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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现象，既有其普适性的共性特征，也存在着时、空的异质性特色。特别是基于不同民族地域

文化上的差异性，更是赋予文化现象以绚丽多彩的生命活力。舞蹈作为一种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艺术门类，其历史感和民族文化特

重，源远流长。 

    从发展上考察，中国古典舞渊源于中国古老的戏曲舞蹈，植根、发展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历史氛围中。独特的历

陶冶，注入中国古典舞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追求。中国的戏曲艺术产生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极

形态成熟化、定型化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由于工商业的长足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

面，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和日臻完备，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纲常名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思想、文化的掌控也愈加

加厉，乃至程、朱理学家们公开以“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向人性、向人们对感官物质欲望的追求大加挞伐。所以，

滥觞面世之际，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困厄的严峻社会现实；人的自由、生动的个性被“三纲五常”的名教伦理所禁锢；人

质欲望的追求被禁欲主义的“天理”所窒息。在这种思想文化的网罗之中产生出来的戏曲舞蹈，其思想内涵和肢体语言，又如何能生

人的尊严和自由个性的活力？个性被压抑、扭曲，人性被异化、摧残，专制的霸道和文化的高压，反映在舞蹈的肢体语言上

的律动和捆绑中的扭拧。对于戏曲中的女性角色而言，其舞台形象尤其如此。而“圆”的审美旨趣，是华夏传统文化一以贯

国文化对“天”、“地”的敬畏与依赖感。在中华先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的思想根深蒂固。在中国人的“天人合一”

中，“圆”是天道周而复始运行规律的最贴切体现，是表征吉祥、圆满的符号象征，同时也是万物变化终始过程的价值体现

的肢体 

律动不断演绎、展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倾”则是人体律动过程中动静承接转合的表征。中国文化历来注重刚柔相济

机。中国戏曲舞蹈中的“倾”，则正是体现着这种舞蹈律动中“动中有静”、“静中含动”的刚柔相济之美。 

作为西方古典舞蹈范式的芭蕾舞，其艺术渊源可追溯至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中，产

神学意识形态相抗衡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这一思潮诉诸人类个性的自由与解放，呼唤人性以对抗神性。在

推动下，文学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在这种历史文化沃土中孕育成长的芭蕾舞，自然体现并弘扬着这一时代精神，

激发的古希腊文明精神，在舞蹈艺术的审美追求上，便是对人自身形体的自然美感的展示与赞美。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体魄健全

灵巧敏捷的人体是最富美感的。所以，他们并不羞于裸露自己的身体，连青年女子在参加体育运动时也是赤身露体的。古希

面前，在庄严肃穆的神庙或节庆仪礼上展示裸露的身体。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滋养的中国乐舞乃至戏曲舞蹈的审美旨趣有所不同

文化艺术历来以“文以勒首，，为宗旨，《礼记·檀弓篇》云：“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白虎通·

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这诸多关于舞蹈的经典言论所表示出来的

注的并非是人的肢体律动所展示的感性美，而是其蕴涵的“达意”功能，即其社会政治道德教化功能。如果说，西方古典舞的

的是舞蹈展示的人的自然夫体的感性之美的话，则中国古典舞对舞蹈的意境之美则表现出更大的关注。惟其如此，西方芭蕾的舞者几乎

助任何舞具，只凭自身的形体便可以驰骋舞台，淋漓尽致地宣泄、展示人体的本然之美。而中国古典舞蹈（上自周秦汉唐的

元以降的戏曲舞蹈）则往往离不开形形色色的舞具以拓展舞蹈的意境氛围（诸如拔舞羽舞、干舞、旎舞、剑舞等等）。所以

言，西方芭蕾舞侧重于人的感性直观界域内对形体美感的认同与赏析；而中国古典舞则着眼于理性教化功能内对舞蹈意境美感的体悟

注重舞蹈者精、气、神的通融圆润、和谐统一。 

    不仅如此，中、西方古典舞蹈的艺术表现风格也各具特色，迥然有别。前者的肢体律动中，以“圆、倾、拧、曲”为经纬

言则展示出“开、绷、直、立”的艺术风格。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径渭分明的审美差异性，除了社会文化影响的作用之外，舞者的各自社

位、身份的巨大差异性也不可忽视。中国古代戏曲的从艺者们，毫无例外地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艺人之属（“倡优”、“优

社会地位在中古社会里长期处于“贱民”阶层。而滥脑自意大利、兴盛于法兰西的西方芭蓄舞，通常都是由男、女贵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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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其演出环境和欣赏对象也与中国古典戏曲的乡肆化、平民化特点全然不同。15至17世纪的古典芭蕾舞一般是在豪华的

演出和欣赏演出者也多为王公贵族和达官显要之流。如法王路易十四本人就酷爱芭蕾艺术，并且从小就参加芭蕾演出，他12

桑德拉》（1651年）中的太阳神，并以“太阳王”美誉扬名于世。在路易十四的参与、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宫廷芭蕾舞得以迅速

形成了以巴罗克的豪华、浮饰、张扬为特色的审美风格，并渗入和表现出古典主义的审美趣味。其以“开、绷、直、立”为

格，正是如实地映显出宫廷显贵们高傲、矜持、优雅、浪漫的绅士贵族气质和审美趣味，使之与演出氛围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的艺术发展中，伴随着戏剧舞蹈与舞会社交舞蹈之间角色区别的日益明显，表演者的成分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芭蕾艺术的

显凸现，专职芭蕾舞者的出现已属必然。但作为一种舞蹈范式，其规范化、程式化的舞蹈元素和艺术风格却已经深深沉积在其

中。     

综观中国戏曲舞蹈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作为一种中国古典舞蹈的范式，它自产生之日起，就扎根于民间和社会底层

色彩和俗文化气息。表现的是民众的审美趣味。同西方古典芭蕾的宫廷化、学院化、专业化的创作流程不同，系统性较之西方古典舞的

善而言，也显得不够充实丰满。不过，展示在舞蹈审美旨趣上的“圆、倾、拧、曲”与“开、绷、直、立”的文化差异性，

射出备受歧视、压抑的社会底层民众与养尊处优、悠哉悠哉、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们的不同艺术欣赏品位和审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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