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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该文认为，作为当代人观念并付诸当代人行为的“中国古典舞”，是对中华民族传统舞蹈的当代

析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及变革动议，分析中国古典舞的复古运动与形式思维，该文将注意力特别(本贴 来自：

005.com)指向了中国古典舞的身韵建构与“古典”新变一一认为中国古典舞身韵建构作为一种系统语言机制，一

法的逐步完善，必将对中国古典舞的创作走向发生重要的影响。群舞《黄河》创作的成功便是一例。这“成功”

古典舞的当代建构己不仅仅是复活“古舞之典”，把握“古典之韵”的问题了，需要建构的恐怕还包括“古典”

心目中的“古典”，应该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延续，应该是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 

    引言：中国古典舞的当代曙光 

    中国古典舞，在当代人的观念中，不是戚夫人的“翘袖折腰”，不是杨贵妃的“霓裳羽衣”，也不是曹子建的

步”和李太白的“歌月舞影”……作为当代人观念并付诸当代人行为的“中国古典舞“，其实是对中华民族传统

释。关于这一点，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学科带头人李正一教授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我们搞中国舞蹈，首先

民族精神。传统(本贴来自：零舞网www.05005.com)的舞蹈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历史沉积，但民族精神却不会永远

蹈中。中国舞蹈的传统显然不能在我们手中划句号。我们孜孜以求的中国舞蹈的民族精神，应该能和时代合拍，

的历史在时代的重新阐释中获得新的生机”（载《舞蹈》1999年8期）。因此，无论是李正一、唐满城对古典舞

构，还是孙颖、高金荣对汉、唐“古典”舞风的溯寻，都是当代人所理解、阐释的“古典”舞蹈．这种基于当代民族精神的多

元历史阐释，正是中国古典舞的当代曙光。 

  一、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及变革动议 

    对民族舞蹈历史的当代阐释，其实是当代人的一种精神创造行为。这一行为在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新时

活跃．且不说十年来绵延不断的舞蹈“仿古”风，仅就舞蹈界以舞剧《丝路花雨》作为“解放思想”的第一声呼

得舞蹈的“仿古’，并不是真正的“复古”，(本贴来自：零舞网  www.05005.com)而是一种“创新”的契机。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检省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关于  “中国古典舞”之称名的理论探讨，舞界学者多有

语。但众多学者的仁智之见中至少有一盲点：那就是在中国古代舞蹈的历史发展中，从未有人把“古舞之典”作

加以探讨并趋以认同．如果说有，孔子的“乐则《韶舞》”或可谓一例：但国民“重现世”的人生态度很快就把

民之乐”，则“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语）的命题了。舞蹈的历史是舞蹈不可割裂的精神流变史，历史的舞蹈在

得重新提起的理由，其实是当代舞蹈者精神的无所皈依或灵魂的出窍走火．认定戏曲舞蹈是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

先还不是基于那一舞蹈形态与民族的审美意识有多少锲合，而是它作为一种较为完全意义上的表演艺术提供了我

定地去把握的舞蹈程式．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潜在的参照显然是充分程式化的古典芭蕾而不是以自娱为主(本贴

ww.05005.com)的、随机地生成着的中国民间舞。检省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指出它存在于戏曲那一综合样式中

要的是需要认识到：第一，戏曲的基本特征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舞蹈主要是以“演故事”为已任的描述性

戏曲舞蹈外观形态上的“圆、曲、拧、倾”的风貌，就其静态造型而言，体现的是把时间流程凝定在空间座标上的

术”的精神；而就其动态轨迹而言，体现的是以“起、承、转、合”为途径、以“中和”为标的运思逻辑。不把思考

一步‘就无法理解中国古典舞的创作为什么每每以历史故事（更多的甚至是戏曲艺术演示过的历史故事）为蓝本

在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体系初具规模后为什么还会提出戏曲舞蹈要“舞蹈化”的主张。 

    新时期伊始，我们所面临的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主要还不是指戏曲艺术中的舞蹈，而是指北京舞蹈学院及其前身北京

舞蹈学校逐步完善着的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和《小刀会》、《宝莲灯》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舞的舞剧典范。事实上

典舞的历史遗存对新时期中国舞蹈的创作来说，远不只是一个“古典”风格的参照的问题，而同时还是一个“民族

度的问题(本贴来自：零舞网www.05005.com)．有悖于中国古典舞动作风格和结构逻辑的舞剧创作，可能会因此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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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称名的资格．那个曾参与《小刀会》的创作并饰演周秀英的舒巧，其舞剧《奔月》的遭遇便是如此。《奔月

是中国古典舞创作在新时期伊始的变革动议之一。舒巧及其合作者认为；《小刀会》、《宝莲灯》“这两个舞剧

属于戏曲舞蹈。它只吸收了戏曲之唱、做、念、打中的‘做，和‘打，加以发展，因之表现手段较单薄”（载《

期）。舒巧这时只是隐约地感到，戏曲舞蹈作为一种舞蹈语汇，与她所表现的人物性格、尤其是性格化人物的内

离。她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种距离在于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作为描述性语言更受制于戏曲艺术的行当专属性（

和青衣）。后羿不是项羽，因之，做原本浑重、隐沉的“山膀”，不妨把力点收到臂根、肘以上及腕部肌肉全部放松

失望、无奈的神态；嫦娥不是虞姬，做“斜探海”当然也就不必非要用“顺风旗”或“托按掌”的手位，可以让

垂，以示其偷食灵药后的木然、伤感的神情(本贴 来自：零舞网www.05005.com)．对于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既

所能做的只是部分地变化动作的韵律节奏及连接关系，变化舞姿的固定搭配以至造型本身．强调舞蹈语言的风格服

的性格，从创作动机的角度来说，舒巧或许没有错；但如果以如此草率的方式作为对中国古典舞已相对程式化的

革动议，舒巧理所当然不会成功。 

    与之同时或略早一些，甘肃的舞蹈家们致力于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了．其创作的最初动议，是要搞一种

风格、又有甘肃地方特色的舞蹈。每个地方当然都有自己特色的舞蹈，这通常是各地的民间舞．放弃眼前的活舞蹈而力

活一种历史的舞蹈，固然是因为敦煌莫高窟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骄傲，提供了丰富的舞蹈形象资料；但事实上也体

等重建一种“中国古典舞”的创新精神。因此，《丝路花雨》的创作对于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另一种变革动议

月》的从舞剧人物性格出发去改造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本贴来自：零舞网www.05005.com)尽管这种改造没

果），而是为重建一种“中国古典舞”的系统语言寻找故事框架．起先，他们搞了个“三幕五场、横贯千年、包

戏，打算通过敦煌的命运反映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结果，第一幕写了唐代，诉了画工苦；第二幕写清朝，说了民族恨

幕写到解放后，唱了光明赞··一象个杂货铺子，好几个主题在打架”（《舞蹈论丛》1980年2期）。事实上，

机并不是“通过敦煌的命运反映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是通过“敦煌的命运”来呈示“敦煌舞”另一种“

舞”。否则，我们实在无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把女主角英娘置于舞伎这一身份中。好在英娘是舞伎，于是我

“反弹琵琶舞”为代表的“敦煌舞”语言风格（顺便说一声，高金荣的(本贴来自：零舞网www.05005.com) “敦煌舞

于强化这一语言的风格特征和完善这一语言的系统机制是有卓著贡献的），舞蹈界同时为民族舞蹈传统的光大和中

言的出新而欢呼雀跃。 

    二、中国古典舞的复古运动与形式思维 

      《奔月》被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所摒弃与《丝路花雨》对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遗存的扬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丝路花雨》对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扬弃是就一种特殊意义而言的一一即《丝路花雨》扬弃了中国古典舞历史

尊”、“唯一”的地位，中国古典舞的“多元”局面（哪怕是“多元”的假象）在这种扬弃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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