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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们仿佛进入一个收获的新年，科技发明硕果累累；频传的

喜讯犹如点燃的爆竹震撼着大地，让人醉享高科技带来的生活便捷和新生

活的喜悦！

北斗卫星向全球提供服务让人惊讶的嘴尚未合拢，嫦娥四号探月成功

又让人瞠目。1月3日10点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地自主着陆在月球

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 · 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

背面软着陆。这一创举，让人类航天历史又多了一个巅峰，也让各行各业

思考科研的意义，以及人类创造的本质和价值。

在上一个航天历史的巅峰——阿波罗登月时，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

“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很难。”而今，创造人类航天

历史新的巅峰——嫦娥四号登月时科学家的宣言则是：“我们选择着陆月

球背后，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更难。”因此，“知难而进”“对困难的

克服”即是人类探索和发明创造的价值——这就是阿波罗11号和嫦娥四

号登月成功告诉我们的真理。

然而，与任何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实验一样，嫦娥四号的登月亦伴随

着种种质疑。“无用论”“烧钱论”“显摆论”即便不是不绝于耳，亦萦绕在

不少人的心头。其实，无论是科学家对探月的热衷，还是大众对探月的疑

惑，都是因为月球的神秘，以及人们对神秘背后的奥秘之于人类生存和发

展意义的未知。不过，探索者是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创造性求知，而吐槽者

则是以消极的态度显露实用主义的短视和无知。

自然，舞蹈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发明的影响不如航天科技发明般显

赫，亦难以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然而，它作为人文科学的一支，关涉人之

肉体和灵魂的探秘，亦关涉人类和谐身心和创造力的培育。所以，“知难而

进”地探索，以富有想象力的创新，实现“对困难的克服”，同样是舞蹈研

究的根本价值所在。而“重技轻学”“重艺轻研”“单纯技术”观点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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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识、短视和无知，及其对舞蹈科研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与对嫦娥四号质

疑的性质一样，都应在反省之列。

嫦娥四号的胜利，是中国航天科学研究的胜利，也是中国国门开放和

国际合作的胜利。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导下，世界不同国

家的科学家和人文学科学家强强联手，以智慧集聚、资源共享，解决人类生

存的难题，是新世纪人类共赢、共存、共同发展的方略，亦是科研创新避免

弯路的捷径。

因此，求知、求是、求实、求真是科研工作者的品格；开放、实验、包容、

思变是科学创新的前提；合作、对话、互利、共享是全球化时代科学创新的

策略；让“无中生有”“有中翻新”“变次为优”“让好更好”是科学研究的

根本价值！因而，“没有最快，只有更快！”“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是人类对未知世界认识的真谛。

人类的精神不朽！创造的精神永恒！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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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二）
East Asia Forum (II)

日本雅乐的遗产及传承

【内容摘要】从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各种音乐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在编定《大宝

律令》的公元 701 年建立了名为雅乐寮的机构，这可以说是日本雅乐的原点。日本雅乐大致可以分

为从中国传入的唐乐、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乐以及配合歌曲演出的日本独特的国风歌舞三种。《乐

记》通过儒家哲学展示了世界秩序中音乐的本质，道家的“咸池之乐”论将音乐与道教结合起来，净

化人的心灵，这些思想在日本也被继承了下来。“传统”是活着的，但如果我们不去努力将其传递给未

来，传统就会死亡。将刻有千年历史的活着的传统进一步传递到千年以后，这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的 
责任。

【关键词】日本雅乐；唐乐；万物和谐思想；安倍家族的乐祖

［日］  安倍季昌

从日本雅乐看林邑乐舞乐和越南占族舞蹈
［日］  三田德明

【内容摘要】在汉字文化圈中被广泛使用的“雅乐”一词是“俗乐”的反义词，按字义解释，意为“优雅、正

式的音乐”。它在中文中读作Y2-yu-、韩语中读作A-ak、越南语中读作Nha-nhac，而在日语中的说法则为

Gagaku。“雅乐是在祭祀上帝、皇帝、国王的祖先或身份尊贵之人的仪式上所演奏的礼乐”，这应该是各国

对雅乐的共同认识。日本也不例外，在日本，雅乐自古就作为“礼乐”被传承了下来。本文首先明确日本

雅乐的特质，以此考察雅乐从其产生开始历经千百年至今，却依旧能将其古代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原因。另

外也根据2010年笔者在越南实地考察的调查结果来验证其传承内容的准确性。

【关键词】雅乐；林邑乐；越南占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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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二）

East Asia Forum (II)

日本古典艺能与海外艺能的共性及
日本的独特性

［日］  诹访春雄

【内容摘要】日本古典艺能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到海外特别是东亚影响发展起来的艺

能，一种是在受到海外影响的同时独具日本特色的艺能。本文将以日本代表性古典艺能为例，分析其与海

外的共性和独特性的表现方式，由此掌握日本古典艺能的全貌和本质。

【关键词】日本古典艺能；海外艺能；共性；独特性

浅论韩日两国雅乐研究现状

［韩］  朴泰圭

【内容摘要】在古东亚地区共同的文化圈之中，东亚各国相互影响，通过吸收、融合、模仿、变革、发展与重

塑（再创造）等过程形成了本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通过吸收亚洲广大地区的乐舞文化而形成发展的日本雅

乐较好地保留了古代的面貌。对日本雅乐及其相关的乐舞文化研究，可以突破日本这一狭小的区域空间

概念，成为研究亚洲古代音乐的重要基石。这是因为在当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的中国古代乐舞文化在近

代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自身传承出现了断层，韩国也因在从古代向近现代过渡时备受坎坷而经历了传统乐

舞文化传承上的中断与曲折。日本雅乐作为研究亚洲古代音乐的基础资料，其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本

文以日本雅乐为重点，探讨韩日两国学界对其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亚洲古代音乐；日本雅乐；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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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三）
East Asia Forum (III)

探寻“五羊仙舞”的文化内涵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羊仙”造福了广州百姓，为了感谢“五羊仙”带来的幸福生活，人们以

各种形式加以纪念，或许舞蹈就是当时人们最直接、最朴实的纪念形式。在韩国，舞蹈《五羊仙》从北宋宫

廷传入朝鲜半岛，成为高丽宫廷歌功颂德的歌舞表演节目，世世代代传承至今。然而在历史的传承过程

中，中国的“五羊仙”文化逐渐在舞蹈表现形式中消失了，而以其他的传承方式延续着文化脉络。羊文化

作为中原诸多图腾信仰文化之一，在传入岭南地区后，转变成与儒家文化、岭南文化和仙道思想相融合的

广州代表性地域文化，而作为这种文化传承载体之一的“五羊仙舞”，曾以不同的舞蹈形态进行呈现。本

文从宫廷、民间、宗教等三个方面解析广州“五羊仙舞”可能存在的历史面貌。

【关键词】“五羊仙”；“五羊仙舞”；羊文化

彭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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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江南style》：去身体化与“范儿”性
戴阿宝

【内容摘要】 《江南 style》曾一夜间蹿红，它所表现的去身体化症候，为后身体时代力比多的释放探寻出

一条新路径。它通过破除经验、消解艺术、嘲弄技术、释放情绪、娱乐大众，不经意间赚取了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江南 style》对后身体律动的征用也是一种与制造镜头感和粉丝意识的娱乐工业的共谋，而这其中

表现出来的“范儿”性则成为当下大众文化场域的一个不知有多少人目睹、心仪乃至追求的奇观。“江南

style”完全超出了舞蹈和舞蹈者的概念，成为一种人的存在状况。

【关键词】  《江南 style》；去身体化；“范儿”性

中国古舞文化钩沉
——画像石上的汉代乐舞百戏

巫允明

【内容摘要】关于中国古代舞蹈历史的研究，本文坚持舞蹈史学应注重以文物为鉴的立场，遵循中国舞蹈

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汉画像石为依据，在“舞蹈文化”视野下，通

过探究石刻画所富有的社会与文化内涵来探讨历史上的舞蹈由来、发展及其所具有的风格和审美特征。

【关键词】中国古舞；历史文化；汉画像石；乐舞百戏

浅析“非遗”“沙拉鸡”的实用性与表演性
赵智乐姜　洋　

【内容摘要】作为吉林省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文化之一，“沙拉鸡”这一曲艺

和舞蹈道具在东北地区具有独特的艺术影响力。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将这一东北地域古老的艺术形式

引入民间舞蹈课堂教学，并形成精品课“沙拉鸡”。“沙拉鸡”的研究已成为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研究的

重中之重。本文将在阐释“沙拉鸡”发展历史脉络的同时，彰显其独特风格与艺术魅力，从而推动对民间

舞蹈艺术形式的发现、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沙拉鸡”；实用性；表演性；传承与发展；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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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
Creation Studies

“表意优先”是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绿色通道

于　平

——由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
现代舞评奖引发的思考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舞、现代舞作为“非限定性形态”进入评奖和比赛，其“形态”是不具可比性的。它们

比的应是“形象塑造”及其意义表达。胡尔岩先生曾认为应“把人、人情、人性、人生哲理作为舞蹈表现的

中心”，这便是我们所强调的“舞蹈表意”的主旨所在。吴晓邦先生曾强调“突出人性、人情中情感与理念

表达”的“创作法”，从而更直接地表现中国人的现代生活。而这些理念的产生在于要求中国的舞蹈创作要

“表现人”而不是“动作的花拳绣腿”。当代舞与现代舞不像其他舞种那样可以从舞蹈形态上去识别，其本

体指向在于某种“观念”，这正是当下所说的“表意优先”。因此，针对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

现代舞评奖，笔者认为比赛参照应走出“既成定式的动态风格”，从而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表意优先”。

【关键词】表意优先；现实题材；舞蹈创作；当代舞；现代舞

关于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思考
杨杨

【内容摘要】现实题材的作品是艺术家在当下对社会、生活以及人性的感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在为

时代发声。在中国，现实题材舞蹈作品层出不穷，但在整体上仍然存在主题先行、形式单一、角度雷同等

问题。本文旨在对舞蹈编导提出一点建议，强调舞蹈编导要虚心学习，坚持不懈地创作，以不放弃、不抱

怨的努力表达对编导行业真诚的热爱，并坚守住编导家的品格。

【关键词】现实题材；舞蹈创作；反思；创新；坚守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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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tudies

台北市立关渡医院日照中心老年人群的
舞动分析

李　澈

【内容摘要】老年人不仅需要身体上的运动健身，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笔者以台北市立关渡医院日照

中心的老年人为对象，依据拉班动作分析理论，结合舞蹈专业特性，在组织老年人的运动实践中融入舞蹈教学

元素；同时，以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为导向，尊重他们的习惯，发展多种舞蹈娱乐形式，构建舞蹈与老年人身心健

康之间的重要桥梁，让老年人的生活有尊严、有活力、有乐趣，切实地体会到“以人为本，共生共好”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拉班动作分析；老龄化；舞蹈教学；肌肉训练；身心健康

教育研究
Education Studies

艺术表演舞推动下的国际标准舞
教学模式改革

张力峻

【内容摘要】近年来，优秀的国际标准舞艺术表演舞作品层出不穷，并且在自身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民

族化”的表演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国标舞的发展空间，使国标舞在强调竞技性的基础上，增

加了艺术性表达的维度。艺术表演舞的发展对国标舞的教学模式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素质的提升、

课程设置的丰富，以及比赛和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都成为影响人才培养和国标舞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标准舞；艺术表演舞；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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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想与学术视野

【内容摘要】“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 青年艺术创想周 · 舞蹈创想周”于2018年10月20—27日在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成功举行。此次活动聚焦于当前中国舞蹈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舞蹈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与保护、海外唐乐舞与中国古典舞研究、现实题材舞蹈创作与中国当代舞建设等热点课题，邀请

国内外多位具有宽广学术视野和深厚艺术造诣的学者、编导、教师，先后开展了9门中外专家工作坊课程、

8场专题讲座、6场国内国际研讨会和2场创作指导等系列活动，为高校青年学子的艺术创想提供了宽广的

文化视野。

【关键词】非物质舞蹈文化遗产；唐乐舞；现实题材舞蹈创作；中国当代舞

——记“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 
青年艺术创想周 ·  舞蹈创想周”

李　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