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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国际舞蹈日”，国际戏剧协会（ ITI）和世界舞蹈联

盟（WDA）韩国本部联合在首尔举办的系列庆典活动充满着象征与隐

喻：以在首尔光华门大街上演的百姓广场舞和韩国芭蕾舞团上演的《睡美

人》为代表，象征着和平与幸福的生活景象。这一景象与充满着战争隐忧

的南北停战的“三八线”周边无人区的荒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三八

线”的非军事区举行的“国际舞蹈日”的论坛和表演，更是直接反映了人

民对和平与亲人团圆的渴望。代表们将这次论坛和表演喻为是一次提前

的“彩排”，希冀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这条休战线上，韩国与朝鲜的舞蹈

家能够为了和平共舞。

“为和平、团结和社会变革而舞”作为2019“国际舞蹈日”庆典活动的

主题与口号，凸显并强调了舞蹈在当今充满动荡的世界局势下，应该承担

的功能和责任。此次“国际舞蹈日”，ITI推选的世界卓越舞蹈家发表致辞

人—埃及舞蹈家卡莉玛 · 曼苏尔指出，舞蹈是一种疗愈，是人性相遇的

地方。因此，她呼吁大家打破边界、越过身份危机、越过民族主义和所有的

条框，解开种种束缚，在舞蹈这种人类共通的语言中找到动作与力量；让

每个人都舞起来，伴着心跳和内心追求的真理，引发内心的革命，让真正的

改变随之产生。

用舞蹈承担社会责任，是一切卓越舞蹈家所做贡献的核心。早

在 2003 年“国际舞蹈日”，ITI 推选的世界卓越舞蹈家发表致辞人林怀

民—也是本期焦点人物，就曾发表过自己人生的关键词，首先就是“责

任”两字，他认为，“年轻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改变世界”。近日他再次坦

言：虽然自己像骆驼，是驮重的，但之所以坚持走了这些年，是因为他做

“云门舞集”，不是为了舞蹈，而是为了做“社会”。因此，他始创的“云门

舞集”一直跟社会有很好的对话，从一开始，就努力为草根性的大众演出，

后来发展为大型户外公演，每场观众数万人，因而广泛地滋养了社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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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

以舞蹈承担社会责任，亦成为国际舞蹈学界近年来越来越关注的热

点。本期开辟“学术前沿”栏目，以系列报道“舞蹈研究协会”（ DSA）首

届国际会议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和主要观点。会议提出的问题是：虽然舞

蹈通常被用作和平的隐喻，但是舞蹈及其学术研究却往往是一种冲突。

然而，舞蹈作为一种互动、摩擦和潜在能量的场所，其冲突既有破坏性，同

样也具有创造性。那么，舞蹈如何成为和解的载体？舞蹈研究中的冲突

是什么？舞蹈编排又是如何表现、暴露或挑战暴力和战争的？是否可以

通过舞蹈实践找到一种可以有效地调和或利用这些冲突的方法？从中，

我们可以透视当今国际舞蹈学界研究的视野，及其为人类和平与社会发

展所做的努力。

因此，舞蹈绝不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亦不仅是关于审美的艺术问题，

而是人类为动员生命和保障生命而创造的文化空间与媒介！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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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 1973 到 2019 年，林怀民先生带领“云门舞集”走过了 40 多年的风雨历程，以其艺术的创

新和杰出贡献，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华人舞团。2017 年底，台湾“云门舞集”官宣：林怀民先生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退休。这一消息在中国舞蹈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人们难以接受林怀民时代即将落幕……

因为林怀民先生创造了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高度，以对复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和担当，用艺术滋养了人

民的心灵。为彰显林怀民先生作为当代杰出艺术家的卓越贡献，2019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舞蹈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江东的策划和主持下，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借林怀民携“云门舞

集”在北京公演《白水 · 微尘》之际，隆重召开了“林怀民艺术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兼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韩子勇、中国舞蹈

家协会名誉主席赵汝蘅、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

双白、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中国艺术研究院

舞蹈研究所名誉所长欧建平，以及刘青弋、茅慧、

刘春、慕羽、梁戈逻、李超、李静等领导、专家和

学者在会上做了发言。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

东、河北、江苏、陕西等地的专家和青年学子，高

度地赞扬林怀民的卓越成就和艺术贡献，由衷地

表达对于林怀民和“云门舞集”的深厚情感，在

与远道而来的林怀民先生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

中，感受大师的精神风范，从中汲取不断创新、不

断前进的力量。作为研讨会独家报道的媒体，本

刊开辟专栏，对此次会议进行全面的报道。

林怀民作为舞蹈大师的意义
—2019 · 北京“林怀民艺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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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际舞蹈日献辞：
用身体聆听，舞蹈是人性的相遇

［埃及］ 卡莉玛 · 曼苏尔

【内容摘要】

古老的舞蹈出现在埃及法老的壁画中，也一直影

响到今天的舞蹈创作者。舞蹈被视为可以唤醒诸神的

工具，这些神祇也代表了平衡和公正，并和音感、调性、

个体、宇宙意识等概念与含义相连。动作是一门我们

通用的语言，但是只有我们打开观感聆听，不被打扰、

不带偏见、在沉默中聆听，让动作在身体中传递，这门

语言才属于每个人。我们需要聆听，因为我们身体中

以及周遭的一切都在运动，不断地运动。身体不会说

谎，因为它在聆听并表达真相。当下的时代，联系与互

通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的能力

将降至最低点。舞蹈依旧是为了重新连接上那些断点

而最常被诉诸实施的手段。舞蹈让我们（下转第55页）

为和平、团结、社会变革而舞

—2019年“国际舞蹈日”庆典活动

菁 鸢　李美玲

【内容摘要】 2019年“国际舞蹈日”庆典活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由国际戏剧协会（ITI）和世界舞

蹈联盟（WDA）韩国本部联合主办，于2019年4月28—29日在首尔隆重举行。“国际舞蹈日”是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主要合作伙伴国际戏剧协会其下的舞蹈委员会发起设立的。自1982年设立以来，每年挑选

一位杰出的舞蹈家为“国际舞蹈日”撰写献辞，以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动员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自由起舞；

让人们认识舞蹈的价值，以及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意义。2019年“国际舞蹈日”，国际剧协舞蹈委员会

推选的献辞人为埃及舞蹈艺术家、舞蹈编导家、舞蹈教育者卡莉玛 · 曼苏尔。“为和平、团结与社会变革而

舞”为此次“国际舞蹈日”及其论坛的主题，这一主题在舞蹈多样化的韩国，以及临近“三八线”—这一

韩国和朝鲜停战的分界线非军事区举行的论坛和舞蹈表演中得以充分地体现。
【关键词】 和平；团结；变革；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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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舞蹈与冲突
—“舞蹈研究协会”首届国际学术会议的视野（一）

刘青弋　刁　淋　杨婷玉

【内容摘要】 作为由舞蹈领域的学者、教育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舞蹈研究协会”（DSA）是一个规

模庞大、具有世界号召力且组织严密的舞蹈学术界的交流平台。2018年7月5—8日，“舞蹈研究协会”在马

耳他大学举行了首届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题为“反：舞蹈与冲突”（Contra: Dance & Conflict）。数百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舞蹈领域学者集聚一堂，对舞蹈内部和外部冲突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的问

题是：虽然舞蹈通常被用作和平的隐喻，但是舞蹈及其学术研究却往往是一种冲突。然而，舞蹈作为一种互

动、摩擦和潜在能量的场所，其冲突既有破坏性，同样具有创造性。那么，舞蹈如何成为和解的载体？舞蹈

研究中的冲突是什么？舞蹈编排又是如何表现、暴露或挑战暴力和战争的？是否可以通过舞蹈实践找到一

种可以有效地调和或利用这些冲突的方法？本文以系列报道的形式，按照会议组织的不同专题，综述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们发表的论文和发言的要点，透视当今舞蹈学界研究的视野：学者们对于舞蹈在人类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生活中所发生冲突的关注，以及他们对冲突的根源、冲突的协调、冲突化解

的途径以及对冲突的创造性因素的合理利用的观点。此篇为国际会议首日发表的研究成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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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舞文化钩沉
—汉墓壁画与器物上的乐舞百戏

巫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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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的种类、形态特点及流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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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多维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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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彻底摒弃一些脱离史实

根据的臆断。本文以考古工作者所出土的墓葬壁画和器物为依据，试图在“舞蹈文化”视野下，通过墓葬

壁画和器物所体现的社会与文化内涵，探讨汉墓壁画与器物上的乐舞百戏中舞蹈的由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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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墓壁画；陪葬器物；乐舞百戏

论梅山巫傩手诀的特征及其与楚巫舞的关系

龚　倩　伍彦谚

【内容摘要】 本文对梅山巫傩手诀的功能特征及其与楚巫舞的关系进行探析，提出以下观点：梅山巫傩手

诀是梅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梅山信仰与民俗文化特征的体现，它隐藏着人类历史中有关南楚文

化根脉的文化记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梅山巫傩手诀具有其特有的功能，是神、人、鬼相互沟通的重要媒

介。主要特征为：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互影响的形态；以模拟、象征与隐喻等方式结构的“有意味的形

式”；精巧奇异的动作连接方式；等等。梅山文化是中国南方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祖源文化，与楚文化紧密

关联，尤其是深藏在梅山腹地、承载着湖湘文化印记的梅山巫傩手诀，作为一种手指舞蹈，与古代楚巫舞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 梅山文化；巫傩手诀；楚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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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舞剧《醒·狮》之“醒”
刘青弋

【内容摘要】 2018年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中摘得桂冠的《醒 · 狮》，以艺术的创新缓解了我们对

中国当代舞剧创作质量问题的焦虑。舞剧《醒 · 狮》能够在现代剧场让观众叫好，亦让专家评委振奋，显

然表明其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翘楚舞剧。本文关注的不止于《醒 · 狮》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之“醒”，同

时在于其对于舞剧艺术特性建构难点的突破，即舞剧在对本事与演事的双重叙事中显现的某种艺术之

“醒”“悟”，也即对于中国舞剧叙事艺术独立性和民族舞蹈语言独特性探索的成功；既是舞剧结构追求完

整体现于“立主脑”“减头绪”“审虚实”“密针线”“脱俗窠”等方面努力的结果，也是创作者们深扎民族历

史、文化、生活的结晶。

【关键词】 《醒 · 狮》；舞剧叙事；语言特性；民族特色

论中国当代舞蹈赛事中优秀群舞的创意

悬念迭出的《大饭店》
潘凯玲

【内容摘要】 舞蹈剧场《大饭店》以特定的时空视角、具有代表性的七个角色、颇具创意的空间结构和表演

形式以及戏剧发展的多重悬念，留给观众丰富的想象，将编导对于“人”的当代思考呈现在观众眼前。本

文通过对舞蹈剧场《大饭店》的空间结构所包含的虚实空间和隐形空间以及意识流手法的特征进行分析

和评述，以探索其独具魅力的结构形式。

【关键词】 《大饭店》；空间；意识流；结构

冯百跃

【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几大舞蹈赛事的发展，为观众呈现了近千部群舞作品，显现了

中国舞蹈的“高原”水平和繁荣气象。近千部作品在创作方面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运用密集手段，出其

不意瞬间改变主要人物形象；借鉴戏剧冲突模式，营造感人情节、触动观众灵魂；借助画外音，强化作品思

想并渲染情感；采取倒叙、对比、呐喊、反串等手法营造意象。本文认为，其中17部代表作品可谓是群舞作

品中在创意方面居于“塔尖”地位的佳作，对它们的分析研究，对于中国群舞作品攀登高峰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舞蹈赛事；群舞作品；创意；高峰



专题笔会

Special Correspondence

专题笔会
Special Correspondence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给我们带来什么？

应萼定

【内容摘要】 在影视和舞台艺术充斥着古装剧、宫斗剧，明星八卦娱乐至上的当下，具有真正的革命情怀的

红色题材文艺作品对于人们来说已经很生疏、很遥远了。而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呼唤英雄，应该是新时代

宏伟交响乐中的一曲壮丽乐章，但前提是必须杜绝假、大、空，杜绝概念化、公式化，塑造出真实可信、感人

至深的艺术形象。《永不消逝的电波》用舞剧对同名电影进行重新演绎，艺术的跨度和难度的巨大，无疑是

对编导们的一次挑战。本文通过对《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一中国舞剧在题材、内容、结构、样式、语言等方

面进行分析，认为其在舞剧创作方面完成了某种脱胎换骨的蜕变，是中国舞剧的一次飞跃，也是上海舞蹈

再创辉煌的一座标杆。

【关键词】 《永不消逝的电波》；舞剧的本质；上海舞蹈

当代中国舞剧美学风格构建
—上海歌舞团舞剧代表作述评

张  麟

【内容摘要】 本文立足于中国舞剧发展的进程，着眼上海歌舞团近30年来的舞蹈创作，提出上海歌舞团的

舞剧创作践行和印证着当代中国舞剧美学风格的建构，并从舞剧观念的革新、叙事方式的探索、当代题材

的开掘、多元舞蹈表演风格的融汇等方面来展开论述。

【关键词】 当代中国舞剧；舞剧观念；叙事结构；海派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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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佳作自原创来
—上海歌舞团金奖原创舞剧评析

黄惠民

【内容摘要】 上海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扬起了原创舞剧的风帆，陆续推出了《小刀会》《白毛女》《魂》《伤

逝》等作品。而之后上海歌舞团的原创舞剧有《岳飞》《野斑马》《闪闪的红星》《霸王别姬》《天边的红云》

《一起跳舞吧》《朱鹮》等。这些舞剧在自主创作的基础上，在“编导外聘”的条件和“精品与市场”的背景

下形成了原创舞剧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新的创作特点。本文分别从“舞蹈形象”“舞蹈意境”和“舞

蹈叙事”这三个方面阐述该团获得中国重要舞蹈赛事金奖的几部原创舞剧引起广泛关注与好评的原因，

从而强调上海歌舞团的原创舞剧佳作得益于蕴涵着创意与才华的“原创”两字。

【关键词】 原创舞剧；舞蹈形象；舞蹈意境；舞蹈叙事

融于舞剧叙事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与
上海歌舞团舞剧创作特征

许 薇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赵明为上海歌舞团编创的两部舞剧《闪闪的红星》与《霸王别姬》进行比较，探讨

上海歌舞团舞剧创作的特征：融于舞剧叙事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并从如何在“叙事的身体”中丰富人物

形象与如何在道具隐喻中塑造人物形象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上海歌舞团；舞剧创作；舞剧叙事；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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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文化视角下的上海舞剧创作

王 欣

【内容摘要】 上海舞剧的创作所呈现出的多元态势，不仅是题材和类型上的多元，更有在不同层面上体现

的多元文化和观念，这与海派文化的包容性密不可分。探讨海派舞剧的创作，不能忽视的是当代城市文化

的视角。本文以上海歌舞团的舞剧《一起跳舞吧》为例，探讨在创作形式和观念上都与当代城市文化呈现

方式紧密贴合的具有海派文化特点的舞剧创作。

【关键词】 海派文化；城市文化；舞剧创作

“新海派”文化与上海舞剧
唐白晶

【内容摘要】 上海舞剧创作的历史是一部深受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勇于创新精神影响的历史。而今，上海

舞剧创作又迎来了一个“新海派”文化的黄金时代。本文以上海歌舞团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

金奖的5部作品为例，在探索上海舞剧与海派文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新海派”文化最核心思想蕴

含着复兴精神，而在“新海派”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舞剧创作，是立足于传统之上的有生命力的创新活动。

【关键词】 上海舞剧；海派文化；“新海派”文化；开放创新

上海歌舞团舞剧创作的艺术价值评析

董 丽

【内容摘要】 象征着中国舞蹈界最高荣誉的“荷花奖”舞剧类评奖从创设之初到如今共经历了11届，而期

间所产生的为数不多的获奖舞剧作品中，仅上海歌舞团就占了5部。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舞剧获奖作

品，不仅展示了上海歌舞团舞剧的创作实力，也体现出其创作多元化的视野与格局。本文以《闪闪的红

星》《一起跳舞吧》《朱鹮》为例，从创作题材、视角与手法出发，探讨上海歌舞团舞剧创作的艺术价值所

在，希望引起中国歌舞团体对当代舞剧创作的重视与思考。

【关键词】 上海歌舞团；舞剧创作；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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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经验与苏联模式：
新中国舞蹈体制构建的内源与外源

仝　妍

【内容摘要】 1949年后，新中国舞蹈在与传统断裂的同时构建起一种“新传统”，一种以现代民族国家认同

为终极目标的“新传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70年来，中国当代舞蹈艺术所取得

的成就是显著的，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延安经验与苏联模式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一方面以内在逻辑的规定性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快速起步与飞跃发展提供

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也因开放性与动态性发展的特征导致了后续发展中问题的出现。因此，本文对新中

国舞蹈体制生成的研究与分析，旨在面对历史，面向未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关键词】 新中国；舞蹈体制；延安经验；苏联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