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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舞蹈的生命之美

——袁禾《中国舞蹈美学》的启示

朱良志

2012-10-10 11:13:14   来源：中国艺术报 

   

  袁禾教授是我国培养出的第一位舞蹈学博士，前些年她在北京大学工作时，我有幸与她同事，共同参与了一些有关中国美学

的研究项目，并读过她出版的多本有关中国舞蹈史的著作，有很大收益。那时我就知道，她正在撰写一本中国舞蹈美学的著作，

我觉得这本书一定值得期待，因为国内美学界罕有这样的著作，中国传统舞蹈美学的开山之作由在此一领域中有极深造诣的她来

完成，当会有一些新人耳目的见解。现在这本《中国舞蹈美学》终于出版，拿到这本凝结着她多年心血的著作，感到由衷的高

兴。这部著作对中国舞蹈美学乃至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我这里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第一，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中国美学的核心是生命的超越，舞蹈由于建立在人身体这个自然生物体上，与人的内在生

命最是相关，反映出人原发的生命冲动，它在体现中国哲学与美学这一特色方面自然有其独特的联系。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

究，得出的一些结论颇具启发性。作者认为：“舞蹈是身体的哲学”，“是具有象征意义并自成体系的情感符号，它承载着宇宙

的生命内涵，是直接体现生命的艺术”，这一观点，显示出作者对舞蹈艺术本体性的哲理把握。古代的“舞者所以激扬其气”的

思想，就包含着对原发生命冲动的认识。《中国舞蹈美学》指出，中国传统舞蹈重视人与宇宙的合一，故其舞蹈远不只是人体生

物本能的呈现，它更突出身体、气息乃至人的整体生命与大化流衍节奏的融合。这一点与西方舞蹈观念很有不同。该书强调，舞

蹈不是纯形式的艺术，也不能以表现情感或观念去概括它。舞蹈重视人整体生命状态的呈现，表达人对世界的感觉、理解和融

会。袁禾说：“舞蹈借助时空力的式样彰显生命本身，演绎生命的生意和生趣，演绎生命的自在与今在”；“舞蹈用舞动的人

体，唤起人们对宇宙的感悟，对生命的体验，展现哲学和科学难以昭示的宇宙生命的‘生’与‘真’”。同时，作者从中国传统

乐论的一些重要思想中，拈提出舞蹈的“人本”特性这一命题，认为舞蹈作为一种根源于人生命冲动的形式，不可忽视的是它的

价值性。由先秦乐论中就强调的乐者与天地同和的思想，正是这一传统的体现。我以为作者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揭示中国传统舞蹈

理论的特点非常有价值。 

  其二，本书以中国舞蹈美学为研究本体的思路，也令人印象深刻。自上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以西律为范的现象十分严

重，不少人认为美学的基础是在西方奠定的，从而质疑中国美学的合法性（这样的观点根本不值一驳）。不少研究急于到西方理

论的屋檐下找一席容身之地，其研究越用力似乎离中国美学越远。中国舞蹈美学的研究也受到此一风气的影响，这一领域中也存

在着“舞蹈美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舞蹈美学”的研究倾向。袁禾教授对此是有充分自觉的。她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强调她的

这本书要从中国传统舞蹈理论出发，并且突出“舞蹈本体”的地位。她细心地概括中国舞蹈美学的发展进程，旁搜远绍，互证补

苴，梳理出中国传统舞蹈美学的重要概念范畴和基本理论构架。在她的努力下，中国传统舞蹈美学的基本面貌得以清晰呈现。这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作者还突出舞蹈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组成部分的“这一个”的特征。作者指出：“不用普通美学理论来套装舞蹈，更不采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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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惯用的‘换词’或‘加词’的方式，比如将艺术理论或普通美学的概念、内容作相应的文字调整后巧妙地移植成‘某某

（门类艺术）理论’或‘某某美学’等。”作者这种自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艺术门类美学研究的现状而

言，这类情况比较普遍。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中，各门艺术的确有共同之处，共同的文化哲学背景和相近的观念坚持，导致艺术美

学中很多问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通性。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又不能泛化，忽视各门艺术本身质的规定性的研究，是很难有切实

结论的。比如“传神写照”的观念于六朝时形成，主要是在绘画领域，而且主要是针对人物画的，这一观念后来渗入其他艺术领

域，但表现有很大的不同，如书法就不能简单用绘画的“传神”观念来套用。又如书法美学在汉代就形成了“书势”的理论，但

我们不能由此证明“势”也是中国绘画乃至其他艺术的共同审美理想。本书这方面的处理在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它注意到传统美学整体的特点，侧重从舞蹈本身的问题出发，如其概括出的“转似回波”的圆和“行云流水”的线两种传

统舞蹈美学的审美范式，既应和了中国整体美学之精神，又体现出舞蹈美学的特点。尤其是该书概括总结出派生于中国美学又有

着中国舞蹈本体特质的九对美学范畴——形、神；气、韵；象、意；情、境；妙、味；雅、俗；轻、重；合、和；技、法，构成

了中国舞蹈美学的重要指向。 

  第三，这部著作从舞蹈美学视角理出的中国传统舞蹈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把握中国美学的整体特色非常有帮助，甚

至可以矫正我们原本存在的一些误解。如中国艺术强调陶染性情的功能，宋元之后几乎成为一种主流观点，在音乐、绘画、书

法、园林等领域都有非常充分的思想。但我们一般认为，先秦两汉时期并不具备这样的思想，那时的艺术主要强调道德教化，陶

淑情性有强烈的个性化、娱乐化的特征，早期的道德至上的美学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观点呢？而袁禾教授这部新著却认为，中国舞

蹈美学有舞祀神、乐人、陶性、彰德、示礼等五种功能，认为在早期的“乐”（诗乐舞）的理论中，就已经重视舞蹈直指人心、

娱乐情性的功能，“乐者，乐也”的表述中就包含着陶染情性这一条。我觉得这一说法很有说服力。又如本书细致分析了中国舞

蹈美学中“无言之美”的思想，舞蹈凭身体而“说话”，它是无言的，身体就是它的语言，它以舞蹈的身躯裹动着生命的节奏和

宇宙的声音，从而体现出生命之道。无言，是中国美学中的一种重要观念，《庄子》中就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说法。作者

认为：“舞蹈的这种美学追求，应和着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承载着宇宙的生命内涵，具体而切实地见证着中国的体验美学。”

我觉得作者从中国传统舞蹈理论中所整合出的这一思路很有价值，虽然论述还不是很充分，但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袁禾教授的《中国舞蹈美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因我于舞蹈完全是外行，对其中微妙的地方体会不够。我主要是站在中国

传统美学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想法，求教于作者和读者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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