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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佑玲教授是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本次世界美学大会组委会委员。在世界美学大会召开前期，记者采访了她。 

记者：您如何看待本次世界美学大会的主题？  

邓佑玲：本次世界大会把主题定为“美学的多样性”，我以为是大有深意的。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时代，寻求包

括美学多样性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充分表达了世界美学界对人类文化命运的重大关切。正如席勒所说，“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

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实质上，美学的多样性乃至文化的多样性，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关注的人的全

面发展。我们坚信，美学的多样性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维度，而保持美学多样性的根本就是恢复和丰富人的感性世界，造

就一代又一代的审美人。因此，我认为，此次世界大会的主题深刻触及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神经，把我们引入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

心脏地带。  

记者：北京舞蹈学院参与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初衷是什么？  

邓佑玲：最初，我们是希望通过世界美学大会这个国际学术平台，吸引中外美学学者关注舞蹈艺术，特别是中国的舞蹈艺术门

类。长期以来，虽然美学史上不乏结合某些门类艺术实践研究美学理论的学者，但是西方学者大多结合戏剧、文学、绘画、雕塑、

音乐等门类艺术研究美学的问题，中国学者大多结合诗歌、小说、书法、绘画研究艺术中的美学问题，总体看，无论中西，从舞蹈

艺术探索美学理论问题的学者还相对较少。舞蹈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有诗歌、音乐等艺术所难以替代的功能和审美的价值。

我们古人讲“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可见，舞蹈在表情达意上具

有文学和音乐艺术所难以超越的功能。但是，舞蹈艺术抒情达意的独特价值、审美意义究竟何在，需要美学理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

阐发。事实上，美学理论的研究也需要紧密结合各种门类艺术实践。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美学理论研究者关注舞蹈艺术实践。

我们相信，舞蹈门类艺术丰富多样的实践，必将为美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样本。我们希望中国美学学者和世界美学学人把

北京舞蹈学院作为研究基地，深入探究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审美价值，为丰富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丰富审美文化的多样性作出贡

献，进一步推动中华舞蹈文化的理论升华，使之迈入新境界。  

记者：举办“舞蹈美学与舞蹈教育”分会场的意义？  

邓佑玲：世界美学大会由国际美学协会主办，是国际美学界规模最大、学术水准最高的会议，被誉为世界美学学术转向的风向

标。从1931年著名美学家德索（Max Dessoir）在德国柏林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大会至今，国际美学协会先后在欧洲、南北美洲和亚洲

共举办过17次大会。在中国北京大学举办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是中国美学届的一件盛事。北京舞蹈学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

舞蹈专业高等学府，是舞蹈家的摇篮，也是国内舞蹈界的“风向标”。参与此次盛会，特别是和北京大学联袂举办“舞蹈美学与舞

蹈教育”分会场，我们有许多期待：   

一是参与世界美学文化大交流，引入国外美学新理念。我们是首次参与世界美学大会，通过举办分会场，不仅表明我们积极参

与的主动态度，而且希望搭建一个中西舞蹈文化交流的平台，使中外舞蹈界相互了解，加强沟通，谋求世界舞蹈文化共同发展。同

时，通过这一平台，把国外美学新理念引入国内、引入舞蹈界，这有利于国内舞蹈界把握世界美学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动态，推动国

内舞蹈界站在世界舞蹈审美文化的最前沿。  

二是展示中华舞蹈文化，高扬中华美学理念。通过举办舞蹈美学和舞蹈教育分会场，我们将充分展示国内舞蹈教育研究的科研

成果，同时，我们还隆重推出一台“大美不言、国舞集萃——永恒的中国舞蹈艺术之美”的舞蹈专场演出，全面展示中华传统舞蹈

和现代舞蹈的成就，以舞释美，把中华民族的美学理念通过舞蹈这一载体展现给国际美学界。  

三是扩大舞蹈教育研究的国际合作，推动中华舞蹈文化走向世界。在世界美学大会期间举办“舞蹈美学与舞蹈教育”分会场，

仅仅依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需要国外舞蹈界的广泛合作。举办此次分会场的过程，也是我们和国外舞蹈界合作的难得机遇。此

次举办分会场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广泛开展中外舞蹈界的深层次合作，以此推动中华舞蹈文化跨出国门，走

向世界。  

四是构建舞蹈教育研究事业的大格局，提升中华舞蹈文化的国际地位。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开展任何事业都必须

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发展舞蹈教育研究事业，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本土美学文化，放眼国际美学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举办此次分会

场，是我们的一次有益尝试，其目的是开拓视野，推动国内舞蹈界重新认识中华舞蹈文化在丰富人类文化多样性中的重大价值，进

而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国际地位。  

记者：此次舞蹈分会场邀请了哪些重要的嘉宾与会？分会的主题是什么？  



邓佑玲：出席此次分会场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外的舞蹈学者并做主题发

言，也有国内包括北京、南京、天津、内蒙、四川、辽宁、河北、上海、深圳、重庆、湖南、甘肃、云南、广西、广东、陕西等地

舞蹈院校（系）的专家学者一百多人参会，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著名舞蹈学者资华筠教授受邀参加大会圆桌会议发言，参加

分会场会议的还有我国敦煌舞蹈研究专家高金荣教授、舞蹈史论专家王克芬研究员、舞蹈学者吕艺生教授等老一辈学者。会议主要

围绕美学与舞蹈教育、美学与舞蹈创作、美学与舞蹈科学研究等三个主题展开，基本涵盖舞蹈教育研究的方方面面。  

记者：在为期五天的会议中，您认为讨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邓佑玲：从与会者提交大会的论文来看，舞蹈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较多。看来，专家学者们的学术思想十分敏锐，大家希望借

助世界美学大会这个高端学术平台，深入探讨舞蹈美学问题，相信这是此次会议的焦点。在舞蹈美学专题中，论文涉及到中华舞蹈

审美的传承与变异，中华舞蹈美学的回顾与展望，中西舞蹈审美表达的比较，当代舞蹈创作的美学取向，民族舞蹈及其教学中的审

美取向，创新与舞蹈实践、舞蹈训练的关系，审美体验与舞蹈人才的培养，舞蹈与文化自觉、文化品格之间关系等诸多领域。在舞

蹈创作、舞蹈教育、舞蹈科学等专题领域，与会者也都从美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多角度，提

交了不少既关注当下、又着眼于未来的舞蹈研究论文。我们期待与会者会上的精彩发言和会下的广泛交流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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