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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与“舞蹈学”

张素琴、刘建

2012-11-30 16:31:48   来源：中国艺术报 

   

  1817年，黑格尔在德国海德尔堡大学讲演“美学”时，第一讲就指出：“艺术的科学在今日比往日更加需要，往日单是艺术

本身就完全可以使人满足，今日艺术却邀请我们对它进行思考，目的不在把它展现出来，而在用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它究竟是什

么。”事隔194年，黑格尔几乎未提及的艺术中的舞蹈已然被纳入“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

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虽然排名最后，但作为对象的“舞蹈”已不再是单纯的“礼乐”、

“艺伎”或自娱自乐，它走进了大学，有了“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的“舞蹈学”。 

  舞蹈学是对舞蹈的学术研究，不仅是史学的，更是理论的和批评的。比如中国夏商周三代就有了“乐舞”？到现代为什么反

不如后来居上的古典芭蕾和巴厘岛古典舞有生命力？又比如中国现实中历史题材的舞剧都不敢挂“中国古典舞”的牌子，是编导

们集体失语还是“学院派”没有提供充足的古典舞语汇？再比如“学院派”一词当是主流的古典艺术的代称，在中国怎么和“民

间舞”挂上钩……这些历史与现实的问题都有待于舞蹈史、舞蹈理论与舞蹈批评的理性回答。 

  与宏大叙述相反，现代学术要求“舞蹈学”应该从许多具体的视角做起，把作为对象的舞蹈放在多种科学方法的显微镜下去

观察、思考和分析，以推动舞蹈——特别是中国舞蹈的向前发展。这些视角包括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舞蹈人类学、

舞蹈史学、舞蹈社会学、舞蹈生态学、舞蹈美学、舞蹈教育学、舞蹈传播学和舞蹈心理学、舞蹈医疗学、舞蹈解剖学以及舞蹈身

体人类学、舞蹈身体语言学等等。再微观地看，所有这些“学”都与“身体”——即所谓舞蹈本体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思想启蒙的学术潮流，中国舞蹈界展开过“舞蹈本体论”大讨论，其影响力不能说不与中国古典

舞与民间舞的发展相关，从《秦王点兵》到《献给俺爹娘》等。身体的价值不仅在于“活着”，还在于对生存在这个世界的“知

情意”的认知与表达。但此后，舞蹈与作为“人的身体对存在的审美表达”的艺术呈现渐行渐远…… 

  中国哲学对于本体论的探讨古已有之，包括舞蹈本体论——从孔子的“礼乐”到墨子的“非乐”到庄子的“天乐”。像墨子

的“非乐”就是“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通‘瓴’）缶之乐”（《墨子·三辩》）。说的是也作为人的农夫生存太

苦，农闲时用瓦片、瓦罐奏乐跳舞，让身体得到休息。西方古典哲学话语的一大源头是黑格尔，他不仅探究了“人”作为理性主

体的辩证法，而且确立了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原则。作为黑格尔左派，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强调了唯物

主义，并且以“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对美做出了判断。尼采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开始把“人”具体到“人的身体”来进

行主体思考和审美判断，用“酒神精神”质问理性，并用以构成艺术经验。尼采之后的海德格尔确立了“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

尺度”，用“存在”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转换成本体论问题，并提出了“存在”与“语言”的关系。德里达是海德格尔的弟子，

他把语言描述为存在的居所，以语言符号的“书写”（即表达）取代意识哲学的“主体”，在方法论上完成了语言哲学的转向

（参见刘擎：《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思想史》，载《读书》，49页，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其后，福柯把“人的身体对存

在的语言表达”置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语言学之中，使之与社会现实连为一体。再其后，福柯的同胞、法国学派的德勒兹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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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美学”对“人的身体对存在的审美表达”作了出色的阐释…… 

  可惜的是，这些探讨不是被我们漠视，就是被我们搁置，就像被搁置的中国“舞蹈本体论”的更深入讨论一样。由此可见，

舞蹈学要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诸多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久远深厚的古今中外人类思考的问题。 

  “本体”找到了，对本体研究的各个侧面也就可以展开了。比如舞蹈身体语言研究。人类祖先由身体传递到后代身上的有两

大信息系统——由细胞染色体传递的生物遗传密码系统和由神经生理及社会心理机制传递的语言系统。语言系统包括作为民族母

语的“内语言”（语言文字）和第二母语的“外语言”（身体语言）。内语言和外语言的成熟就构成了民族文化母语的两个身份

证——“民族语言”和“民族艺术”（参见李静著：《民族心理学教程》，230页，270页，民族出版社，2006），而民族艺术中

最直观灵动的就是舞蹈艺术。舞蹈与其他艺术媒介的分水岭是用身体言说，这一先在的活体物质媒介既是个体产物又是群体产

物，既是自然产物又是文化产物，既是历史产物又是现实产物。用梅洛·庞蒂的话说，这个“身体生存至少建立了在世界上真正

呈现的可能性，缔结了我们和世界的第一个条约”（参加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218页，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1）作为条约，舞蹈的身体还有一个审美的附加款。因此，当我们把舞蹈艺术视为一种身体的表达与交流，就可以最大限

度地接近和了解这个已经进入美学范畴中的“语言共同体（sprachgemeinchaft）”（参见彼得·伯克著，李霄翔等译：《语言

的文化史》，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换言之，舞蹈身体语言就是将存在和生成合二而一，并且以尼采所说的身体主语

与动作谓语“主谓合一”的方式进行审美言说。 

  从这一视角来看舞蹈学，如果说“语言”和“身体”的研究算是第一级学术平台，相当于芭蕾舞训练的“擦地”；那么“身

体语言”研究就是第二级平台，相当于学术研究离开了把杆；而我们只有在第三级平台——“审美的身体语言”研究的层面上才

能与作为研究对象的舞蹈牵手大跳。当然，这三级平台攀升的同时，研究者必须熟悉研究对象——舞蹈。 

  艺术是表现感觉的智慧性技艺，艺术之中的智力因素驶向感觉形象而非学术逻辑。感觉没有，艺术活动就成为无病呻吟或劳

动性技艺，所以人们说艺术把事物变熟为生来防止感觉迟钝。艺术旗帜下的音乐、绘画、戏剧、建筑等无不如此，作为“艺术之

母”的舞蹈当然更不能例外。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道理讲不明白，做事就会糊涂、甚至乱来，所以人们说哲学把问题变熟为生

来防止思想麻木。哲学的学术需要表达技术，这技术向认知靠拢，所以它们决非艺术。哲学旗帜下的美学、美学旗帜下的艺术

学、艺术学旗帜下的舞蹈学也是如此。艺术和哲学（学术）、感觉和思想（认知）相分又相连，一旦互为流动、互为激励就会能

量无穷，舞蹈和舞蹈学的关系同理。 

 

责任编辑：紫一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65；8417786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