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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一世情》

内容概要

编舞奇材——杰恩在巴黎邂逅了芭蕾天才少年——鲁西夫,两人就如生命共同体般,彼此相应呼吸。可
本该是心灵相通的2人却因为现实,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杰恩跟鲁西夫在他们一生那短暂的合作中创造的『浮士德恶魔』、『一个男人之死』、『生与死』这
三部曲,用舞蹈诠释了尼金斯基（现代芭蕾创始人,30岁时成了个疯子）的一生,却也走向同样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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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一世情》

精彩短评

1、我一直以为她是后辈的。
2、没有赤之神纹好看
3、原来长鸿出过阿，还以为一定是尖端呢。我看的是日版。
    要我说读者或甚至作者是不是都被个标题禁锢住了呢？我觉得标题从一开始就只是有吉老师私爱的
体现，并不在要体现什么nijinsky精神，虽然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nijinsky我曾在图书馆查过他，人
们对诸如疯掉的艺术家或是英年早逝的艺术家总给与特殊的感情称其天才什么的。可大家除了看过他
那些照片谁有真正感受过他的表演？只是意想罢了。我从他的书籍里看到的只是个失败者。虽然失败
者往往会比成功者更有才能，却受限于自己的才能。有才的失败者多如天上星。话说回来这个漫画像
极了秋尾老师的风格呀！！可惜有吉老师没赶上24年组时代T-T。不然一定也是名声相当当。
4、全6卷 连载于80年代初 4+ 相比有吉京子早期的【芭蕾群英】中畸形的人体比例，这部在描绘舞蹈
动作、人体结构上都有相当大的改善，而且非常符合故事里诗意舞蹈的氛围。原名为【尼金斯基的寓
言】，台版这个译名会不会太琼瑶了？故事涉及的都是艺术中永恒的主题：编舞者与舞者、肉体与精
神与灵魂、非情爱，而是相互之间精神的渴求与融合。人物刻画略为单薄，而且有点娘（7、80年代少
女漫的普遍审美），但对艺术氛围的刻画是绝对的罗曼蒂克，特别是在台词上的表达，透过舞蹈画面
传达的充满诗意，那时候的漫画家在台词上很用功呢。以主人公的命运影射同样有着短暂艺术生涯的
舞神尼金斯基，但过分强调命运的缔结，显得很煽情。而在主角配角的形象上，作者完全引用了Jorge
Donn，舞蹈画面也完全出自贝嘉舞团的各种作品，我要挨个截图说。
5、　　最后的第三者米歇尔是个烂尾，而且由他来充当悲剧的推手是没能抓住尼金斯基悲剧的真正
主题。本来整个构思和叙述过程都超棒，完全是诗意的大手笔，到被丽塔（女人）诱惑而去寻求女性
保护这一部分为止都符合尼金斯基式的悲剧路线，却在第五卷突然拐到失忆和第三者上去了，真是可
惜，可惜，可惜⋯⋯
6、佳吉列夫，尼金斯基。
赤之神纹，槙原萤。
舞舞舞，神的孩子全跳舞。在希腊万神庙跳狄俄尼索斯之舞《芭蕾一世情》；
在神社庄严祭祖《水果篮子》《元气少女》；衔金枝衬着波斯帝国余辉跳舞《帝国迷情》；在剧场不
疯魔不成活《赤之神纹》。如果凤舞朱明能来上一段该多好。目前是当众人面变身肥鸟过，健身康泰
舞，也算够本嘤。
7、非常出色的画面表现与剧情，感人至深
8、因为太哲学所以受众少。关于灵魂和肉体的探讨。最后的第三者是个烂尾。
9、当然是長鴻的，那个旧的舞者之星应该找不到了吧⋯⋯
    它既然标题为ニジンスキー寓话（尼金斯基的寓言），当然会引起读者和原型进行比较；鲁西夫不
是尼金斯基，杰恩当然更不是佳吉列夫，如果按原型来画的话那没人会想看吧，某种意义上是老师把
对象进行理想化塑造了⋯⋯
    它的结局的确是有点辜负了前面的过高期待，第一，这个故事的漏点就是当年把尼金斯基从佳吉列
夫身边抢走的是罗末娜，第二剧『一个男人之死』演的也是如此，按理拆散杰恩跟鲁西夫也该是个女
人，但最后把他们分开却是个男人⋯⋯虽然之前也有女人的插手的因素。第二就是的确生与死之舞太
玄虚了，作为谢幕重头戏却缺少对读者的冲击力⋯⋯
    我一直奇怪有吉老师为什么不属于24年组
10、虽说是经典，可是我怎么就~ 
难道是看的四拼一的盗版字太小累得。。。。
11、【5卷完结】
12、lucifer非nijinsky，两者不一样。加之lucifer的塑造过分单薄，很脱离现实的人物让人感情投放不进
来。到是配角的形象更深刻。看过别人把lucifer同jean两者与nijinsky同djaghilev两者间做比较什么的，
相当无语，相信这绝得不是作者的意图，至多两人的外部关系有借鉴那么下，但感情什么的完全不同
，实在没的好比的。
    漫画的艺术性无可挑剔，尤其是前三卷。只是结尾处理得不好，死神之舞后跳出佛学观来说实在，
很穿越。但它还是冷门得不应该啊，还是说是真就生不逢时？80年代的漫画已进入产业化，重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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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一世情》

重通俗性。观众要看更能鼓舞他们的东西,如老师的代表作SWAN那样的。这种纯文学的显然不太有市
场。但要说它的杀伤力是够和24年组匹敌了，好在没像风木和日出处那样让人在看完崩溃。
    千流瀑你看的是什么版本的？
13、分镜流畅，极具电影感；人物形体精准；故事充满张力，虽然结尾弱了一点，但瑕不掩瑜。
14、真令人揪心啊！看到第四本坑了，哪都找不到五六
15、6卷，当那份“柔”着重用在男人身上，便成就了一种刚柔并济的悲剧姿态
16、好看~！！！！！
17、本来选择了一个很好的题材，却被混乱的讲述和分镜给毁了。有吉京子没有进入24年组是有原因
的。
18、怎么没赶上？有吉京子是1950年出生的，71年就出道了
19、前三卷还行⋯⋯⋯有股别扭感⋯⋯⋯不过有探讨舞蹈艺术⋯⋯当然也有艺术化夸张的成分⋯⋯⋯
20、能转载不？
21、“ 一定会再度重逢的，无论多少次，我都会再去见你—— ”
22、比《赤之神纹》还是欠点火候~编舞者照应榛原大神~年轻舞者照应有自主破坏意识的萤~
23、其實買這套真的很意外。莫名其妙最近突然去回顧以前看的芭蕾漫發現有吉老師有這套漏看，如
果我小時侯來看這套未必會喜歡。翻了幾頁後決定把他買下來。他並不是在描寫Nijinsky的人生(或同
人)，只是藉由Nijinsky這樣一個楔子，來帶出 Lucifer and Jean『舞者』與『編舞家』 他們之間身體靈魂
對互相渴求那種碰撞出的火花，我很喜歡。只是冷門加上文學味較濃，他並不算是一般的BL，不浪漫
不激情，就我覺得在創作當中是非常浪漫而且一定有激情出現。以NIjinsky為背景就註定是悲劇收場，
如果不是對芭蕾有興趣我想會比較難被腐女接受，而且這套有吉老師對人物的處理成熟很多而且很多
畫面都很有張力，。結局是真的感覺比較倉促，不過對我來說還是一部很棒的作品。非常喜歡。缺點
就是翻譯名真芭樂。
24、放到现在来看依然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很有艺术感！
25、哇塞！作者探论得深刻啊深刻,鲁西夫和杰恩其实是一体的，他们都能自发的了解存在的本质，但
是鲁西夫仅仅是去感受，并没像杰恩一样“清晰”，所以冲突不断呀。作者那时的感受状况很敏锐吧
。看完了就感慨要是没有人创作出这些美丽的作品我还怎么看到这么高妙的东西啊

26、这。。不要当尼金斯基的诠释作品看。基本上鲁西夫是另外一个舞者了。应该是画风的原因，第
一本从开始到结束都太快了，冲突冲突冲突，一直是冲突，跟露露的恋情插曲应该是最为平和的一段
、无争无求，但还是没感觉到画面平静感。这种画风。。说实话以“不只让舞台，连同观众一起身体
化”这样对尼基斯基的描写来看，作者的确也无法“让画风跟情绪节奏一体化”，明智地省去了鲁西
夫的浮士德。当然我这样要求严苛了，对作者能深刻描写舞蹈艺术没有异议，所有靠近模仿偶像的做
法我觉得只得都算是假说。
27、。。。。。。。。。。。。。。。。。。。。。。
    那不是跟竹宫同辈的嘛。那真是悲剧了||||| 24年组里名单没提到她只能说明她算不上那时的领军人物
。还真是彻底被埋没了。
28、　　       以舞者和编舞者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在同性／共鸣／最终创作／生命原质／死亡间纠缠
而出的不安的，诡谲的生死交欢。
　　    
　　    正如它日文原名：ニジンスキー寓话（尼金斯基的寓言），藉由尼金斯基的死亡为主线铺路，
展现编舞者跟舞者、肉体与精神；灵魂对灵魂、男人对男人的互相渴求。
　　
　　    这部作品充斥着强烈的艺术感，不是徒具其表而是形而上的言说，而是带领读者从内部去体会
何谓真正艺术。而且无法想象居然开掘到了如此深度，这般呕心沥血。有吉京子老师以其深厚的现代
舞蹈的理解力直达艺术创造的核心，给读者铺开进入艺术更高层次的大道，探索艺术家创作的伟大精
神，抵达天人合一的至境。
　　
　　    意识有沒有可能穿透有限的肉体,让能量充盈舞台，达至体验宇宙的伟大意识，与大千世界合一
之境。所谓梦幻天才，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不必观照世间从心中自然而然，从一无所有创造出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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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一世情》

所无法梦想的伟大作品。这只属于是少数天才的权利。这部漫画的母题就是「创作」与「自我」。我
们在阅读过程中也随之被吸进了小宇宙中，体验他们的生死爱欲。  
　　    
　　    有吉老师准确抓住了尼金斯基超然而又孩子气的特质，在鲁西夫身上重现出来：天才，神与孩
子的综合体，骨子里天生就是舞蹈，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也不愿理解世人——只为自己而跳舞；而杰
恩则是同样孤高的天才，疯狂追求完美魔鬼般的编舞家。精神与形体、理智与情感、概念与表現、支
配与被支配⋯⋯故事中的两人存在著如此奇妙的对照意味,卻又不可避免他们注定相连相呼应的灵魂呼
唤。
　　
　　    他和他是镜与影，是肉与灵，是魔鬼与天使，是男人与女人⋯⋯。 
　　
　　    尼金斯基最终逸出现实陷入疯狂，而故事中的主角,最末终于了解到生命和艺术的真意,就算已面
对死亡,亦了无遗憾！
　　    
　　    兩位男主角杰恩跟鲁西夫之間那超越了一切存在的感情，是来自前世宿命吗？掩卷总令人无限
唏嘘。
　　
　　    大师八十年代的杰作，艺术性太高了⋯⋯，屡次推广都要感叹真是太冷僻了，我认为它至少应
该和风与木之诗还有日出处天子一样红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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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一世情》

精彩书评

1、以舞者和编舞者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在同性／共鸣／最终创作／生命原质／死亡间纠缠而出的
不安的，诡谲的生死交欢。正如它日文原名：ニジンスキー寓话（尼金斯基的寓言），藉由尼金斯基
的死亡为主线铺路，展现编舞者跟舞者、肉体与精神；灵魂对灵魂、男人对男人的互相渴求。这部作
品充斥着强烈的艺术感，不是徒具其表而是形而上的言说，而是带领读者从内部去体会何谓真正艺术
。而且无法想象居然开掘到了如此深度，这般呕心沥血。有吉京子老师以其深厚的现代舞蹈的理解力
直达艺术创造的核心，给读者铺开进入艺术更高层次的大道，探索艺术家创作的伟大精神，抵达天人
合一的至境。意识有沒有可能穿透有限的肉体,让能量充盈舞台，达至体验宇宙的伟大意识，与大千世
界合一之境。所谓梦幻天才，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不必观照世间从心中自然而然，从一无所有创造
出世人所无法梦想的伟大作品。这只属于是少数天才的权利。这部漫画的母题就是「创作」与「自我
」。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也随之被吸进了小宇宙中，体验他们的生死爱欲。  有吉老师准确抓住了尼金
斯基超然而又孩子气的特质，在鲁西夫身上重现出来：天才，神与孩子的综合体，骨子里天生就是舞
蹈，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也不愿理解世人——只为自己而跳舞；而杰恩则是同样孤高的天才，疯狂追
求完美魔鬼般的编舞家。精神与形体、理智与情感、概念与表現、支配与被支配⋯⋯故事中的两人存
在著如此奇妙的对照意味,卻又不可避免他们注定相连相呼应的灵魂呼唤。他和他是镜与影，是肉与灵
，是魔鬼与天使，是男人与女人⋯⋯。 尼金斯基最终逸出现实陷入疯狂，而故事中的主角,最末终于
了解到生命和艺术的真意,就算已面对死亡,亦了无遗憾！兩位男主角杰恩跟鲁西夫之間那超越了一切
存在的感情，是来自前世宿命吗？掩卷总令人无限唏嘘。大师八十年代的杰作，艺术性太高了⋯⋯，
屡次推广都要感叹真是太冷僻了，我认为它至少应该和风与木之诗还有日出处天子一样红才对。
2、最后的第三者米歇尔是个烂尾，而且由他来充当悲剧的推手是没能抓住尼金斯基悲剧的真正主题
。本来整个构思和叙述过程都超棒，完全是诗意的大手笔，到被丽塔（女人）诱惑而去寻求女性保护
这一部分为止都符合尼金斯基式的悲剧路线，却在第五卷突然拐到失忆和第三者上去了，真是可惜，
可惜，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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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一世情》

章节试读

1、《芭蕾一世情》的笔记-第141页

        我。。。不想被人爱。
有谁为了我而活，会让我觉得疲累，无法跳舞。
我，除了自己，无法再承受其他的事物。我所需要的就只有跳舞。。。就像人需要食物。
我要呼吸的话，就要跳舞。不跳舞的话，我会窒息，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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