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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现代性进程中的问题应寻找自身蜕变

卿青

2012-10-24 10:43:06   来源：中国文艺网 

   

  在《中国舞蹈的现代性诉求》以及《西方舞蹈的现代性话题》两篇拙文中，笔者试图思考现代性在西方舞蹈中的主要展开方

式以及中国舞蹈的现代性在中国自己政治文化语境中的特殊道路。两相比较，笔者试图指出中国舞蹈的现代性进程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在此前提下，本文继续思考这种进程中可能碰触的问题。 在大多数介绍西方现代性的书籍中，总会提到法国诗人波德莱

尔有关现代性的解释——“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因为他几乎是最早强调在

他置身的１９世纪现代生活而非传统和古代生活中发现现代性、发现美的艺术家。这个１９世纪的现代生活是都市生活中的各种

变动和刺激，是都市街头的各种风光，是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崭新的变化，是与传统农业生活的种种断裂。这是作为艺术

家最早看待艺术现代性的表述之一。而在后来，现代艺术的各种实验使我们看到了韦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悖论：技

术系统的现代性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的悖论。对这种矛盾的反思几乎是现代艺术的思考和创作的主要指向。 

  在谈及西方舞蹈现代性的两个主要话题：人的个体性以及作为舞蹈本体存在依据的动作性问题时，我们忽略了一个波德莱尔

所提到的现代生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有关“现代”、当下的新的艺术以及新的艺术观。对舞蹈而言，就是舞蹈的内涵在现代

社会里发生了转变，舞蹈在工业社会里有了新的社会使命、艺术使命、新的美学。在西方舞蹈的现代性萌生之前，西方舞蹈面临

如何看待和对待古典芭蕾的问题。２０世纪初期的美国现代舞蹈家已经认识到古典芭蕾是一个长不大的睡美人。这其中就包含着

对舞蹈本性的觉悟，也就是对舞蹈为什么能够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至今的一种深切思考。虽然这种认识并非是２０世纪初艺术家

的创见，他们只是去除了多年来舞蹈只是娱人这种表象对舞蹈本性的遮蔽而已。试想，原始祖先们对着上苍起舞的时候，舞蹈是

何等神圣而令人敬畏的行为！而如今，舞蹈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门觉醒的独立的艺术面对着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人的各种问

题，是应该表达和发言的。舞蹈面对传统，面对文化，面对社会，面对人以及自然的各种新的复杂关系要有所呼应，这已经表明

了现代舞蹈与以娱乐和炫技为主导的芭蕾趣味的背离；也赋予了舞蹈以严肃的、社会的、艺术的使命。这是现代艺术家或者舞蹈

家所存在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也是现代舞蹈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转变。西方的舞蹈现代性宣告着以表演和展示为主体

的古典芭蕾的让位，而将创造和反思作为舞蹈的核心价值。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审视中国舞蹈的现状的时候，也就看到了问

题的实质。 

  中国目前处在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也遭遇着全球化的各种侵袭。商品经济改变着人的生活以及人与周遭的各种关系。

中国社会都市化的进程也在迅猛进行，作为现代性载体的都市生活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环境，这种环境同时也塑造影响

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方面是这种进步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各种焦虑、压力和

危机。面对如此沸腾而刺激的现代都市生活，我们的国内舞蹈似乎是失语的。我们一方面仿佛还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还醉心于频

频的“舞蹈活动”里面；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缺少思考能力，看不清这种光影交错的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和问题，我们似乎缺

少一份人文的情怀，对整个社会转型和人的问题的深刻剖析乏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舞蹈观念实际上是相对陈旧的，还似乎

停留在“娱乐”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思想的层面，我们缺少现代的舞蹈观念。这是笔者想首先指出的，中国舞蹈的现代性首先要

体现出对当下商品社会各个层面的思考和反省。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其次，现代的舞蹈自然需要现代的艺术家。什么样的舞蹈家是现代意义上的舞蹈家？对照西方舞蹈现代性的主要特点，我们

看到的是个体性问题。西方舞蹈的个体性充分地表现在舞蹈家的思想观念上，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对当下世界或者社会等各个角

度的独立判断，使得舞蹈者作为人首先是思想者，而非舞蹈工具。在艺术观念上，涉及到对艺术传统个人的理解和独立的表达以

及对动作技术、动作语汇个体的认识、分析和创造。这对中国舞蹈界而言，实则是一种呼唤，呼唤有艺术使命和社会良知的独立

的舞蹈编导出现。同时这也代表着现代舞蹈教育理念和模式的转变，现代的舞蹈教育应该以培养艺术家而非舞蹈机器为目的。这

意味着以表演教育为核心的艺术教育要走向以创造为核心的素质教育，舞者不再是技术的工具而是有人文素养和创造性的艺术

家，有自己选择和创造机会和能力的艺术家。 

  再次，西方舞蹈的现代性意味着舞蹈自身在动作层面上有自己的语法和理由。这些是西方艺术家在现代性进程中所探索和研

究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到人体运动的身心原理、重力的实验和运用、动作的解剖学原理以及东西方在身体运动背后的各种

哲学理念等等。这同时也意味着以往所有的身体技术都只是当下创造的源泉或者基石，真正的创造是自我的，这也表明了以技术

传承为核心的舞蹈教育和舞蹈创作走向了动作分析和创造的层面。动作层面的知识建构和发现是西方现代舞蹈在创作之外的一大

方法论的贡献，填补了人类身体动作本身研究课题的空白。这个知识与舞种无关。遗憾的是现代舞作为方法论的精髓被中国以舞

种分类的方式遮蔽住了，被局限为一个舞种的代名词而非关于新时代舞蹈的创造和研究的方法论。这个误区也是十分有必要指出

的。如何利用西方现代舞的动作研究的知识，将它作为学舞之人的基础训练，有效地培养舞者自己对身体的发现、思考和运用也

是中国舞蹈教育和编导成长需要对待的一个问题。因为只有在会使用动作和身体的意义上，舞者才会有成为艺术家而非“器具”

的可能。 

  现代生活、现代人是艺术现代性存在的时空和主体，对这个时空的认知和思考是艺术现代性的现代使命。舞蹈不是让人沉醉

的孤岛，而是现代生活、现代人、现代身体的一种社会存在。舞蹈的现代性也必须由此出发，寻找自身的蜕变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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