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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舞蹈剧场表演艺术受困于魔咒般的互联网传播的影响，生存状

态每况愈下。然而，以色列裔舞蹈家赫法什· 谢克特却解开了这一魔咒，

创造了一个剧场的神话。2018年3月30日—4月1日，他带着在英国建立

的赫法什· 谢克特舞团登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以新作《无尽的终章》

开启亚洲巡演，不仅让上海的舞蹈家和观众，亦让北京、广州、天津、杭州

等多地的舞蹈家和观众闻讯赶来，一睹为快。诚然，“卷首语”不能够是

评论。然而，如果有一位编导家及其作品给予我们的是哲学和艺术思想

层面的启发，那么，对其关注的意义就超过了评论本身。

《无尽的终章》的创作与《圣经》“启示录”是否有着密切的联系，我

们不得而知。但是，它直击陷入“世界末日”恐慌的人类的生存，是其引

发震撼的根本原因。赫法什·谢克特对“一切将走向尽头”这一概念的

认知是“会让我们觉得现在是活着的”；并认为“泰然处之才是人类进化

的方式，突破才是解决一切困境的方式”，而如果世界走向尽头，则希望

“可以跟所爱的人一起庆祝”，或者“找个办法活下去”。对人类生存意

志和乐观精神的彰显，使得其舞作浑厚、壮丽，成为充满人文关怀的“乱

世挽歌”。赫法什· 谢克特敏锐地观察并触摸到当代人紧张、焦虑、绝望

又充满希望的生存状态，在冲突、混乱、绝望的氛围中，将人生视为战场，

以贯穿“战斗”和“抗争”的元素，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在本能的反应中，

打造了一曲狂野的华尔兹。此外，还让观众看到了众生独特的身体视像，

如：在始终笼罩着烟雾的空间中因生存的重压而茫然无措的身体；在狭

小的空间中激烈抗争的身体；在灾难和战争降临时坍塌无力的身体；在

墓碑林立间被拖拽堆抛的“尸体”；在昏暗的坟场野地中麻木不仁的身

体；因为惊恐、激动、辩争、期盼而张嘴“呐喊”的身体；在死而复生后寻

求精神宣泄而爆裂的身体；在面对“末世”处变不惊或伴随着华尔兹狂

醉的身体；时而狂野、时而放荡、时而颤抖、时而亢奋、时而如中风般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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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同时，以现场乐队，尤其是打击乐营造出强有力的氛围和力

量，形成共融的视听交响，也作为凝聚的中心力量，传达一种“泰坦尼克

号般的下沉”—“如果下沉也要庄严地下沉”的精神力量。

赫法什· 谢克特及其《无尽的终章》让我们再次反思：人类“为何

跳舞”？这让我们想起远古的巫觋们为逢凶化吉跳着献祭舞；想起西班

牙人环绕死婴跳着霍塔舞；想起15世纪在法国查塞—第乌壁画和哈特曼

在纽伦堡描画的死亡之舞；想起库尔特·  萨克斯在《世界舞蹈史》中所

记载的：非洲喀麦隆的酋长走向绞架时跳舞，美洲的印第安人在离婚时

跳舞，60名希腊母亲和少女在土耳其入侵者面前依次跳下深渊前跳古老

的罗迈伊卡舞……显然，人类跳舞多是发生在今人眼里的“世界末日”。

这也让我们想起玛丽· 魏格曼面对黑暗和死亡“用手欢笑，用脚哭泣”；

想起皮娜· 鲍希因为悲伤而跳舞，并将“存活与死亡，孕育生命与毁灭

生命”等复杂问题，作为一再重复的主题，诚实地面对人类生活存在的 

问题。

总之，赫法什· 谢克特及其《无尽的终章》作为“启示录”，让我们再

次清醒，人类跳舞的目的不只是娱乐或表演，而正是为了坦然面对“世界

末日”，并在“世界末日”一旦来临之际，能够“找个办法活下去”。同时

告诉我们：艺术的创新和大师的诞生正是在这种“面对”和“寻找”中孕

育。而《无尽的终章》无论在舞剧“抒情”之长的发挥还是“叙事”之拙

的克服方面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让舞蹈家和理论家们再也无法为自己

的平庸找到借口与理由……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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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
Safeguarding Heritage

民族瑰宝　舞之传承

【内容摘要】 2018年5月5日，作为第35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瑰宝 舞之传

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展演”活动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办，本文作者廖燕飞受《当代舞蹈

艺术研究》的委托，访问了该活动的策划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传统舞蹈研究室负责人江东研究员，与其探讨了该活动的缘起、内容、目的，传统舞蹈类“非遗”

保护的意义、传统舞蹈保护与创造的关系，中、日、韩三国在保护方式中的异同以及传统舞蹈资源再利用等

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 传统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传统舞蹈资源再利用

—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展演”的对谈

江  东　廖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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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

On Creation

关于当代中国十大芭蕾舞剧的述评

于  平

【内容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舞剧艺术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西方文化视野中的舞剧，其实就是芭

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就创演了《和平鸽》。从剧名来看舞剧的

喻体，明显带有《天鹅湖》的印记。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在苏联专家古雪夫指导下创演的《鱼

美人》，探索建立一种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相互补充的“古典—芭蕾”体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芭蕾

舞剧，是《鱼美人》首演五年后问世的《红色娘子军》及与其同时问世的《白毛女》，经20世纪80年代初期

的《祝福》《林黛玉》《雷雨》《家》，到90年代末期直至21世纪以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梅兰芳》《二泉映

月》和《风雪夜归人》等，中国“芭蕾民族化”或者说“芭蕾中国学派”的舞剧创作正向新的历史时段前行。

【关键词】 当代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祝福》；《林黛玉》；《雷雨》；《家》；《大红灯笼

高高挂》；《梅兰芳》；《二泉映月》；《风雪夜归人》

创作研究
On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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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当代中国新十大古典舞剧的述评（下）

【内容摘要】 本文是继《当代中国十大古典舞剧述评》之后，对“当代中国新十大古典舞剧”的一次

“尝试性”述评。前文着重述评20世纪50—80年代的十大古典舞剧，本文关注的是90年代之后的中国

十大优秀古典舞剧。自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舞剧创作呈喷涌之势，但是精品力作却屈指可数。面对这

样的舞剧创作态势及现象，本研究思路是在把握历史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梳理历史脉络并进一步揭示历

史底蕴。本文通篇以史为据，关注中国舞剧创作近30年来的兼具当代性和影响力的“十大古典舞剧”

及业界对其的客观述评。全文尝试在这“喷涌之势”的舞剧创作中“激浊扬清”“拾英撷萃”，力求在

舞剧的历史中梳理脉络、探求规律、总结经验，从而对当下中国民族舞剧创作做出重要的提示和有益的 
启迪。

【关键词】 当代中国古典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千手观音》；《粉墨春秋》；《杜甫》

于  平



博士论坛

Doctoral Forum

52

博士论坛
Doctoral Forum

遗产　传承　发展　规范

【内容摘要】 卡塔克成为印度古典舞的典范，经历了宗教舞蹈、宫廷舞蹈、舞娘舞蹈和舞台艺术舞蹈的发展

历程，是民族传统舞蹈文化遗产的世代传承、国家机构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以及现代舞蹈家对文化遗产的

继承与发展等三方面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回顾卡塔克成为印度古典舞典范的历程，总结其文

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旨在为中国古典舞建设提供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 卡塔克；古典舞；遗产；传承；发展；规范

［1］71

—印度古典舞遗产卡塔克的保护与发展之启示

孙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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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 Forum

通过当代舞蹈创作中俑意象的视觉考古看
文化时间的生产

毛  毳

【内容摘要】 本文以当代中国舞蹈创作中的俑意象为讨论对象，以阿甘本所讨论的历史与时间的关系为

理论起点，通过对两个典型新创作品《丽人行》《俑》进行文本细读、视觉考古和代际特征梳理，观看当代

以古代为题的舞蹈作品生产文化时间、提供观众历史经验的渠道、方式和立场，进而对其进行反思，为当代

古典风格舞蹈创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中的三个关键词：“俑意象”是指舞蹈创作中的俑形象和俑形象得

以舞起来的偶动态；“视觉考古”是作为研究方法追溯视觉中动作得以生产的知识框架；“文化时间”是使

用阿甘本对客观连续时间链和人们头脑中对时间的体认方式进行区别的理论抓手。本文的研究路径分

为：时间经验与文化时间（这是本文思考当代“古典”形象创造的理论起点）；《丽人行》的视觉考古（借

一个偶动态案例说明文化如何生产观众的时间经验）；俑形象的当代舞蹈创作代际特征（回到主要研究对

象看历时代际变化）；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舞蹈创作视觉重建及其反思（上升到文化立国、时间经验塑人的

战略高度，反思劣质“古典”作品的文化破坏力）。

【关键词】 俑意象；视觉考古；文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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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观照下的“古典舞”概念辨析

辛 明

【内容摘要】 本文是对“中国古典舞是否为当代创造”提问的回应。回答这一问题，微观层面，是考究“中

国古典舞”概念的界定；中观层面，涉及学科基础理论中舞种分类的判断；宏观层面，关乎中华传统文化

的体认与世界文化格局的认知。本文主要通过对不同时空中出现的“古典舞蹈”概念的解析，在微观层面

辨析“中国古典舞”的名实关系，指出“中国古典舞”概念界定的漂移乃是中国舞蹈学科建设状况的时代

体现。而在“时空压缩”的当下，反思与重建“中国古典舞”的文化体系标准正逢其时。

【关键词】 古典舞蹈；中国古典舞；Classical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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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从求“好看”到
辨“真伪”走了多远

尹建宏

【内容摘要】 本文从哲学和科学的视角察看进入当代以来关于中国古典舞探索的不同角度和路向，即在

探索“什么是中国古典舞”和“什么是真的中国古典舞”的递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途径与结果对应，

进而阐明“求真”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求好看；辨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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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三问

【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舞的当代建设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其目标指向“古典真正成其为古典”。

何为“古典”？既要满足相对客观的时间条件，又要符合相对主观的后世评价与认同标准，即社会功能在

审美、认识、组织三个主要方面的具体体现。依此考量中国古典舞，其当代建设亟待进一步走向历史纵深。

为何“古典”？从审美、认识、组织等社会功能而言，中国古典舞当与其他中国古典艺术一起担负起应尽之

社会责任。如何“古典”？中国古典舞当代建设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以解决好历史长度和文化厚度的问

题，进而达到精神的高度，实现中国古典舞复兴的梦想。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当代建设；社会功能；历史长度；文化厚度

—对中国古典舞当代建设的思考

张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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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

Doctoral Forum

探寻中国古典舞的原身体

索美超

【内容摘要】 六十多年来，“中国古典舞”一直处在令人争论不休的状态，至今仍有较多疑问亟待解决。本

文在刘青弋教授“返回身体原点”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舞蹈原身体”的延伸概念，探寻中国古典舞的

“原身体”。笔者认为：“舞蹈原身体”是以身体原点为动机的舞蹈本来、最初的身体，它是特定文化语境

下未被异化的舞蹈身体，是经济、政治、文化、风俗及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下的身体。“中国古典舞原身体”源

于中国古代舞蹈，因此，发现中国古代舞蹈的“原身体”有助于探寻“中国古典舞”的“原身体”，并可发现

“中国古典舞原身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在每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身体形态。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原身体；中国古代舞蹈



博士论坛

Doctoral Forum

82

延伸之境

【内容摘要】 “形神说”是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亦在中国古典舞理论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古典

美学中的“形神说”是一个庞大的学说，笔者仅以庄子美学中的“形神说”为理论依据，分析中国古典舞当

中“延伸”这一训练及表现手法，总结其动作背后蕴含的美学意味。一方面概括出中国舞蹈中独有的审美

形态；另一方面，针对这种由“延伸”之法而形成的舞蹈中的“形”“神”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古典舞的

最高表演境界为“离形得神”，即对“形式美”的超越。

【关键词】 庄子；形神说；舞蹈；延伸

—庄子“形神说”与中国古典舞“形式美”的超越

高  雅



教育研究

On Education

86

教育研究
On Education

从“味匣子”到“味舞蹈”

【内容提要】 “味舞蹈”是“味匣子”本土化的一种创新，目前主要应用于舞蹈教育领域，用以发展新的舞蹈

训练和创作方法。本研究以上海市各级各类学校25名心理教师和上海戏剧学院21名学生为被试者，在其

参与“味舞蹈”工作坊后，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测试等方法，探索“味舞蹈”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

用价值及应用效果，实现这一训练方式从舞蹈教育领域到应用心理学的跨界发展，并在实践推广层面形成

可操作的步骤，使之发展成一种新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式和载体，服务于学生的发展性心理需求。

【关键词】 味舞蹈；味匣子；情绪训练；心理健康教育

—舞蹈艺术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

徐　辉



教育研究

On Education

92

中国舞专项体能训练现状分析

汤晓同

【内容摘要】 舞蹈专业的体能训练，影响着舞蹈演员和学生的演艺生命，因为较高水准的体能训练，有助于

舞蹈艺术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并帮助舞蹈演员和学生预防各种运动损伤。因此，在中国舞的教育和人才培

养中，应该重视中国舞表演者的体能特点及其专项体能训练，全面掌握中国舞专项体能训练的科学的训练

方法和手段，培养优秀的舞者，以适应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对中国舞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通过现状调查、

分析研究和经验总结，为中国舞专项体能训练的科学化建设提供经验。

【关键词】 中国舞；专项体能；训练内容；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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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论

Dance Critique

作品评论
Dance Critique

论中国古典舞群舞作品的创新危机

【内容摘要】 关于中国古典舞将面临严峻生存危机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笔者通过现场观摩第十一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古典舞终评，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本文根据31部作品在终评中的表现，从群舞选材平

庸、相似重复导致创新难危机等方面展开论述，查找根源，以求促使中国古典舞通过反思，摆脱危机，迎来

健康发展的春天。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荷花奖”；群舞作品；创新性；生存危机

—以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终评为例

冯百跃



作品评论

Dance Critique

104

难以稀释的原罪

【内容摘要】 艾夫曼成功地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搬上舞台，用舞蹈

将庞杂的故事内容浓缩成清晰的情感，将文学作品中的冲突和矛盾妥善地安置在舞剧之中，并以此为舞剧

营造出强烈的戏剧冲突。《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舞剧袭承了艾夫曼一贯的编创做法，运用舞蹈的表现形

式将具象的文学剧本抽象成父子、手足等若干清晰的人物关系，进而借助舞剧的推进将抽象的舞剧内容凝

聚为一个核心的思考，即原罪如何可以得到稀释。

【关键词】 艾夫曼；芭蕾舞剧；《卡拉马佐夫兄弟》；原罪；戏剧冲突

—谈艾夫曼的芭蕾舞剧《卡拉马佐夫兄弟》

苏  倡



场馆建设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106

场馆建设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国际化舞蹈城”的打造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首钢工业区遗址保护和转型的契机和现状，结合首钢工业文化、中国多民族的

舞蹈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资源，提出以打造“首钢国际化舞蹈城”的概念和设想来实现首钢工业区遗址的

园区转型改造，将舞蹈、文化、创意、工业符号和社区概念紧密衔接，以求逐步形成北京市又一地标性时尚

文化品牌。“首钢国际化舞蹈城”概念的提出旨在对打造首钢工业区遗址的品牌活力、集聚创意阶层、提高

艺术公赏力产生启发作用，进而对中国工业遗产转型带来启示。

【关键词】 首钢工业区；工业区遗址活化；“国际化舞蹈城”

—首钢园区的转型与改造

李诗珩　邓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