｗ ｏｎ ｄａｎｃ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ｄｅａ ａｂｏｕｔ ｄａｎｃｅ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ｓ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ｏｒ 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ｎｃ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Ｒｕｄｏｌｆ Ａｒｎｈｅｉｍ，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一、 舞蹈和艺术表现性理论的历史概述

舞蹈和艺术的表现性理论存在着历史悠久的联

系，往前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所建立的美学理论，

后则可及最新的现代舞蹈实验。在瓦迪斯瓦夫·塔

塔凯维奇（Ｗｌａｄｙｓｌａｗ Ｔａｔａｒｋｅａｖｉｔｃｈ）看来，模仿理论

的最早构想就是基于舞蹈而形成的，最早的模仿理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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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柯蒂斯·Ｌ． 卡特（Ｃｕｒｔｉｓ Ｌ． Ｃａｒｔｅｒ），美国马凯特大学（Ｍａｒｑｕｅｔ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哲学系唐纳德· Ｊ． 舒恩克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Ｓｃｈｕｅｎｋｅ）讲席教授，华盛顿地区莱斯·阿斯平政府研究中心（Ｌｅｓ Ａｓｐ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首席专家。曾任国

际美学协会和舞蹈学展望基金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艺术哲学、舞蹈美学与中国当代艺术。

【译者简介】安静，女，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美国马凯特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

方向：艺术哲学、艺术符号学、文艺美学。

 由于作者遗失注释，现有注释是译者在马凯特大学访学期间和作者沟通确认后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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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舞蹈工作室”的舞蹈剧场空间美学

丁 　 柳!

【内容摘要】北京的“生活舞蹈工作室”是中国最早的独立艺术团体之一，由舞蹈编导文慧和纪录片导演

吴文光创办于 １９９４ 年。在“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作品中，剧场不再作为演出唯一的物理空间，空间的内涵

和外延被不断地探索与发展。“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作品至今看来仍具有先锋性与实验性，在表演空间的

探索中为中国当代剧场艺术提供了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生活舞蹈工作室；舞蹈剧场；文慧；当代剧场艺术；空间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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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ｔｌｅ】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Ａｕｔｈｏｒ】Ｄｉｎｇ Ｌｉ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１９９４，Ｗｅｎ Ｈｕｉ，ａ 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Ｗｕ

Ｗｅｎｇｕａｎｇ，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ｒ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ｏ”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ｐ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ｖｉ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ｏ，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Ｗｅｎ Ｈｕｉ，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ｒｔｓ，ｓｐａｃ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１９９４ 年，舞蹈编导文慧和纪录片导演吴文光

在北京创办了独立艺术团体“生活舞蹈工作室”，

这是中国最早的独立艺术团体之一，在“生活舞蹈

工作室”的作品中，舞蹈、戏剧、声音、装置、影像并

置在舞台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而出现。２００５ 年，

他们在北京的五环外创立了艺术空间“草场地工

作站”，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创作者，共同讨论、交

流、创作、表演，在 ２０ 多年前为中国开辟了当代剧

场和舞蹈剧场的先河。

一、 从禁锢到自由的排演空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文慧在东方歌舞团担任舞蹈

编导。据她回忆，那时下午 ３ 点就下班了，其他人

都想着出去玩，而她却有一种懵懂的意识———想创

作自己的作品。可是当时的排练场地都归体制内

所有，个人能使用的可能性很小。东方歌舞团有好

几个排练厅，下班后都空着，但一般不让个人借用。

后来，她和煤矿歌舞团达成一个协议，以免费帮他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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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柳，女，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剧场艺术、舞蹈剧场。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晓庄学院校级科研高层次培育项目“后戏剧剧场的真实性研究”（项目批准号：２０２０ＮＸＹ１０）阶段性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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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之外： 舞剧《红色娘子军》之刀枪与身体

刘 　 柳

【内容摘要】相较文学、电影、京剧及话剧等形式的《红色娘子军》作品，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艺术上

的成就最为突出，且在后样板戏时代长演不衰。对此，那些囿于意识形态的文本阐释，便很难概括这部舞

剧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其所依托的本体论基础。从身体—器物—技术的本体论出发，文章着力突围意识形

态阐释中的单向化维度，透过三位主要演员的具身经历，以补充对这部舞剧艺术性的本体论理解。可以

说，从意识形态视角向技术本体视角的调转，利于我们从“刀枪—身体”这一生成的力量配置中，体认到身

体与器物互为共存的后人类意义。一方面，是探究如何在道具“刀枪”洗礼般的干涉中，激活了身体形变

与生成的潜能；另一方面，则是反思身体如何在与“刀枪”的互动交染中，成就了该舞剧的艺术形象和角色

魅力。

【关键词】《红色娘子军》；器物；身体；装配；形变；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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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柳，女，艺术人类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

方向：舞蹈人类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青年学术团队引领计划”项目（项目批准号：２０２３ＱＮＹＬ２６）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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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研 究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舞蹈美育的学理基础与近代实践
———“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当代审视

曾 　 婕

【内容摘要】“以美育代宗教说”是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有关教育救国论的重要主张，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最

重要的美育理论之一。一方面，蔡元培将“以美育代宗教说”放置于美学的哲学认知高度，并尝试对美育

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这对于我们当下认识和理解舞蹈美育问题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另

一方面，近代舞蹈美育实践与蔡元培美育理论构想的“落差”说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决定了“自上而下”的舞蹈美育建设无法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近代中国更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美育

启蒙。

【关键词】“以美育代宗教说”；舞蹈美育；近代

【中图分类号】Ｊ７０ 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０８４（２０２４）０１ ００９４ １１

【ＤＯＩ】１０． ２００７０ ／ ｊ． ｃｎｋｉ． ｃｄｒ． ２０２４． ０１． ００９

【Ｔｉｔｌ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ａｎｃ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Ｚｅｎｇ 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Ｃａｉ Ｙｕａｎｐｅｉ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ｉ Ｙｕａｎｐｅｉ 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ｔ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４９

【作者简介】曾婕，女，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主要研究方向：舞蹈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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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舞蹈跨学科主题学习： 内涵厘定、
价值意蕴与实践策略

李建洁!

【内容摘要】义务教育阶段的舞蹈跨学科主题学习是指围绕特定主题，将舞蹈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内容相

结合，或将其他学科知识融入舞蹈学科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其目的是促进学生在多元学习情境中进行知

识建构，从而实现艺术核心素养的提升。从国家层面来看，舞蹈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国家抓实五育融合工作

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推动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从学生层面而言，舞蹈跨学科主题学习不仅是

提升学生艺术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创新传统文化，增强对多元文化的认同

与包容。义务教育舞蹈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有效落实，需要实践者全方位的举措。一是需要实践者锚定靶

心，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二是需要实践者廓清方向，明晰跨学科的主题与任务；三是需要实践者统筹

设计，确定跨学科的形式与过程；四是需要实践者形成合力，整合教材与优质课程资源；五是需要实践者持

续完善，构建多元化评价反馈体系。

【关键词】义务教育；舞蹈跨学科主题学习；内涵；价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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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舞蹈跨学科主题学习： 内涵厘定、价值意蕴与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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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建洁，女，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成职科科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学

校课程与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一般资助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教材中创造性转化的路径探索”（项

目批准号：２００３０２８）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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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班 研 究
Ｌａ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第 ３３届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双年会会议综述

张素琴 　 宋卉婷 　 夏菲悦

【内容摘要】第 ３３ 届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双年会（Ｔｈｅ ３３ｒｄ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ａｂａｎ ／ Ｌａｂａ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２２ 日在韩国首尔世宗大学（Ｓｅｊ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举办。

会议包括开幕式（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ｅｓｓｉｏｎ）、开幕演出（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论文发布（Ｐａｐｅｒｓ）、互动讨论（Ｉｇｎｉｔｅ

Ｔａｌｋｓ）、小组研讨（Ｐａｎｅｌｓ）、工作坊（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和技术实践（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７ 个部分。来自世界各地

的舞蹈学者和艺术家聚焦于拉班舞谱（Ｋｉｎｅ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ａｂａｎ ／ Ｌａｂａ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及相关理论与应用，共同探讨了拉

班舞谱的历史与舞谱中的舞蹈历史研究、拉班舞谱和主题舞谱在舞蹈教育中的现状与应用、拉班舞谱和舞

蹈的重建与还原、计算机记谱与分析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关键词】第 ３３ 届国际拉班舞谱学会；舞蹈教育；拉班记谱法；主题舞谱写作；动作分析；作品重建；计算机

舞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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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咏春》创作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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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题　 材

舞剧《咏春》是一部委约作品。大约 ２０１９ 年

底，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人员找到我

们，希望我们为深圳歌剧舞剧院这样的新院团做一

部作品。对于我们而言，一部舞剧能够开始创作的

前提有两点：一是题材能引发我们的创作意愿；二

是舞团演员的素质良好，也有很好的管理水平。一

般这两方面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会承接委约并

开始创作。其中，我们对演员的整体状态还是有期

待的，因为最终要通过他们的二度创作来呈现作

品，如果演员实力不够，排练会无比困难。在看了

院团以及演员的实际情况后，我们决定开始创作。

２０２０ 年初，我们去了广东采风，在对当地文化做了

大量的调研和案头工作之后才进入实质性创作，因

此，作品筹备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选择“咏春”这

一题材，除了邀约之外，还有三点原因：一是因为

深圳作为开放的前沿城市的人文情怀；二是采风扩

展到大湾区后，地域文化、各方专家关于当地民俗

和历史等的讲解激发了我们的创作欲望，尤其是佛

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是我俩（责编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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