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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9年第3期问世，《当代舞蹈艺术研究》已经走过了三年青春

的历程。

三年来，中外舞蹈理论家、舞蹈艺术家们以求知、探问、思考、释疑，向

读者们传达了他们对舞蹈本质的认识、对艺术创造力的揭示、对现存问题

的思考、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宽阔的视野和创

造性思维，赋予这本年轻的刊物以勃勃的生命活力。

“用当代的视野审视舞蹈，以舞蹈的身体认知世界。”秉承这一主旨，

站在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审视当今舞蹈的发展，无疑，处于21世纪这个伟

大的时代，舞蹈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而时代之于我们最殷切的呼唤

是：创造属于当代的艺术和学术 !

能够被称为“当代的”舞蹈艺术和学术应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应

该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第一是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活在当下”，即

进入了21世纪、处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当下。第二是具备在艺

术和学术本质意义上的创新——即从视角、题材、内涵、语言、思维方式以

及思想感情等是和新的历史时空与时俱进的、对应的、平行的，因而也是原

创的。

艺术在当下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不仅是审美和娱乐，更

重要的：一是要能够鼓励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强地活下去，一是

能够培育具有创造力、身心和谐的人。因此，“当代的”舞蹈艺术和学术就

需要具备两种功能：一是要具有疗救人类身心创伤的效力；二是要具有超

越现实的创造力以及社会影响力。

那么，活在21世纪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当下，我们需要直面

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和人生呢？一方面：高科技突飞猛进；人文精神高扬；

物质生活丰富；文化生活多元；江山多娇；英雄辈出……另一方面：不同

文明和国家间冲突加剧，战争阴云笼罩；恐怖主义猖獗，生灵涂炭，难民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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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单边主义挑起的贸易冲突频发，世界动荡，经济下滑；权力腐败、犯罪

率增长；环境污染、残障、贫困、疾病、天灾、人祸；失学、失业、孤寡老人、留

守儿童等问题；还有3.5亿的人患有抑郁症……

舞蹈艺术和学术是否走进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想象力飞翔？是否

关心并参与了解决这些扼住人类喉咙的问题，让人们的创伤和心灵得以

抚慰？ 

因此，《当代舞蹈艺术研究》将继续发声，呼唤并建设“当代的”舞蹈

艺术和学术……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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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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刘青弋　杨婷玉　吴孟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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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会议主题为“反：舞蹈与冲突（Contra: Dance and Conf lict）”。数百位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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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必要性进行了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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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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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为国际会议次日发表的研究成果综述。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Studies

从《苏莫遮》到《苏莫者》
—中国古代乐舞在日本的定名和流变

［韩］ 朴泰圭

【内容摘要】 古代西域的《苏莫遮》是在炎热的地区乞寒泼水及辟邪的乐舞，传入唐朝时分为宫中和民间

两种乐舞，并以不同的演出形式发展。中国的《苏莫遮》传到日本后，定名为《苏莫者》，不是在宫廷，而

是在民间演出。另外，在中央地区，《苏莫者》被作为四天王寺的专业乐曲固定下来。本文通过日本相

关文献，研究《苏莫者》及其起源；考证中国《苏莫遮》传入日本的情况，以及《苏莫者》在日本的定名和

流变。

【关键词】 《苏莫遮》；《苏莫者》；日本雅乐

记忆的符号：“日本舞蹈”的多维身份建构
范　舟　郦文曦

【内容摘要】  狭义的“日本舞蹈”通常是指裂变于日本歌舞伎的一种舞蹈样式。就空间场域而言，作为20
世纪初日本“新舞蹈运动”的核心目标与最大成果，“日本舞蹈”成为本民族形象的寄托；就历史脉络而

言，日本艺能传承过程中所具有的“重层性”使它可以将血缘追溯回其歌舞伎母体，时间的蓄积让它获得

了古典身份。如此，“日本舞蹈”在时空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较为立体与明确的身份。及至近年，其又转

而退隐为一种文化符码，成为具有美学意味的追忆对象。本文将从日本歌舞伎母体所遗传的古典身份、日

本“新舞蹈运动”所赋予的民族身份、当代观众记忆所渴望的文化符码这三个方面，对“日本舞蹈”的多维

身份建构进行论述。

【关键词】 “日本舞蹈”；古典身份；民族身份；文化符码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探寻鄂西土家族喜丧仪式
歌舞的乡土味

张玉玲

【内容摘要】  在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商业化快速推进的当下，乡土民间歌舞在实现向舞台民间歌舞华

丽蜕变的同时，正在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乡土环境渐行渐远，导致其自身的乡土味被逐渐稀释、淡化、消

融……本文以鄂西土家族喜丧仪式歌舞——“花鼓子”“撒叶儿嗬”为例，试图以民俗述描的方式探寻民

间歌舞乡土味的形成因素，提出由乡容、乡音、乡情、乡韵交融而成的乡土之味道，是民间歌舞的独特魅力

所在，也是其经历岁月陶染后依旧质朴动人、焕发生命力的根本，更是尚且生活在乡间的人在更多由“陌

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里倔强地彰显自我存在、民族存在的一种标签，由这种味道所孕育的“美”，乃是

乡土之自在，它包含着人的恋土和回归家园的冲动本源。

【关键词】 土家族；喜丧仪式歌舞；“花鼓子”；“撒叶儿嗬”；乡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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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剧《小美人鱼》的创作与表演

［美］  谭元元

【内容摘要】 2005年，国际编舞大师约翰· 诺伊梅尔应丹麦皇家芭蕾舞团之邀，创作了现代芭蕾舞剧《小

美人鱼》，以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笔者作为旧金山芭蕾舞团版本的“小美人鱼”表演者，亲历了该舞

剧的排演过程。本文基于笔者表演“小美人鱼”这一角色的经验以及与主创团队的合作经历，对现代芭蕾

舞剧《小美人鱼》的内容和形式创新进行解读和分析，并阐述个人的表演体会。

【关键词】 《小美人鱼》；创作；表演

当代舞蹈的趋势

［美］  温迪· 佩荣

【内容摘要】 上海市文教结合项目“舞动今朝——2019上海当代国际舞蹈研讨会”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大剧院主办；由上海戏剧学院谭元元国际芭蕾艺术工作室承办；由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

院舞蹈研究院、百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艺术研究所协办；由上海市演艺工作者联合会支持，于2019
年6月14日下午在上海文艺会堂多功能厅举行。研讨会特邀美国著名舞蹈评论家、编导家，美国《舞蹈杂

志》前主编温迪· 佩荣作为主讲嘉宾发言。为了回应研讨会关于当代舞蹈发展趋势的论题，她在发言中

分析了欧美当代舞蹈的发展趋势，她认为，欧美当代舞蹈的发展显现的三个明显的趋势是：一、 在博物馆

里跳舞；二、 挖掘过去；三、 文化混合。最后她指出，现在一切似乎都混乱了，而她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关键词】 当代舞；趋势；博物馆；舞蹈历史；文化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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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芭蕾的当下话题

［美］  蒋　齐　尹建宏

【内容摘要】 本文是一次关于近年中国芭蕾的舞台表演、编创和教学话题的访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终身

教授蒋齐在接受访问中，通过对中外芭蕾的比较，结合其自身的实践经验分析了中国芭蕾在表演、创作和

教学方面的成就与缺失，并从舞者的表演能力、编导的创新、教师的教学理念以及芭蕾教育的大众普及等

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芭蕾的演员、编导和教师的素养提升以及舞团建设的完善问题，并为“中

国芭蕾学派”的确立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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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Research

“舞蹈无国界”的语言类型学批判

刘　建

【内容摘要】 本文以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视角，针对“舞蹈无国界”现象从“语言类型学的‘身体安检’”和

“‘身体描写’与跨界交流”两个方面进行学理性分析，进而引发对舞蹈身体语言——特别是对那些被中断

或濒危的传统舞蹈身体语言类型的思考与批判。本文认为舞蹈不仅有国界，而且那些被中断或濒危的传

统舞蹈身体语言类型的“主位”确立问题是应该被重视的。

【关键词】 “舞蹈无国界”；语言类型学；新描写主义

跨界的身体表达及其交互模式初探

田　湉

【内容摘要】 身体与多媒体、装置、灯光等不同舞台载体之间的交互，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当代跨界艺

术创作中，尤其是在多媒体舞剧、跨界舞台剧、国家大型文艺表演、实景演出，以及开放性空间（公共空间、

广场等非剧场形态）的演出中，身体逐渐打破传统动作形态，取而代之的是身体与其他媒介的交互融合。

围绕艺术创作中身体进入交互的几种模式展开分析，旨在紧随当下不断发展变化的艺术实践，探讨身体在

跨界艺术表演中的多种可能性，为跨界艺术创作者、编舞家在“艺术+科技”背景下的舞蹈创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身体；体感交互；交互性；“艺术+科技”；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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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reation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舞剧音乐对于舞剧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舞剧的音乐结

构和舞剧结构之间有着同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本文以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为例，剖析舞剧的音乐结构对舞剧的编排、故事情节的叙述、主题思想的渲染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 《闪闪的红星》；音乐结构；舞剧创作

浅论舞剧音乐结构的魅力
—以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的音乐为例

陆佳敏

关于莫高窟思惟菩萨的舞蹈创作

李婷婷　李　倩

【内容摘要】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博采众长，是“丝路”多元文化艺术在交融和发展中产生的结晶，承载

了中华文明强大的文化基因，传承千载，影响至今。本文认为，以敦煌壁画为题材的舞蹈创作，亦是多元艺

术形式的融合、独特审美的彰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此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除了要展现

壁画中菩萨原有的姿态、形态和神态之外，更要在立象的基础上追求“象外生境”，使观者能观其形，临其

境，思其道，并能在作品中感知永恒意蕴。本文以双人舞《思惟菩萨》为例，探讨关于如何对静态的敦煌壁

画进行活态创作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 敦煌壁画；思惟菩萨；舞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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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舞蹈教学剧目编创的创新手法

雷　鸣

【内容摘要】 舞蹈本为一门通过身体语言传达情感和思想的艺术门类，其表现形式具有较强的生动性、感

召性，并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运用人的肢体和触觉形成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既是其本质属性的体现，

也是艺术应有品质的彰显。而舞蹈的传达和表现过程，正是舞蹈创作者在情感的激发下，彰显自身内在

的、深层的主体气质以及个性和精神的过程。那么，为培养舞蹈人才服务的优秀的舞蹈教学剧目的创作应

是如此：它既要展现出编导对生活的感悟，同时也要能够帮助学生对舞蹈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实现舞蹈教

学的终极目标——培养优秀的舞者。本文是关于舞蹈教学剧目创作的语言、结构、调度的探讨。

【关键词】 舞蹈教学剧目创作；舞蹈动作语言；舞蹈结构；舞台调度

浅论舞蹈教育与心理健康

汤晓同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舞蹈教育之于心理健康的作用的现状调研、相关研究文献的查阅以及综合分析，

探讨了舞蹈教育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从不同舞种训练对学生心理活动的影响、舞蹈比赛对

学生心理素质的挑战，以及集体舞对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等三个方面阐述舞蹈教育对心理健康的作

用，从而强调舞蹈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并注重采用正确的方法在教学中有效地实施。 
【关键词】 舞蹈教育；心理健康；教学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