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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姿流韵》

前言

艺术欣赏活动，就其本性而言，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舞蹈欣赏作为艺术欣赏的一类，当然也是如此
。对于人的实践活动，我们已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其一，人的实践活动可以总分为物质生产的实
践和精神生产的实践两大类，包括舞蹈欣赏在内的艺术欣赏活动，属于人的精神生产实践也即人的认
识实践。其二，人的实际活动之不可或缺的三要素是实践主体、实践工具和实践对象。舞蹈欣赏的对
象当然就是各式各样、多彩多姿的舞蹈；其实践工具主要是人的视觉器官，同时还有人的听觉器官以
及内部感觉器官中的运动觉、平衡觉参与；至于舞蹈欣赏的主体，不言而喻，就是舞蹈欣赏者本身了
。作为一种认识实践的舞蹈欣赏，一方面随着欣赏对象——舞蹈的发展而深化，另一方面也随着欣赏
主体感知器官的发达而强化。而事实上，舞蹈欣赏在其漫长历史进程中完成的实质性转变，是由“体
悟”到“观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舞蹈的原始发生期，舞蹈欣赏者必须投身到舞蹈的行列中，通
过动态的参与才能产生欣赏的快感；那时的“欣赏”主要是由生理运动而引起心理变化，将个体投入
到整个部族的“神密舞圈”中来“体悟”。逐渐地，不断发生着的社会大分工使舞蹈者和舞蹈欣赏者
分离开来，舞蹈欣赏由参与的“体悟”走向保持一定距离的“观赏”。这种“观赏”即使再投入，一
般也不会伴随肢体的运动，而是如人们常说的“目不转睛”。所以我们在口语称“舞蹈欣赏”为“看
舞蹈”。“看舞蹈”或者说“舞蹈欣赏”可能包含着欣赏者多重的动机：比如通过舞蹈反映的社会生
活来认识社会；或者是通过舞蹈所寄寓的道德感、哲理性、文化观来接受某种教育；但更主要的动机
，无疑是欣赏舞蹈本身——欣赏作为一种艺术乃至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舞蹈，欣赏舞蹈对社会的特有
反映或反应方式，欣赏舞蹈中所体现的舞蹈家的美好情操和高尚人格。在感性化的表述中，我们笼而
统之地把这叫做“舞蹈审美”。“舞蹈审美”是舞蹈欣赏这一认识实践的主导动机；那么，我们该如
何来理解“舞蹈美”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欣赏过程中，舞蹈美是对象的存在；主体的意
识在感知到舞蹈美后，产生的是舞蹈美感。也就是说，舞蹈美与舞蹈美感的关系，即存在和意识的关
系。舞蹈美是舞蹈美感产生的前提，正如舞蹈的存在是舞蹈欣赏的前提一样。需要指出的是，舞蹈美
作为舞蹈欣赏的对象来说属于具体的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阶层的范畴；因此，舞蹈欣赏美感的
产生，除以舞蹈美的存在为必要前提外，还需要欣赏者具有一定的舞蹈文化素养，包括历史文化的、
地域文化的、民族文化的和阶层文化的素养。这当然就意味着“舞蹈审美”的发生是不能脱离“舞蹈
文化”而独立存在的；舞蹈文化素养的高低决定着舞蹈审美品位的高低。为着提高我们的舞蹈审美能
力，我们要从夯实舞蹈的文化基础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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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欣赏舞蹈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舞蹈的原始发生期，舞蹈欣赏者必须须投身到舞蹈行列中，通过
动态的参与才能产生欣赏的快感，而现在，我们只是在“看”舞蹈，我们失去了这样一种“体悟”人
生的机会。本书会告诉你，舞蹈是怎样起源的，中国的舞蹈与西方的芭蕾有什么区别，关于欣赏舞蹈
，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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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动觉经验到动态意象
第二章 从民俗舞蹈到雅士舞蹈
第三章 从民族传统到国家象征
第四章 从风格展览到动作设计
第五章 从舞蹈诗到舞蹈戏剧
第六章 从舞蹈文化到舞蹈审美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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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说舞蹈是“非尘世和超人的活动”，主要是将对舞蹈的认识从“实际活动”迁移到“审美活动
”中。就这一方面而言，恩斯特·格罗塞不仅从功能的视角论述了原始舞蹈具有“高度实际的和文化
的意义”，而且也谈到了“规则动作”对于舞蹈作为“审美活动”的意义。当然，库尔特·萨克斯从
“纯生理现实开始”的研究为我们认识作为“审美活动”的舞蹈的形态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看法。舞蹈
作为一门艺术，不仅经由了“实际活动”向“审美活动”的过渡，不仅经由了“动觉经验”向“动态
意象”的转换，而且如库尔特·萨克斯在《世界舞蹈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原始社会的人类
生活与古代文明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比舞蹈更具有重要性的事物；舞蹈不是一种仅为人们所容
忍的消遣，而是全部落一种很严肃的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生活里，没有任何场合离得开舞蹈。生育
、割包皮、少女献身祭神、婚丧、播种、收割、庆祝酋长就职、狩猎、战争、宴会、月亮盈与蚀、病
患——在所有这些场合，都需要舞蹈。”对此，萨克斯认为：“舞蹈是拔高了的简朴生活——这种说
法道出了舞蹈固有的全部特征和最完整的涵义⋯⋯因此从确实的意义来讲，定义‘舞蹈’不可能比‘
有节奏的活动’更严谨。这个定义所缺的是把其他有节奏的活动也包括进去了，比如跑步、划船、转
动手柄、踩脚板等⋯⋯因此还是让我们把舞蹈看成是与劳动项目无关的有节奏的活动。”（一）舞蹈
动作的特质是在动作节奏的调整库尔特·萨克斯用“有节奏的活动”来定义从原始人简朴生活中“拔
高”了的舞蹈；恩斯特·格罗塞则将这因“审美”而“拔高”的舞蹈归结为“激烈的动作少而规则的
动作多”。相对于“激烈”而言的“规则”首先指的是“动作的节奏”。格罗塞认为：“舞蹈的特质
是在动作节奏的调整，没有一种舞蹈是没有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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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舞蹈文化与舞蹈审美”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它对于我的写作的难度还不仅仅在于众多芜杂材料的梳
理，更在于一个逻辑框架的建构。对于这样一部作为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中的舞蹈美育教材，我
可以负责地说，它对“舞蹈文化与舞蹈审美”的阐述是全面而深入的。大约在1982年，我撰写了一篇
上万字的舞蹈与书法艺术比较的论文，初步引起了舞坛的关注；次年，刊登这篇论文的《舞蹈论丛》
将我以“舞蹈论坛新人”推出。1985年，我考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在新舞蹈创始人吴晓邦先
生的门下攻读舞蹈史论硕士学位，1988年分配到北京舞蹈学院执教；在舞院执教的12个年头中，我撰
写的专著有《中国古典舞与雅士文化》、《中外舞蹈思想教程》、《舞蹈形态学》等；同时，与彭松
先生共同主编了《中国古代舞蹈史纲》，独立选编了《舞蹈编导教学参考资料》、《舞蹈表演教学参
考资料》和《中国舞蹈教学参考资料》。自1982年以来，写过论文和评论已难以计数，仅被《中国人
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音乐舞蹈卷》全文转载的就有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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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姿流韵:舞蹈文化与舞蹈审美》：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高等学校美育教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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