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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本刊近两年“艺术学沙龙”栏目的开辟与进展，2009年1月30日（即农历正月初

五），在香山·四季御园又迎来了第三次学术交流活动，出席这次活动的专家学者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常务

副院长彭吉象教授、北京舞蹈学院吕艺生教授和平心教授，另有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记录整理工作。本

次沙龙的主题是“舞蹈美学”。谈话首先涉及舞蹈美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其次探讨了法国新古典主义

及启蒙运动与芭蕾舞和舞蹈美学的关系问题；最后讨论了德国古典美学及浪漫主义与舞蹈美学的关系问题。

内容涉及舞蹈的叙事与抒情的历史，再现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关系，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问题等。对舞蹈创

作与批评可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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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吉象，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吕艺生，男，北京舞蹈

学院教授，原北京舞蹈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平心，男，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本刊常务副主编，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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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从舞蹈美学的本体论谈起 

平心教授（以下简称平）：最近，吕艺生教授见我必谈美学，比如康德的美学观点、黑格尔的美学思

想、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等等。他甚至说，这些问题没人可聊。于是2007年他就找彭教授聊了聊；2008年我

和彭教授接着聊；2009年吕教授早就提议：今年是不是该咱们三个人聊了(如同“锵锵三人行”)。当然，我

们都是“不聊无聊，无聊不聊”！正如彭老师在去年这个艺术学沙龙中所说：“莫道闲聊是闲聊，闲聊能出

新思潮！”现在，我才明白，吕艺生教授之所以要和我们聊美学，是因为他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舞蹈美

学，对此，他早在《舞蹈学导论》一书中就有所涉及。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吕艺生教授今年又在学院

和北京市科研基地与科技创新项目中立了一个重大科研项目：舞蹈美学研究，并计划出版《舞蹈美学》一

书。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吕艺生教授（以下简称吕）：都是兴致所至，今天能再次交流甚感荣幸！时至今日，国内外虽然也出版

过几本舞蹈美学著作，但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其他艺术门类在美学著作中多有涉及，比

如音乐在美学中经常被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不能说已经自成体系。美术在美学中提到的较多，其中有一点是

因为艺术一词的英文单词art，就是专指美术，即美术与艺术是等同的。但作为母系统之下的子系统舞蹈艺

术，在美学中的发展却很落后。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舞蹈是含有美学要素的。 

为什么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家都忽视了舞蹈呢？人们最感遗憾的是德国古典美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在他的巨

著《美学》中也不谈舞蹈。有个加拿大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舞蹈艺术尚不成熟。我倒觉得黑格尔的美学

是强调理念和精神因素的。他认为舞蹈缺乏理念和理性，因此他基本上不谈舞蹈，最多也只是在讲述音乐时

提及舞蹈。 

彭吉象教授（以下简称彭）：我在这里补充一点：黑格尔认为，艺术越往前发展，精神的因素越上升，

物质的因素越下降。众所周知，舞蹈的基础是人体，并完全依赖作为物质的人体。基于这一观点，在他的书

中很少谈到舞蹈艺术。他认为，宗教高于艺术。宗教是纯粹精神现象，完全摆脱物质的束缚。正因为如此，

受物质局限的舞蹈艺术，就与黑格尔的美学思考失之交臂。黑格尔认为在艺术领域中，精神是高于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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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看来，这一理念未必正确，尤其是20世纪以来，艺术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恰恰证明了黑格尔的

看法是错误的。20世纪出现的电视艺术和电影艺术，不但依赖物质，而且极其依赖科技。未来将要诞生的第

九艺术更是如此。 

吕：其实，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就产生了美的意识，并依照美的理念，创造了人类早期文明的艺术。到了

黑格尔所生活的时代，前人已经留下了许多人类文明的思想与艺术美的观念可供继承和发展。继承前人丰富

的文明硕果，是当下进行实践的基础与前提。黑格尔的理念之精华正是在于：一方面，他认为实践是不可或

缺的，当代的艺术家们进行美的创造，同样需要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

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关于美的理念要在感性的表达中显现。这就是他关于艺术美的辩证法思想，是非常重要

的美学财富。 

此外，我认为，研究舞蹈美学还要关注一下西方现代美学。上世纪初，克罗齐提出表现主义，强调艺术

的内容美。而与之相对应的美学流派，俄国的形式主义算是一个典型，它也强调艺术的形式美。过去关于艺

术美的讨论中，我们常常认为内容决定形式，一谈形式主义就好像偏离了方向。实际上，俄国的形式主义，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在形式，而是承载思想内容的必要条件。在文学领域中形式被归结为本体，本体指的

就是语言，是承载文学思想的语言。因此，文学的本体可以看作是文学的语言。过去，中国舞蹈界由于大量

地接受苏联传统思想，认为内容决定形式，所以一直不敢谈形式。后来接受了贝尔“有意味的形式”，我们

才从80年代开始敢于谈形式。 

在8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80年代:舞蹈本体意识的苏醒》。文章中提到的“本体意识”是指当时大

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的舞蹈的身体语言，也就是舞蹈的动作。这是认识上的进步，大家的视点从开始对舞蹈的

表现内容和主题的挖掘，转向关注舞蹈动作的内涵。到了90年代，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90年代:舞蹈本体

意识的认同》，就是对舞蹈本体的认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如果要研究舞蹈美学，不研究舞蹈自身的动作，

就不能称之为舞蹈艺术的本体研究，更不能说是舞蹈美学。[1]就像语言之于诗歌与文学，如果抛开语言的

研究就不能称之为是诗歌与文学的研究。就像节奏、旋律、和声之于音乐，如果没有了节奏、旋律、和声的

分析就不能称之为音乐的探索。同样，如果剥离了舞蹈动作，舞蹈就不再是舞蹈，而归属于其他的艺术门类

了。经过这样的思考，舞蹈本体的研究核心才正式被确立为舞蹈身体语言，即舞蹈动作。从西方美学来看，

虽然黑格尔的美学很少涉及舞蹈，可是舞蹈和现代美学之间的联系还是十分紧密的。西方的符号学、心理学

常谈及舞蹈，其实谈的就是舞蹈形式美。舞蹈动作这一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有形式，是一种语言和符

号，本身就有极高的审美意义与价值。由此可以看出，离开了动作的形式，舞蹈美学也就无从谈起。 

18世纪，西方舞蹈出现了浪漫主义。这一思潮虽然继承了前人艺术“模仿说”的理念，却超越了现实模

仿的局限而加入了理想与幻想的成分，实现了艺术从“再现”现实世界跨越到“表现”人本的历史使命。可

以说，浪漫主义强调的是艺术的表现性，而后出现的表现主义正是对这一思潮的理论总结。艺术史上，克罗

齐提出表现主义美学。舞蹈史上，恰好魏格曼也打出了表现主义的大旗：舞蹈在于表现，而拙于再现。过去

舞蹈界普遍认为舞蹈艺术长于抒情，拙于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接触到了交响编舞法后，更加体会

到舞蹈的表现性比再现性更强，也就是抒情性比叙事性更显著。无论是魏格曼提出的表现性，还是我们常说

的抒情性，对于舞蹈艺术特点的认识在90年代更加趋于一致。沿着这样一条思路来谈舞蹈美学，你们觉得如

何？ 

平：欧建平研究员在为林君桓的《当代舞蹈美学》一书作的序言中说，“舞蹈美学”历来被尊崇为舞蹈

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但敢于冠以《舞蹈美学》的著作却凤毛麟角。其难点就在于舞蹈不同于其他姊妹艺术的

特点是人体与生理心理的关系的奥秘的破解。对此，我在拙著《舞蹈心理学》第一章(舞蹈本体与心理距离)
开篇绪言中就曾明确提出：“在诸多的艺术门类中，舞蹈可能是与心理学关系最近的一门艺术，因为人的身

心关系太近了;因此，舞蹈是用身心关系来表现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的艺术形式，身体只是舞蹈的物质

载体，而心理却是舞蹈有意味的形式（内容和形式）；身心关系正是舞蹈本体论、舞蹈心理学和舞蹈学共同

的研究对象。”[2（]p1）在该书中，我还提出：“舞蹈作为艺术之母的首要依据就在于舞蹈是一种动觉艺

术。舞蹈不同于美术（视觉艺术）和音乐（听觉艺术）。视觉的感受器是眼睛，听觉的感受器是耳蜗，动觉

的感受器是肌肉里的肌梭、肌腱里的腱梭和关节里的关节小体。动觉是一种本体感觉，本体感觉除动觉外，

还有静觉，静觉又叫平衡觉，静觉的感受器是耳蜗里的三根半规管，动觉的高级中枢在大脑皮层静觉的高级

中枢是小脑。舞蹈心理学必须以舞蹈本体论为基础，以舞蹈动作、动觉和身心关系为依据。”[2]（p10）这

不知是不是破解了上述奥秘，但希望对您的舞蹈美学研究和建构有所帮助。关于舞蹈的再现性与表现性问题

我一会儿再谈，现在请彭老师发表意见。 

彭：今天非常高兴听到吕教授已经开始研究舞蹈美学问题了，您这一想法是在把舞蹈理论朝着更高的艺

术方向发展，其终点必然是建立舞蹈美学的科学体系。舞蹈学学科建设问题，这是去年谈论过的，今年再深



入一些。在前年我就建议过吕艺生教授挑头建立舞蹈美学，当然也包括舞蹈学。这两个学科是姊妹学科，就

我个人来说，是先学美学，再去搞艺术学。当然对于舞蹈来说，也可以先从舞蹈学入手，再来搞舞蹈美学，

这样倒过来也是一样的，因为两个学科，相辅相成。就像艺术学和美学一样，它们是姊妹关系，美学是姐

姐，艺术学是妹妹。从这两门正式学科的诞生来看，1750年鲍姆嘉通正式创建的美学，先于艺术学学科的

建立。艺术学是19世纪末德国的一批艺术学家强烈要求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3]。吕艺生教授先从舞

蹈学入手再到舞蹈美学，这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很钦佩。 

首先，我想谈谈研究舞蹈学和舞蹈美学的特点。舞蹈艺术最大的特点是以人体为表现媒介，艺术家和艺

术作品是同一的，这一点不同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在其他的艺术门类中，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是分开的。比

如绘画，大家去欣赏绘画作品展，画家是可以不到场的。舞蹈却不同，舞蹈作品展示的时候舞者必须在场。

这正是舞蹈独特之处，即舞者和舞蹈作品的“现在进行时”。可见，在绘画艺术中，画家是艺术家，而绘画

本身是艺术作品，两者是分开的。但是，在舞蹈艺术中，舞蹈家既是艺术家又是艺术品。 

还有一点，舞蹈欣赏也很独特，也印证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同形同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为什么有

些艺术作品特别能打动观众呢？是因为作品的内在结构跟人的心理结构完全同形同构，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欣赏舞蹈时，确实跟别的艺术不一样，看到演员跳舞，自己确实有一种内模仿的感觉，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在

动，就像平教授讲的动觉。阿恩海姆提出的“同形同构”，到底如何同形同构，舞蹈就是个突破点，这又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建议就是希望吕艺生教授在做舞蹈学和舞蹈美学课题之余，还能花一部分时间来研究中国舞蹈学

和中国舞蹈美学。因为现在所有艺术学院的学生都有这样两个通病：重实践，轻理论；重视西方理论，轻视

中国理论。其实中国艺术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念。我在《中国艺术学》一书中，用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

禅宗美学这三家美学作为其基础，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学完全有自己的体系。在研究艺术学体系时，一方面要

吸收西方现当代的理念，同时另一方面要吸收中国古代的理念，要把这两条线打通。西方古典艺术强调再

现、模仿、写实。比如19世纪以前的绘画，非常逼真，就像朱光潜先生说的：“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在西方

雄霸了两千年。”中国古代艺术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比如中国古代的唐诗、宋词、元曲、国画、音

乐、舞蹈、戏曲等等，都在抒情、表现、言志。因为中西两个文化的源头不同，西方文化是源于古希腊的叙

事文学，而中国的文化是源于黄河流域的《诗经》和长江流域的《楚辞》这样的抒情文学。这非常值得舞蹈

界来研究，尤其中国古代舞蹈，最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特点。[4] 

当然，近代中国舞蹈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美学学会会长今道友信先生说：“近代东方和西方的艺术在

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发生了逆转。”西方传统的文学艺术是再现、模仿、写实的，到了现当代恰恰变成了表

现。这是因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崛起，而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是表现、抒情、言志的。到新中国成立以

后，由于学习了苏联，反而变成模仿论占上风，就像前面吕艺生教授提到的，因为中国学习了苏联，强调了

艺术来源于生活，一定要模仿。艺术是要强调来源于生活，艺术是需要再现的，但同时也需要表现。 

在去年的沙龙谈话中，我们也探讨了《文艺心理学》和《舞蹈心理学》。根据亚里士多德“本体论”，

美学体系中的“心理距离说”和“移情说”等思想，平教授在舞蹈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是非常可贵

的。首先，这里提到的舞蹈本体是舞蹈动作本身，这一观点直接将舞蹈的基本构成要素提出来，平教授的

《舞蹈心理学》也是从此开始深掘，这都抓住了舞蹈本体与心理是以动作感觉作为基础的，这很好！ 

吕：是的，心理学的知识可引导着我们如何去进行美的活动和体验。就拿欣赏香山红叶来说吧：这一体

验是通过对层叠有致的红叶颜色、形状进行感觉而得来的。但红叶之美，并不仅仅在于叶子本身的颜色、形

状，而是在于由红叶的外在特征所引起的心理感觉。香山的红叶所呈现的色彩及形状合乎美的规律，才让我

们产生了审美的心理活动。假如单就一片红叶来说，只会令人感到颜色的单一、形状的常见与普通。而如此

大范围的红叶，如同层林尽染，易使人联想到热情、红似火等情感和色觉上的共鸣；其次，意境也很重要，

在香山上俯身或是仰视看到漫山遍野的红叶时，我们看着巍峨的山，呼吸着新鲜空气，身处于自然之境中，

我们投怀于这样的环境中去欣赏红叶，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所创立的实验美学中将美

的欣赏认为是一种完整的经验；心理学美学则认为不同的颜色能够带给人不同的心理反应，这是移情作用导

致的。[5]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美学能够让我们通过各种事物感知美的原因吧——如果丢掉了前人的研究成

果，我们的“美学”从哪里来？！ 

彭：您谈到的“美”这一主题很切合当今时代的问题。人不能只有工作，只在物质方面无止境地获取，

精神生活才能够使人们的生命更加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根据经济学的恩格尔定理，消费者的总收入越

高，用于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就越小，用于其他消费包括文化消费的支出就越多（见《北大文化产业前沿报

告》2004年版）。从这一点来看，目前已经达到了文化消费的水平，而关于人类文化、精神活动的体验，

还需要美学方法的引导和运用。我们去做美学的工作，正是为了将美学运用到文化艺术当中，使人人都能享



文化之乐。另外，欲对舞蹈美学做出研究，就要从舞蹈的本体——动作本身作为切入点。我在《艺术概论》

课上对《拉奥孔》做了关于“这幅雕像的造型是如何表现的”的分析：在这幅雕塑中，拉奥孔的整个身体呈

向左侧并高举手臂的体势，其中一只脚位在右侧，整个身体和自己的子女都被两条毒蛇缠绕。这一体势是静

中有动的感觉，由于极力挣脱毒蛇缠绕的身体，它形成了一个即将到达高潮的瞬间景象，也是能激发想象力

的最佳时刻。再如，温克尔曼在看到“维纳斯”女神像之后，称其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都是由

于想象所引起的心理感觉。我觉得舞蹈也是，需要具备丰富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和欣赏。任何艺术越能调动人

的想象力，就越成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成立的“比较艺术系”，主要是对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进行比

较。在艺术学中尤其要用到这一方法，比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芭蕾舞剧版本之间的比较、话剧

《雷雨》和芭蕾舞剧《雷雨》以及现代舞作品《雷和雨》、古典舞作品《繁漪·药》之间的比较。这有助于

分析出不同艺术语言在美学基础下的不同特征。这既是艺术美学的关键，也是舞蹈美学所应借鉴的方法。现

在较为成熟的美学体系，完全可以作为舞蹈美学研究的思想基础。美学是先于艺术学的，美学是1750年正

式诞生的，而艺术学成为正式学科是在19世纪末叶，跨了一个多世纪，艺术学科的成熟为我们在做艺术的诸

多工作上带来了质变；而且，艺术学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艺术美——舞蹈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学科。 

第二部分:关于舞蹈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吕：舞蹈美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需要的是科学方法论的帮助，美学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论，而且美学

体系中的很多思想对舞蹈美学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了科学的方法，舞蹈美学才能够正确地展开研究。 

彭：朱光潜先生认为美学的发展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舞蹈学科建设也正是如此。这些科学的方法无疑使

我们在舞蹈美学建设上有了更多的思考。对于舞蹈美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舞蹈元素的分析着手。像平教授关

于舞蹈本体：动觉的研究和静觉的研究，就是舞蹈解构后的研究实例。在《舞蹈学导论》和《舞蹈心理学》

等舞蹈理论著作中，有许多不同的舞蹈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视角。在今后的舞蹈美学探索中，这些成果可

以给予我们启发与借鉴，它们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到位的理解舞蹈美及其特质，并有助于形成系统的舞蹈美

学研究理论。 

在这里我来介绍一下艺术学研究的方法，仅供舞蹈学研究参考。艺术学研究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借

用文学研究的方法，文学分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艺术就可以是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

那么舞蹈也就可以分为舞蹈理论、舞蹈史和舞蹈批评。 

第二种方法就是将艺术分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鉴赏。在艺术创作中要研究艺术家和艺术创作心

理等等，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包括艺术流派、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潮，舞蹈也可以这样来研究。在艺术作

品中有很多内容要研究，任何一个艺术作品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艺术语言，二是艺术形象，三是艺术

意蕴。艺术的意蕴非常重要，这一点有点像黑格尔的“理念”和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黑格尔说：“意

蕴是深藏在作品中的东西……”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都是看到的，而艺术意蕴只能体会和感悟到，而不能看

到，是很难说清道明的，用陶渊明的诗来形容就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古今中外所有的经典作

品都是有艺术意蕴的。在艺术鉴赏中，欣赏和批评兼有，那么在舞蹈鉴赏中，平教授的舞蹈心理学就更加重

要了，鉴赏主要是心理学，另外重要的还有接受美学。当然我个人也发现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鉴赏是有

一个过程的。19世纪末的学者重点是在研究艺术家，到了20世纪中叶开始研究艺术作品，就是结构主义和

符号学，到了20世纪下半叶变成了艺术鉴赏，相继出现了德国的接受美学，从此就有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过

程。 

第三种方法就是艺术与其他学科结合，比如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管理学，艺术

教育学，艺术营销学，艺术传播学，艺术人类学。舞蹈同样可以像艺术学这样与其他学科交叉进行研究。

平：去年，我们主要谈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爱德华·布洛“心理距离说”。关于《舞蹈美

学》，我认为还是可以借鉴一下美国著名舞蹈美学家杰伊·弗里曼（Jay Freeman 1976）的《舞蹈美学》。

我们知道，弗里曼的《舞蹈美学》第一卷取名为《舞者与观众：审美距离说》，正如他自己在该书开篇——

“前言与致谢”中所说，该书“完全是围绕着‘心理距离说’对我的影响来建构的，这套理论是早些时候由

爱德华·布洛这位先生形成的，并取名为‘心理距离说’，我愿将本卷的内容默默地献给他”。[6]（p12）

尽管杰伊·弗里曼本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心理距离说”对舞蹈艺术和舞蹈美学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并且他还

把自己的舞蹈美学建立在这个“心理距离说”的基础上，但是，我认为弗里曼对于布洛的“心理距离”的理

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也就是说，心理距离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舞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这是一个关系

到舞蹈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 

正如我在《舞蹈心理学》中所说，“距离产生美的距离，并不是物理空间距离，而是心理距离，也就是

艺术形象即意象与具象或原型之间的距离，审美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艺术高于生活’的距

离！”同时在该书中我还提出，“心理距离说不仅涉及哲学和艺术上有关的身心关系、心物关系、主客关



系、存在与虚无、虚与实、理想与现实等重大理论问题，而且还将对于探讨各门艺术的本质与内涵、内容与

形式、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再现主义与表现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以及艺术创作的

成功与失败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价值”。[2]（p28-30） 

另外，我在该书中还说，“舞蹈的确不像美术和音乐那样使其作品随心所欲和超越时间、空间和现实，

舞蹈艺术及其作品的存在形式就是主体与客体、身体与心理的有机统一……这应该成为舞蹈学、舞蹈美学和

舞蹈心理学的一个特殊规律或第一原理。”[5]（p13）当然，我也正是根据这一原理来建立《舞蹈心理学》

的内容与体系的（参见该书的篇章结构及舞蹈的心理学分类方法）[2]（p15-18），这个体系不仅贯串了心

理距离说，而且也符合黑格尔的美学思想及艺术分类方法。希望与舞蹈美学共享与共勉。 

彭：好！我认为研究舞蹈美学，还可以借鉴苏珊·朗格的符号学美学，因为恐怕只有苏珊·朗格的美学著

作——《情感与形式》一书对舞蹈研究得最多且最深刻。 

吕：在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她对舞蹈谈得较多，这是令我为之欣慰的。但毕竟大多数

哲学、美学中对舞蹈的论述不多。不过，关于舞蹈美学的工作还需要我们舞蹈工作者继续努力去探索和开

掘。 

由于舞蹈的表现性和复杂性，苏珊·朗格认为“，舞蹈是遭到误解最多的艺术”。这与每一时代的人们

去看舞蹈的思想不尽相同也是大有关联的。诺维尔的作品在某一阶段也遭到过法国观众的拒绝，这其中的原

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舞剧表现出来的革新并没有受到守旧的舞蹈界的青睐（思想上的不接受），其次是由于

当时的法国舞坛仍然盛行宫廷芭蕾舞而受到影响。诺维尔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芭蕾舞独立出来，从此拥有了

自己的舞蹈形态和美学指引。 

第三部分:从法国新古典主义和芭蕾舞的诞生看舞蹈美学 

平：下面我想从笛卡尔和法国新古典主义谈谈芭蕾舞的诞生及舞蹈美学问题。朱光潜先生说，在文艺复

兴衰败之后，西方文化思想的中心和领导地位从意大利转到了法国，法国在十七世纪领导了欧洲新古典主义

运动，在十八世纪领导了西方启蒙运动。我们知道，文艺复兴的含意就是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灿烂文化与古

典精神，法国作为拉丁民族，是古罗马的后裔，法国新古典主义就是相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主义精神而

言的，是文艺复兴在法国的继续，是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的前奏。 

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首要代表人是笛卡尔，实际上笛卡尔也是近代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鼻祖。笛卡尔的主

要思想和观点是“身心二元论”和“我思故我在”。这个思想和观点扭转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向，即把哲学

研究从自然客体转移到了研究人的主体和心理世界;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个转折才诞生了近代英国经验主义

（重感性认识）和德国理性主义（重理性认识）及这两种认识论的长期斗争，这也促进了德国古典哲学与美

学及浪漫主义的诞生与发展。 

在对于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心理功能方面，笛卡尔本质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人的感性

经验都是靠不住和不确定的，都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唯有“我思”——我的思维即理性才是可靠的，才是不

能怀疑，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正如笛卡尔所说，如果作为主体的“我思”也是可以怀疑的，那么，这将是

自相矛盾的。没有“我思”：我的思维、思想、认识和主体意识，一切客观存在（客体）都将毫无意义和价

值。 

笛卡尔的思想和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心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实际上，笛卡尔的思想不仅标志着近代

心理学的实际的开端，他本人还是生理心理学及其反射学说的创始人。尽管笛卡尔否定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对

于艺术非常不利，但是他的理性主义却对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影响首先表现在法国随后的

启蒙运动三个代表人物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身上；其后还表现在后来三位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

鲍姆嘉通、康德、黑格尔身上;同时也表现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对于法国及西方各国学术和艺术的影响。这

第三点影响主要表现为从当时的文艺沙龙到法兰西（文学）学院（1 6 3 5）、绘画与雕塑学院（1648）、

皇家舞蹈学院（1661）和皇家音乐学院（1671）的建立。[7] 

芭蕾舞是西方的古典舞，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末期，诞生于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其标志是1581年由意

大利博若耶编导应邀在法国宫廷创作演出的《皇后喜剧芭蕾》和166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成立的皇家舞蹈

学院。我认为，这些都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及其对情感和想象的分析，亦即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的分析分不

开。 

彭：芭蕾舞发源于意大利，诞生在法国。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出现了两大理论阵营：一个是英国



的经验主义，一个是法国和德国的理性主义。这两派的对立是鲜明的，斗争是尖锐的。近代西方哲学史可以

说主要就是这两派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认识论上，其争论的焦点是经验派强调感性认识，理性

派强调理性认识；表现在方法论方面则为：经验派只用因果律来解释世界，而理性派则把原因、目的、科

学、概念和知识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对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文艺实践和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笛卡尔除了在哲学上

创立了理性主义之外，他还对人的情绪和想象作了分析和研究，并写过一本专门研究音乐的著作《论音

乐》。当然，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对芭蕾舞的规范和发展肯定也有深刻影响。 

吕：芭蕾舞的诞生和发展深受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流派的影响。最初芭蕾是以《王后喜剧芭蕾》作为开

端的。起初完全是各种艺术综合而成的，包括杂耍、哑剧等模仿性的各种表演，舞蹈只是穿插其中进行表演

（插舞）。路易十四建立第一所芭蕾舞学校后，才规范了芭蕾的基本技术：开、绷、直、立，将芭蕾设立为

独立系统建构的艺术形态。 

从路易十四到法国著名舞蹈改革家诺维尔的戏剧芭蕾(又称为情节芭蕾)的100年，是芭蕾舞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历史时期。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诺维尔这一芭蕾舞先驱人物，他的美学理论是尊崇模仿生活的，强调

舞蹈必须是对“大自然的忠实摹写”。在他看来，“大自然”即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实生活。诺维尔在17

49年被巴黎歌剧院选为芭蕾舞大师，并排演了他的第一部芭蕾舞作品《中国节日》。他创作的许多作品很遗

憾都没有保留下来，我们见到的只有他的学生创作的一部情节芭蕾《关不住的女儿》。诺维尔坚持走戏剧化

道路，这与他将芭蕾从歌剧里分离出来有关。 

我认为，诺维尔的主要功绩和意义就是他完成了西方芭蕾舞的独立与诞生，他应该是芭蕾舞这一艺术的

真正创始人，但是史书没有这样的认识和概括。 

平：我曾经研究过诺维尔促成舞蹈独立的原因和本质。我认为，在芭蕾舞的诞生与独立这个现象之背

后，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和原因，这就是我在新著《艺术心理学》和为舞蹈学研究生上课时提出的观点：任何

艺术和艺术作品都必须包含内容和形式两个因素，内容和形式是艺术的两大本体。形式主义美学只是看到了

艺术的形式美，表现主义美学却注重了艺术的内容和情感表现。早期的芭蕾只是纯粹的形式即动作技能技巧

等插舞和杂耍，诺维尔的舞蹈改革及其开创的情节芭蕾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为舞蹈注入了情节、情感、内容

和灵魂，从而促成了芭蕾舞及其舞剧的独立和发展。同时，西方芭蕾舞的诞生和独立本身就是文艺复兴、新

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产物。但是，诺维尔的问题是还没有摆脱古希腊的模仿与再现的古典主义窠臼。因为

舞蹈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长于抒情（表现），拙于叙事（再现）”。 

彭：作为美学思想的指引，我们更离不开对芭蕾舞剧作品的欣赏，最早的芭蕾舞作品《王后喜剧芭蕾》

在西方芭蕾史中仅有图片和文字记载。遗憾的是，我们见到的大都是浪漫时期以后的芭蕾舞作品，如《天鹅

湖》、《胡桃夹子》、《睡美人》等经典之作。从19世纪开始，芭蕾舞作品保留的剧目就比较多了。 

吕：关于芭蕾我们还需要深入探讨，除了芭蕾技术技巧外，我们也需要从西方美学思想入手。请允许我

先对平教授关于西方芭蕾的美学思想作回答。18世纪以前萌芽阶段的芭蕾舞并不是独立的舞蹈形态，是诺维

尔对芭蕾的积极革新使得芭蕾从歌剧的插舞表演中独立出来。诺维尔创新的戏剧芭蕾，其理论基础是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但是他不受“三一律”的约束，认为只要构思统一，各个场景协调一致，舞剧的

艺术效果就能够达到。 

第四部分：从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看舞蹈美学 

吕：19世纪初西方芭蕾舞出现了浪漫主义，也经历了100年。但理论上也同其他浪漫主义一样，讲的仍

是“模仿生活”，只不过借用了幻想和神话，有人说这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浪漫主义的理论总结人们却

是在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中找到了答案。 

平：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关系谈谈浪漫主义芭蕾和舞蹈美学问题。这个

问题需要首先弄清作为文化历史形态的浪漫主义运动（或思潮）与作为文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区

别。 

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形态的浪漫主义运动是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的，即1789年起到1848年止， 

其鼎盛时期是1790年-1832年。朱光潜先生认为，18世纪各国的启蒙运动在政治上都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

准备，在文艺上也为各国浪漫主义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

并成为文艺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参见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凌继尧《西方美学史》一



书干脆把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美学融为一体，并概括总结了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

政治大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

的陈旧的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8]

（p15） 

我认为，舞蹈艺术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虽然来得更加迟缓一些，但它却是深刻的、持久的和辉煌的，并成

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点。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紧随其后的浪漫主义芭蕾剧的开山之作《仙

女》（1832）的上演。芭蕾舞剧《仙女》虽然诞生在浪漫主义文艺思潮运动鼎盛期的尾声，但却是浪漫主

义芭蕾舞的先声和象征。尽管人类追求的理想和情感可能会成为幻想和泡影，就像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芭

蕾舞剧《仙女》一样，但是这个幻想和泡影却永远不会破灭！这就是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后来出现逃避现实、

崇尚自然以及浪漫主义芭蕾舞选择神话和童话的根源。 

另外，二位今天都是从黑格尔谈起的，现在让我们仍从黑格尔作结，算是首尾呼应吧！黑格尔是德国古

典哲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哲学》和《美学》（三卷四册）把康德的主观

精神发展到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他正是根据美的概念即理念和感性在作品中的关系和比重，把艺术分为三

个层次或三大类型：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 

对此，我在拙著《舞蹈心理学》一书中“关于舞蹈艺术的心理学分类方法”已经有所应用和体现。事实

上，《舞蹈心理学》的全部内容都体现了这个思想与方法，我的分类方法是把舞蹈从横向上分为思想类、感

情类和人格类等三大类，这是属于舞蹈分类的类型理论，并把各类舞蹈从纵向上进一步分为心理层、意识层

和精神层等。如感情类的舞蹈可以从纵向上分为情绪型、情感型和情操型等三种，思想类的舞蹈也可以从纵

向上分为感觉型、理智型和意象型等三种，人格类的舞蹈可以分为气质型、性格型和人格型等三种。这是属

于舞蹈分类的层次理论，其依据是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也符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古典美学。[2（]p15） 

以上关于舞蹈的心理学分类方法，对于舞蹈创作、选题（题材）与作品分析都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这里也希望能对舞蹈美学研究有所启发。同时，我认为上述分类方法也不影响新型艺术的诞生和发展。

比如舞蹈作为一门古老艺术，虽然非常依赖于物质和身体，但是今天却出现了电视舞蹈和媒体舞蹈艺术形

式。再如就电影而言，虽然非常依赖于技术和 

高科技，但是却可以进行拷贝并在网上传播。这些都说明，艺术的本质是精神，当它停留在康德的主观

精神（心理和意识）阶段时，仍有局限性，当它发展到墨格尔的客观精神阶段时，它就会超越身体和物质。 

下面，我想再谈一下心理学美学与舞蹈美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正好出现在从近代向现代、从浪漫主义

向表现主义的转折点上。朱光潜先生说，心理学美学的移情说盛行于19世纪，这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它是

浪漫主义运动的余波。[7]（p15） 

心理学美学的理论流派众多，其中主要包括费希纳的实验美学、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里普斯的

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模仿、浮龙·李的情绪模仿说、巴希的象征同情说、沃克特的突现说、康拉德·朗格的幻

觉说、元素主义心理学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美学等。 

我认为，心理学美学是近代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运动的继续和深化，是现代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的

先声和前奏。实际上，心理学美学正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和美学研究方向从客体向主体，从自然向心理，从外

部物质世界向内部精神世界转变的结果和结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学美学及其各个理论流派都是

浪漫主义的一部分，去年主要谈了浪漫的心理距离说，其实移情说却更加“浪漫”，尤其是它的物我同一、

天人合一以及万物有灵有情的意境，简直是浪漫主义的颠峰！ 

关于克罗齐的现代表现主义及“直觉即表现”的美学问题，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

一个专题，今天我们恐怕没有时间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了。最后，我想请彭老师谈谈舞蹈美学研究是否需要借

鉴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学研究成果的问题。 

彭：好！我希望我们的舞蹈美学既要涵盖当前西方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又要借鉴和吸收中国古典美学

的精华。例如，宗白华先生多次强调“乐舞精神”总是贯穿在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中国艺术的精神包括

“舞”的精神，中国的戏曲艺术、书法艺术都有“舞”的精神，甚至中国传统建筑那翘起的飞檐也象征着

“舞”的精神。因此，我希望吕教授正在进行的舞蹈美学研究能够贯穿中西，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中国舞蹈美

学。这个问题可以借鉴一下我的《艺术学概论》和《中国艺术学》。 

另外，我还建议《舞蹈美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还要参考和借鉴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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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和《现代美学体系》。叶先生的《现代美学体系》融会贯通了西方美学史上的六种美学形态和中国美学

形态，实际上这是一个现代科学的美学体系，既融入了美学的概念体系，其中包括审美形态、审美意象、审

美感兴（审美心理，除了思维）、审美体验和审美发生；又综合了审美形态学、审美艺术学（意象论）、审

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教育学、审美设计学、审美发生学和审美哲学等，这个美学体系也是对托马斯

·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体系把美学概括为审美形态学、审美心理学和审美价值学三位一体的发展与超

越。 

结束语 

平：非常感谢彭吉象教授和吕艺生教授再次参加我们的艺术学沙龙。今天探讨的问题涉及面广泛而深

刻，不仅涉及舞蹈美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而且还涉及法国古典主义及启蒙运动时期芭蕾舞和美学的诞

生与独立、舞蹈美学的再现与表现问题，同时还涉及德国古典美学及浪漫主义与舞蹈美学的关系等问题。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不仅对西方古典舞（芭蕾舞）的创作与作品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也对

中国古典舞创作与作品分析有借鉴意义。比如一个 

新创作的舞蹈作品究竟是属于再现主义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或是形式主义的？用中国美学或艺术

学的话来说，是写实的或是写意的？是叙事的或是抒情的？舞蹈艺术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和形式上，还要进行

情感的升华与表现、文化内涵的开掘与传达，这都是舞蹈美学和舞蹈批评学的重要课题。这也是我们今天讨

论的从再现主义到表现主义的美学问题，也涉及黑格尔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深刻内涵。希望我们

今天讨论的问题对于舞蹈创作与批评有所借鉴和启迪。 

谢谢二位！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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