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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国际舞蹈日牶 舞蹈———变革的律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ｎｃｅ Ｄａｙ ２０２４牶 Ｄａｎｃｅ — Ａ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聚焦全球变革　 探索未来舞蹈学
———２０２４国际舞蹈日系列活动综述

高 　 雅

【内容摘要】由上海戏剧学院主办、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和《当代舞蹈艺术研究（中英文）》编辑部承办

的 ２０２４ 国际舞蹈日系列活动于 ４ 月 ２３—３０ 日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此次系列活动以“舞蹈：变革的律

动”为主题，分设工作坊和学术论坛两个板块，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教育者和艺术家共同探讨在

时代变革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舞蹈在媒介、身份、表演、创作、教育、传

播等方面的新路径，并在上海戏剧学院“未来戏剧学”学科总体发展的前沿思路下，明晰“未来舞蹈学”的

建构方向。学术论坛通过中英双语、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专家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在沟通

中凝聚共识，凸显协作性、创造力。通过自由开放的交流态度，此次活动不仅为舞蹈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全

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更在宏观层面上推动了舞蹈艺术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战略转型。

【关键词】未来舞蹈学；本体；媒介；舞蹈教育；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Ｊ７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０８４（２０２４）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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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雅，女，博士，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舞蹈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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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复古再造”与“西洋跳舞”： 论梅兰芳
《天女散花》的舞蹈创造

张婷婷 　 杨 　 茗

【内容摘要】古装新戏《天女散花》是梅兰芳创新之作，其结合中国古典艺术与现代戏剧理念，通过绸带舞

与昆曲、京剧的融合，展现天女散花的优雅与飘逸。该作品强调歌舞并重，以舞蹈元素的强化提升戏曲观

赏性，同时引发对叙事性减弱的批评。梅兰芳在创作中借鉴古代绘画、昆曲等传统艺术，同时采用现代舞

台技术（如五色电光），使作品具有现代感和世界性。创新的表演形式与国际戏剧潮流相呼应，推动了中

国戏曲艺术的国际传播。尽管受到传统派和现实主义文人的批评，《天女散花》仍被视为梅兰芳艺术生涯

中的里程碑，对京剧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梅兰芳；《天女散花》；歌舞戏；“滑头戏”；“西洋跳舞”

【中图分类号】Ｊ７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０８４（２０２４）０２ ００１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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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婷婷，女，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戏曲历史与理论。杨茗，女，上海大

学上海电影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戏曲历史与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２３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梅兰芳舞台剧目编演及在新时期的传承发展研究”（项目批准

号：２３ＢＢ０３０）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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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方法的身段： 从昆剧身段谱看
《牡丹亭·寻梦》的文舞相合与演出流变

张 　 聪

【内容摘要】《牡丹亭·寻梦》身段谱的文本形态较“案头本”“台本”出现了变化，它是由文人文词与伶人

身段相组合而成的新文本形态。由于阶层差异，伶人以身段为文人曲词作注解时，一方面使曲词与身段呈

现出“文舞相合”的多种类型组合，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和谐性。虽然身段谱逐步将表演身段固定成为范

式，但在当今舞台的演出中，它既表现出历史传承的稳定也表现出革新，显现出经典的流动性。随着时代

审美变迁，张继青剔除了男旦表演的时代烙印，张洵澎则尊重当今观众审美并汲取舞蹈艺术，形成了热烈

激情的风格。她们都推动《牡丹亭·寻梦》走上了“新雅化”的道路。

【关键词】《牡丹亭·寻梦》；昆剧身段谱；文舞相合；新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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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身段： 从昆剧身段谱看《牡丹亭·寻梦》的文舞相合与演出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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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聪，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论、戏曲表演。

【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２１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戏曲舞台影像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２１ＡＺＤ１３６）阶

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当代舞蹈艺术研究
!"!# !" $ #" ! $

　 　 昆剧“刺旦”的身段与神韵
———以《刺虎》《刺梁》为例

李 　 阳

【内容摘要】“刺旦”系昆剧旦行的一支，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家门，其表演难度极高，身段细腻繁复，具有独

特的观赏及艺术价值。“刺旦”举手投足之间张弛有度，起止顿断鲜明，时而娇柔妩媚、时而矫健迅猛，柔

中寓刚、文戏武唱。“刺旦”的核心动作不仅具有典型性与规范性，且随着时代、空间、主演的变化，处于不

断地“化”与“变”的过程中。其“离形得似”的身段语汇，不滞于物、不拘于形，达到了“形”与“神”的统一、

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的统一。

【关键词】“刺旦”；《刺虎》；《刺梁》；身段；《审音鉴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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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旦”系昆剧旦行的一支，是一个较为特殊

的家门，因表演“刺杀”情节而得名。“刺旦”主要

扮演复仇的女刺客，因“刺”与“四”谐音，故在昆剧

中，“刺旦”又称“四旦”，并有“三刺三杀”（即《铁

冠图·刺虎》《一捧雪·刺汤》《渔家乐·刺梁》

《义侠记·杀嫂》《翠屏山·杀山》《水浒记·杀

２３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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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阳，女，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戏曲艺术、地方戏曲

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审音鉴古录》研究”（项目批准号：２０ＢＺＷ１１１）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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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作 研 究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深植民族根性： 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的
集体意识与个体思维

高 　 度

【内容摘要】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是在集体意识和个体思维的二元互动中建构的，由此文章提出了“多元

共济”的观念。一方面，创作应秉持着共识性的集体意识，面向传统，构建国家和民族主导下的集体审美意

识，即在对传统舞蹈形式的继承和文化根性的坚守中确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身份认同；另一

方面，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应体现个体思维，突破传统舞蹈形式的程式化，运用“动作分析”等现代观念和

技术技法将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情感熔铸其中，以一种开放性的心态和创造性的精神给予舞台创作更广阔

的空间。在“多元共济”的观念引领之下，推动集体意识和个体思维的交融互洽、交会联结，实现中国民族

民间舞创作基于民族文化自信的艺术表达。

【关键词】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集体意识；个体思维；多元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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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２４

【作者简介】高度，教授，北京舞蹈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与创作。

【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２３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舞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

究”（项目批准号：２３ＺＤ１０）之子项目“中国舞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总论”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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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露舞蹈创作中的立体、抽象和无序空间构建
———兼议舞蹈空间构建的主体性

刘明明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分析田露创作的 ３ 部舞蹈作品———《红珊瑚》《长调》和《骏马图》，分别阐述了田露

在立体空间、抽象空间与无序空间方面的独特构建方式。这些方式打破了以往创作中常见的平面、具象和

有序空间构建，呈现出空间的开放性、多元性、矛盾性和复杂性，成为传递创作者思想、情感和审美的强大

媒介，也呈现出编导在舞蹈空间构建中的主体性本质。

【关键词】田露；舞蹈创作；空间构建；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Ｊ７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０８４（２０２４）０２ ００５３ １０

【ＤＯＩ】１０． ２００７０ ／ ｊ． ｃｎｋｉ． ｃｄｒ． ２０２４． ０２． ００６

【Ｔｉｔｌ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ａｎ Ｌｕｓ Ｄａｎｃ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ｎｃｅ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ｉａｎ Ｌｕ—Ｒｅｄ Ｃｏｒａｌ，Ｌｏｎｇ Ｔｕｎｅ，ａｎｄ Ｓｔａｌｌｉｏｎ

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ｉａｎ Ｌｕ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ｓｐａｃｅ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ｂｒｅａｋ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ｌａ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ｙ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ｍｅｄｉａ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ａｎｃｅ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ｉａｎ Ｌｕ，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田露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著名编导，其创作一

直备受关注，并引发了业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舞种风格的思考。本文认为，就田露的舞蹈

空间构建研究而言，尽管以往的研究触及她在创作

中的空间意识，如“和观众的审美直观与折射创生

出了想象空间”①“就仿佛双方隔了一层弹指即破

的纱幕般，看得明白但还留有不小的遐想空间”②

等分析使用了“空间”一词，但更多的是感性的心

理想象的描述，而非物理性、艺术性乃至观念性的

空间分析。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缺乏‘批判性

３５

田露舞蹈创作中的立体、抽象和无序空间构建
52%$$>'3$"6'("&)， 0@6#%&+# &"> *'6(%>$%$> =9&+$ E("6#%<+#'(" '" 5'&" G<6 *&"+$ E%$&#'("

①

②

【作者简介】刘明明，女，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部（学科办）干事，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舞蹈学基础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舞蹈学院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基于学科视角下的传统舞种创作形态研究”（项目编号：ＰＸＭ２０２１＿

０１４２１９＿ ００００１３ ／ ００３）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金浩 ． 田露：摹象舞蹈的编创高手：兼谈新作《骏马图》的审美镜鉴［Ｊ］． 舞蹈，２０２３（３）：３３．

欧阳吉芮 ． 浅析田露作品《槐》中的编、导与演［Ｊ］．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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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文 化 研 究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东方性”的二重建构： 跨文化语境下丹尼斯
肖恩舞团对中国意象的文化挪用

高 　 洋

【内容摘要】丹尼斯 肖恩舞团在亚洲巡演之旅中，对中国意象的文化挪用（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凸显了

跨文化交流中“东方性”的二重建构现象。无论这些文化意象是在一种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语境相隔绝

的“孤岛”环境下遭遇了宗教美学化的转喻，还是被认为体现了一种“复古”的舞蹈“中国性”，它们所表征

的中国“民族性”都是被“非历史”地生成与呈现出来的。而丹尼斯 肖恩舞团摄取这些文化意象的舞蹈实

践，则构成了对这种中国“民族性”的进一步东方主义式的文化想象与处理。这种文化挪用特征在 ２０ 世纪

早期西强东弱的世界秩序图景中昭示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它为跨文化交流场域中西方代

替东方自身表象东方的不平衡权力关系提供了历史的注脚。

【关键词】丹尼斯 肖恩舞团；中国意象；梅兰芳；《霸王别姬》；文化挪用

【中图分类号】Ｊ７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０８４（２０２４）０２ ００６７ １３

【ＤＯＩ】１０． ２００７０ ／ ｊ． ｃｎｋｉ． ｃｄｒ． ２０２４． ０２． ００７

【Ｔｉｔｌｅ】Ａ Ｄ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ｎｅｓｓ”：Ｔｈｅ Ｄｅｎｉｓｈａｗｎ Ｄａｎｃｅｒ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ｕｔｈｏｒ】Ｇａｏ 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ｎｉｓｈａｗｎ Ｄａｎｃｅｒ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Ａｓｉａｎ ｔｏｕｒ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ｅｔｏｎｙｍｙ ｉｎ ａｎ

７６

【作者简介】高洋，博士，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东西方戏剧比较研究、跨文化舞台艺术研究。



当代舞蹈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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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Ｂｏｄｙｂａｓｅｄ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ｉｅ Ｊｉｎｇ　 ［ＵＫ］Ａｎｄｙ Ａ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ｅｍｂｏ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Ｋａｒｅｎ Ｂａｒａｄ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ｉｃ 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ｓ

ａ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ｅｒｍｅｄ Ｂｏｄｙｂａｓｅｄ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ｂ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 ＴＡＯ 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ａｒｔｉｓｔ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ｉｃ 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ｂｉｎａ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ｂｏ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ｔａｐｐ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 ａ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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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成为“根茎”：中国当代舞蹈作为一种基于身体的衍射学习体验

【作者】揭婧 　 ［英］安迪·艾希
【内容摘要】本研究探讨了中国当代舞蹈在弥合中国观众与身体教育之间的鸿沟方面的教育潜力。借鉴

学术界对当代舞蹈定义的讨论，本研究首先强调当代舞蹈的特征可以被视为在特定时空语境中体现根茎

性质的批判性实践。结合卡伦·巴拉德（Ｋａｒｅｎ Ｂａｒａｄ）的衍射概念，本研究进一步将“根茎”编舞诠释为通
过 “身体与意义的纠缠 ”产生新知识的非规范性方法，即 “基于身体的衍射学习”（Ｂｏｄｙｂａｓｅｄ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在第三部分中，本研究通过对陶身体舞蹈剧场和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家的相关作品进行语境分
析，具体说明了当代舞蹈如何作为身体参与的变革媒介，揭示了“根茎”舞蹈及其衍射学习的意义。当代

舞蹈超越了东西方、主流与另类等二元对立，既属于人类身体，也属于非人类身体。虽然公众参与的潜力

仍有待开发，但中国的当代舞蹈社区已成为重塑审美规范和促进民众身体认知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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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辛·希茨 约翰斯通的舞蹈现象学

石 　 可

【内容摘要】舞蹈理论家马克辛·希茨 约翰斯通开启了以现象学方法研究戏剧表演类艺术的学术道路。

它在传统形式主义文本批评、符号学的意义阐释、艺术家的感性描述之外，开辟了从观演两方的内部经验

出发而持续深入的学术路径，更好地结合了实践和理论。《舞蹈现象学》对运动感觉和本体感觉

（ｋｉ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ｒｉｏｃｅｐｔｉｏｎ）的论述不仅适用于舞蹈运动，对理解包括戏剧表演在内的任何运动都有

所启示。她的工作援引胡塞尔，更借鉴莫里斯·梅洛 庞蒂的方法，即现象学和经验研究之间相互启发

的策略，以对“动”的关切为核心思维，扩展到更广阔的包括伦理学和本体论的领域。她著述颇丰，学术

道路始于运动（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而终于动（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以舞蹈和表演中的运动为核心关切，以现象学方法

来阐明这种似乎与语言根本对立的具身经验，具有开创性和颠覆性。她将戏剧—舞蹈美学现象不断还

原为基本意识—身体范畴，成为戏剧现象学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而她从美学回归广义哲学的努力，

使表演哲学为传统哲学模式不足之处提供了新的理解途径，为艺术经验提供认知价值开创了新的学术

模式。

【关键词】马克辛·希茨 约翰斯通；舞蹈现象学；运动感觉；本体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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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 Ｋ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ｒｕｎｎ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ｄ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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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Ｓｈｅ ｈ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ａｎｃ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ｋｉ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ｒｉｏ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ｕｔ ｈ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ａｎｙ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ａ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ｘｉｎｅ Ｓｈｅｅｔｓ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Ｄａｎｃ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ｋｉ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ｐｒｏｐｒｉｏｃｅｐｔｉｏｎ

　 　 可以说，舞蹈似乎是最难且最不需要理论化的

艺术门类。与音乐类似，舞蹈似乎是一门基本上摆

脱狭义语言的纯艺术（ｆｉｎｅ ａｒｔ），是最为抽象化、面

对阐释—批评最具自律性的门类之一。相比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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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可，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戏剧美学、戏剧现象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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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班 研 究
Ｌａ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拉班“思想圆”的建构之术
———拉班动作理论研究方法之研究

辛 　 明

【内容摘要】１９２０ 年《舞者的世界》出版，标志着拉班动作理论被明确提出。其中，拉班确立自己的理论为

“思想圆”。以“思想圆”为理论蓝本，经过不断发展完善，“力效学说”“空间和谐理论”“拉班舞谱”“动作

分析理论”构成了拉班动作理论的主体内容。这些内容既各自独立又勾连互补，具有内容自洽性、结构系

统性、发展潜在性等特点。贯穿其中的便是拉班“思想圆”的建构之术———先锋、前沿的研究方法。文章

以拉班著述为主，综合拉班其他存世文献资料，以当代研究方法理论观照拉班动作理论文本，从方法论、研

究方式、具体研究方法等 ３ 个层次逐级分析拉班动作理论研究，并回归文本验证，以期呈现拉班动作研究

之“道”与“术”。

【关键词】拉班动作理论；实证主义；直觉主义；扎根理论；实践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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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辛明，博士，北京市民政教育管理学院社会工作师。主要研究方向：动作理论、艺术治疗、社区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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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作 手 记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ｓ

　 　 景颇族目瑙纵歌节日影像志《漫长的舞步》
创作手记

巴胜超 　 周晓雯

【内容摘要】作为景颇族之外的“他者”，我们执意把景颇族目瑙纵歌节日影像志《漫长的舞步》的制作过

程，类比为“盲人摸象”的过程。“盲人摸象”意指的基本观点为以下三点。第一，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影像

志制作者，在对异文化进行田野调查、描述、记录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陌生到熟悉、局部到整体的认

知过程，此过程与“盲人摸象”类似。第二，从绝对客观、真实、完整的角度看，无论我们的田野调查如何深

入、我们的影像民族志作品如何“深描”，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完整之结果，此结果与“盲人摸

象”类同。第三，从观众对《漫长的舞步》的视听体验来看，循着时间的线条，在时间的流动中，逐渐感知景

颇族的文化信息，直至完整认知景颇族目瑙纵歌，此过程也似“盲人摸象”。

【关键词】目瑙纵歌；节日影像志；《漫长的舞步》；创作手记

【中图分类号】Ｊ７２２． 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３０８４（２０２４）０２ ０１１８ １８

【ＤＯＩ】１０． ２００７０ ／ ｊ． ｃｎｋｉ． ｃｄｒ． ２０２４． ０２． ０１１

【Ｔｉｔｌ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ａ Ｖｉｄｅ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ｐ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ｕｎａｏ

Ｚｏｎｇｇ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ｓ】Ｂａ 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ｏ　 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ｐｏ ｐｅｏｐｌｅ，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８１１

【作者简介】巴胜超，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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