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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刊2018年第3期截稿的7月，世界上有诸多的大事发生。

战争仍然是盘旋在世界上空的阴云。例如，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内战使叙利亚成为中东最血腥的疆场。战争导致叙利

亚四五十万人丧生，五百多万叙利亚人的大逃亡形成巨大的难民潮，冲向

欧洲，从而引发了难民危机……而另一种战争—“贸易争端”亦愈演愈

烈。战争的一般定义为：“矛盾斗争表现的最高形式与暴力手段……由于

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军人，因此战争亦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

手段。战争是极端的行为，战争的产生是由主导者为了自己或者集团的利

益而发起的行为，这种获取利益的行为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https://

baike.baidu.com）“贸易争端”虽说不是武装斗争，但是，发起者仍然是政

治家，是其为了获取利益而采取的极端的政治与外交手段。

世界和平与人民的福祉面临严峻的挑战！

面临这样的挑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比赛本身，

“为祖国而战”的豪情激荡在每一位球员和球迷的心中，“为了世界和平”

的梦想随着色彩缤纷的旗帜飞扬。竞赛在全世界球迷的注视下，靠的是

球队球星们超人的力量、速度、耐力、毅力、体力、团结、智慧和实力，而拒

绝“阴”他人的犯规和不正当的手段。位居亚军的克罗地亚队让世界动

容—不仅是这支来自只有四百多万人口的国家的球队踢出了最精湛的

足球，而且是这支从战争伤痛中走出、在废墟上训练起来的球队燃烧着胜

利的渴望，并像奏响《克罗地亚狂想曲》的钢琴家马克西姆所说的那样：

家乡到处都是枪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滞不前—必须继续战斗下

去！世界杯让体育的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

世界杯赛事正酣，2018“舞蹈研究协会”（the Dance Studies Association, 

DSA）的国际会议亦在马耳他拉开帷幕。这次会议在一个特别的家园举

行带着某种深意—在二战中，马耳他经常遭到轰炸而被迫将地下墓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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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防空洞；而古代马耳他骑士建造的堡垒亦用来防御入侵者。最近，一

些堡垒已经从武装之地改为文化中心，防空洞也成为独特的表演场所。正

如此次会议主席、马耳他大学舞蹈研究学院的布兰登所说 ,“舞蹈与冲突”

的会议主题让舞蹈研究领域对于自身内部和跨学科展开审视，并对社会问

题和身体表现做出反应；通过准确地指出所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

的身体方式，认识到通过策略和身体冲击、理论探讨和头脑风暴，以及传播

意识，获得力量和凝聚力；舞蹈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为正在进行的、

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斗争做出贡献。

因此，舞蹈研究也是一种战斗，以具有消解破坏性“冲突”的力量和推

动创造性“冲突”的力量，应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发展要求的呼唤……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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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History Studies

在革命浪潮中盛开的茉莉花当代舞

【内容摘要】 突尼斯当代舞蹈，伴随着一场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勃然兴起，对于一个舞蹈艺术基础相对

薄弱、身体文化讳莫如深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给舞蹈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转变，

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民主和开放。我们从突尼斯的当代舞的勃兴中看到，社会为海，舞蹈为舟，

只有改变社会，舞蹈才能畅其中。

【关键词】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当代舞

—突尼斯当代舞蹈的勃兴

王红川

历史研究
History Studies

格鲁吉亚舞蹈

列万· 赫塔古里

【内容摘要】 

格鲁吉亚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介于东西方之间和亚欧之间，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区。因此，格鲁吉

亚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多种文化的融合、不同思想的碰撞，同时也保留了格鲁吉亚的民族传统。历史上

的格鲁吉亚（科尔赫提王国和伊比利亚半岛）是古希腊悲剧的场所的一部分，是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的

囚禁之地，以及美狄亚公主的祖国和阿尔戈英雄寻找金羊毛的国度。



非遗保护

Safeguarding Heritage

34

维吾尔喀群赛乃姆的传承与保护

曹晓康  依力哈木· 热依木

【内容摘要】 新疆莎车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较多，在乐舞方面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三类，

分别是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维吾尔喀群赛乃姆、乌孜别克艾希莱· 叶莱。其中，维吾尔喀群赛乃姆是维吾

尔十二木卡姆的一部分。莎车县为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喀群乡地处昆仑山脚下、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

因而喀群赛乃姆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交汇及碰撞中，其乐舞具有鲜明的兼容并包的多样性特点。由于喀群

赛乃姆是当地特有的传统乐舞艺术，因此，对其的传承与保护一直是莎车县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项重要的

文化建设工程，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亦面临不少困难和新的挑战。本文为本刊记者对新疆喀什莎车县

的“非遗”保护方面负责人曹晓康和依力哈木· 热依木的专访。

【关键词】 维吾尔喀群赛乃姆；技艺特点；保护；传承

非遗保护
Safeguarding Heritage



非遗保护

Safeguarding Heritage

38

【内容摘要】 目前，“非遗”传统舞蹈的保护工作已经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内容和工作重点，不少

院校都利用本地区的“非遗”舞蹈作为传统舞蹈教学的资源，形成有训练价值的课程，从而让舞蹈教学

充满了新意和特色。由于“非遗”传统舞蹈进课堂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各院校所采取的方法及其做法

各有不同，因此，交流经验、彼此沟通、互相学习，就成为这项工作得以继续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保障。

江东博士受本刊的委托，策划并组织了十所院校的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参与这一笔会，总结经验，以求

动员更多的人和行业积极地加入“非遗”舞蹈的保护与传承这一意义深远的工作中来。

【关键词】 “非遗”舞蹈；校园传承；课程建设

“非遗舞蹈进校园”的实践及经验
—关于“非遗舞蹈”在教育中利用的笔会

江  东  等



本期特栏

Special Column

54

【内容摘要】 舞蹈文化交流中的“翻译”绝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翻译，而是一种跨文化“翻译”—

深刻地存在于舞蹈动作与文字语言两个不同的层面。翻译学认为中文和英文最重要的区别是意合

（parataxis）与形合（hypotaxis），中文注重意义上的理解与连贯，英文注重语言形式上的逻辑与连接，

前者较感性而后者较理性。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和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但当代中国舞蹈创作

对情感与叙事的偏好，以及学界研究对概念与判断的关注，似乎并没有体现出这种区别。因此跨文化

“翻译”的实质在于共同探寻动作与语言背后的意义。在今天复杂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舞蹈的跨

文化交流必然面临着舞蹈观念、技术体系、美学取向等种种冲突与挑战。这是中国舞蹈当代跨文化交

流的某种困境，但也是突破前行的机遇。跨文化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认识到文化的多样与差异，更

在于跨越文化的障碍，在更高层面达成理解—其中的中国智慧万万不可忽视。

【关键词】 中国舞蹈；跨文化；翻译

跨文化“翻译”
—探寻动作和语言背后的意义

许  锐



本期特栏

Special Column

58

以“中国民间舞”为名义的个人创作

【内容摘要】 随着中外舞蹈艺术交流的频繁，“中国民族民间舞”自我依循的概念系统受到了挑战。为了

更有效地在“全球在地化”语境下进行文化交流，分别依据民族属性、历史时空和舞蹈主体为标准，对“民

族舞蹈”“传统舞蹈”和“民间舞蹈”的概念进行学术梳理是十分必要的，从中我们会发现，中国舞蹈界对

“民间舞”认识上的混溶状态。这说明，我们对“民间舞”的认识不仅与国际语境存在差异，也和中国其

他文艺分类，包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保护名录中的概念都有所不同。以中国“民间舞”为

名义的个人创作被称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它已经成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舞”，其中的“族群意识”和

“民族国家意识”此消彼伏。乡土民间舞人、“职业舞者”，以及兼有民间和国家干部身份的“二老艺人”

等三个不同社会层级的身份群体都在以当代中国“民间舞”的名义“跳”着舞，他们在不同的场域和交叉

场域中实现着自我认同，影响和被影响着，尽管他者认同的程度不同。

【关键词】 民间舞；民族舞；民族民间舞；传统舞蹈；被发明的传统

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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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栏

Special Column

【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舞”是一种当代的“古典”探索。它首先遵从、继承了中国传统身体运动美学中的

三节六合、轴转轮动、气息引领、螺旋延伸、意在形外、余韵不止等原则；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

历史进程，“中国古典舞”在文化选择上也同时允许部分符合古典艺术典雅高贵气质的西方宫廷舞蹈成为

自身借鉴的参照，吸收了芭蕾外开、延伸、直线的运动法则。这两条身体线索的结合，基本以中国传统身

体哲学作为主体，以西方芭蕾作为动作之间的衔接方法。因此，“中国古典舞”在空间上显示出一种当代

建构对中西方文化调试的双向性。然而在时间上，面对处于中西双重文化语境内的古典与当代的多元考

虑，如何继续通过对自身与传统及当代文化之间关系的不断重新审视探索出多种实践路径，呈现出多样

化发展态势，将是我们，也是“中国古典舞”不变的追求与担当。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美学基准；当代建构

当代建构的“古典”
—“中国古典舞”的美学基准

苏  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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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Column

【内容摘要】 随着世界不同国家舞蹈文化之间日益深入的了解与交流，一些由国外编导所创作的有中国

元素的舞蹈，以及中国舞蹈力图走向世界、与之对话创作的舞蹈作品，在对方的观测中都不是那么尽如人

意，甚至认为是对彼此理解的偏差。从中国舞蹈语词的对外翻译中透漏出的一些问题，来探讨由语词引

发的对世界舞蹈的“中国观”和中国舞蹈的“世界观”现象背后的本质，即语词的理解不同不仅仅是对词

汇的翻译不同，而是观念建构的差异，一个语词就是一种观念。从全球化的观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

念，将会使得我们重新认知中国文化与中国舞蹈。

语词、标签、视角与观念
—世界舞蹈的“中国观”和中国舞蹈的“世界观”

王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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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栏

Special Column

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古典舞”的解读

【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舞”的身体文化与中国哲学观、美学观紧密相关，在身体表象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对其概念的阐释与解读就变得尤为复杂与多面，不能简单地对

字面语言进行直译，而需要译者拥有相应的舞蹈实践、理论支撑、多元的视角，以及较为全面的专业素养。

本文是基于“中国古典舞”在跨文化交流与实践中所面临的话语障碍，以“身韵”“气”与“圆”三个概念

为例，探讨如何在国际化语境中达到合理化的认知与共识，求同存异，尊重本然，以获得对“中国古典舞”

更好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跨文化语境

蔡  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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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
Doctoral Forum

“层累说”与“中国古典舞现象”观察

【内容摘要】 本文以顾颉刚“层累说”为视角，探讨近现代的“中国古典舞现象”。作为当代最受关注的舞

蹈现象之一，以“中国古典舞”为名的舞蹈现象（本文以“中国古典舞”谓之）的发生并非1949年新中国

成立后以职业舞人再创为源起，而是民国时期就已经频繁发生的历史现象。本文认为，近现代“中国古典

舞”的发生始于20世纪初期，并且在礼乐立国、国剧改良之舞蹈求新、舞种独立与学科独立的追求中完成

“中国古典舞”的“层累式”再造与发展路径。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现象”；“层累说”；古典风格舞蹈

—兼论近现代“中国古典舞”的发生

张素琴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84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翱翔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傣族孔雀舞

【内容摘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傣族孔雀舞对世界民族舞蹈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催生了不

断升温的“孔雀舞热”“孔雀舞效应”“孔雀舞现象”，扩大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在国内外的文化影响

力，激励了数万傣族民众对本民族舞蹈艺术传统的珍惜和热爱，提升了民族文化自信心。本文通过对四位

“非遗”传承人进行抢救性的深度采访考察，综合历史文献、神话传说、艺人口述、师承关系梳理，以及艺

人传统套路、艺术风格、特殊技艺等诸方面的探讨，大致廓清了瑞丽傣族传统民间孔雀舞前世今生的演

进和发展足迹。在孔雀舞数百年的传承中，傣族民间艺人们秉承自我发展创新的基因，既继承了孔雀舞

的原真血脉，又调动和发挥了艺人个人的造美智慧张力，使孔雀舞挥发出一种带有神圣性、权威性的无

形感召力，充分展示出傣族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包容性、开放性和生命力。这亦决定了傣族孔雀舞既是传

统的，也必然是当代的！

【关键词】 傣族孔雀舞；文化足迹；传承模式；风格流派；发展路径

—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傣族孔雀舞 
个案调研

石剑峰　石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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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用舞蹈叙事

【内容摘要】 马林斯基剧院上演的由编导阿列克谢· 罗曼斯基于2002年创作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将古典

芭蕾与现代芭蕾进行融汇，着力于独特个性的人物语言的塑造，通过人物在“行动”中的个性对比，一方面勾

勒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展现戏剧性的情感冲突，从而在情感的冲突跌宕中，塑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本文旨

在通过分析该作如何充分运用舞蹈语言独特手段呈现了一部别样的童话故事，揭示舞剧独特的叙事方式。

【关键词】 舞剧语言；人物行动；情感结构；叙事

—评阿列克谢· 罗曼斯基《灰姑娘》

张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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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Studies

浅谈岭南舞蹈创作中的海洋文化题材

【内容摘要】 岭南舞蹈丰富且多元。广东艺术家思维的开放性，使得广东地区的艺术发展在保持鲜明的

地方色彩的同时又显现着当代艺术的先进意识，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岭南舞蹈形态。但是，以往岭南舞蹈

作品的创作，比较注重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农耕文化以及本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等陆地文化中提取素

材，较少注重从海洋文化中汲取源泉，使这一文化在广东地区的舞蹈文化中缺位。然而，在重视海洋资源

开发、发展海洋兴国的今天，岭南舞蹈创作亦开始注重海洋题材的开发，这预示着岭南舞蹈创作的未来发

展趋势。由此，笔者一方面梳理“涉海舞蹈”的发展脉络，一方面以岭南舞蹈创作中涉及海洋题材的舞蹈

作品为代表，探寻其艺术呈现的手法及特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 岭南舞蹈；海洋文化；舞蹈创作

许笑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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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即兴舞动与即兴创作和表演的思考

【内容摘要】 本文旨在对发展自后现代舞蹈思潮中的即兴舞蹈进行相应的身体文化思考。首先，从历史发

生的角度切入，梳理即兴作为一种舞蹈创作的方式，它是以何种姿态进入舞蹈的范畴之中的；其次，从旁

观者的角度审视，观看即兴舞蹈作为一种活动，它何以召集不同年龄层与不同背景的各界人士参与其中，

进而阐述自身的舞蹈观念；最后，从舞蹈表演的逻辑进行探索，思考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舞者如何通过自

己的身体表现，舞蹈出属于自身有别于他人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 即兴舞动；即兴创作；即兴表演；身体文化

陈蒨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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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舞技术技巧的“教”“演”“编”

【内容摘要】 本文以中国民间舞技术技巧为主要论述对象，探索其从进入课堂到发展至舞台表演的过程

中，“教”“演”“编”三者之间产生的关系以及现象，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从而对中国民

间舞技术技巧区别于其他舞种技巧的审美文化特点进行探索与研究。

【关键词】 中国民间舞；技术技巧；“教”；“演”；“编”

［1］

张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