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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歌》--不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的"踏歌"，而是中国古典舞学者孙颖先

生创作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舞台作品，一举夺得了全国首届"荷花奖"舞蹈比赛的"中国古典舞"

金奖。这之后，《踏歌》"不胫而行"，迅速流传开来。在我的印象中，90 年代广为流传的女子抒

情舞蹈，在初期是张继钢的《女儿河》，在后期则是孙颖先生的《踏歌》。"古典"的创新和流行，

作为舞界跨越世纪门槛之际的文化景观，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踏歌》：“民俗舞典雅化”的时代课题 

　　对于思想解放运动 20 年来的舞蹈文化景观，站在以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立场上，可

将其视为两个阶段：前 10 年作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重新发掘"古典"，在"仿古"中弘扬民族的

舞蹈文化传统；后 10 年作为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全面张贴"民俗"，在"逐俗"中追溯民族的舞蹈

文化渊源。就舞蹈构成形态而言，前者主要是"舞剧"形态，启程于《丝路花雨》而高蹈于《铜雀

伎》；后者主要是"舞蹈诗"形态，发轫于《黄河儿女情》而冲剌于《长白情》。然而，《踏歌》有

自己独特的立场。 

　　作为《踏歌》的舞者之一，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剧系的本科生苏娅同学谈到："学习了孙颖

老师编创的《踏歌》之后，对古典舞有了另一番感受。首先，《踏歌》的动作幅度较大且重心移

动较为灵活，孙颖老师认为此舞 美之处应是动作转换过程中刹那间的重心失控之时。其次，《踏

歌》从'顺'中寻找韵味，动作虽然顺手顺脚，却依然遵循着'平圆、立圆、8 字圆'的运动轨迹，依

然运用着'提、沉、冲、靠'的动作元素。再次，《踏歌》对脚下步法处理新颖，弥补了既往古典舞

舞姿丰富而舞步贫乏的不足；使我们体会到呼吸深浅的控制、幅度大小的把握以及重心的闪动、

变化都具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力。"那么，在这种古典舞形态的创新背后，孙颖先生是怎样想的呢？

他在谈到包括《踏歌》在内的组舞《炎黄祭》这台晚会时说到中国艺术十分讲究气韵、精神，抓

不住'神'，仅是猎取到几个'形'，也仍有可能是风马牛……为什么偏远山森里的苗族妇女走起路来

摇摇晃晃？为什么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边陲兄弟民族的舞蹈，都是跳的节奏而

动作上看不到旋律性？为什么还每每顺拐？还残留着动物形态？总之，难以捕捉的是气韵、精神。

能够理解一个时代多种文物上所反映出来的气韵、精神，通过补形、造形也就能接近那个时代。

" 
    在我看来，《踏歌》对 90 年代舞蹈文化建设 重要的意义是在较高层面上完成了"民俗舞典雅

化"的时代课题。自《丝路花雨》而降仿古"舞风，有许多是为"古"而"古"，使当代舞台"古锈斑斑

"；自《黄河女儿情》而降的"逐俗"舞潮，也有许多是为"俗"而"俗"，使当代舞台"俗雾重重"。我

一直担心的是，在一个数字化生存、网络化交流的时代，我们民族的舞蹈文化建设以怎样的立场

与世界对话（在文化建设上我宁可用"对话"而不原用"接轨"）。"民俗舞典雅化"的舞蹈文化建设，

用王蒙在《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载《读书》1999 年第 4 期）一文中的话来说，是指社会的

精英文化阶层通过对世间通行的风俗习惯的改造而使之符合于这一阶层的精神诉求。由于这一阶

层本身有着较高的精神取向，这种"改造"特别有助于加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说实话，在

"仿古"舞风的古锈和"逐俗"舞潮的俗雾中，我很早就期盼着有较高层次的"民俗舞典雅化"的作品

出现；现在更可以引伸开来说，我们应该在舞蹈文化建设中，通过提升世俗的品味而实现精英的

诉求。记得在《踏歌》评为"荷花金奖"之时，舞界同仁大多认为这体现了评委的高品位；现在还

应补上一句的是，这"高品位"源自孙颖先生的"精神诉求"。 

    二、《炎黄祭》：“孙颖式古典舞”的精神诉求 

　　《踏歌》是组舞《炎黄祭》中的一支舞目，与《半坡祖妣》、《鼎魂》、《楚腰》、《戌卒乐》、

《飞虹对鼓》、《霓裳羽衣》、《剑恋》、《壮士行》和《京师掠影》等共同组成了一台晚会。从晚会



的构成来反观孙颖先生的构思，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用意：其一，孙颖先生试图发掘每个时代的舞

蹈形象，他对中华传统舞蹈文化的检省是全面而系统的。其二，孙颖先生试图在每一个舞蹈形象

中倾注自己所关注的民族精神，因而又使他对中华伎舞蹈文化的检省是充实而深刻的。其三，孙

颖先生还试图通过历史舞蹈形象和历史文化精神的排序，来申说"孙颖式古典舞"的精神诉求。 

　　关于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建设，孙颖先生发表过两篇重要的论文，即《试论中国古典舞蹈》和

《再论中国古典舞蹈》。在这两篇论文中，孙颖先生通过对古代舞蹈形式的回顾与反思，认为恢

复历史舞蹈、比较全面地探索古典舞蹈的历史面目是形成古典舞蹈民族体系的前提，是基础工程。

孙颖先生还主张创建汉、唐古代舞蹈学派，汇聚包容全部历史（包括兄弟民族在内的艺术成就），

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找出路，必须形成世界上惟我独有的形式和风格，这才算获得了中国古典舞

蹈的艺术生命。针对这一主张，孙颖先生特别论述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建设之所以要取汉、唐两代

为基础，是因为汉代舞蹈是江淮、黄河两系文化合流推动而出现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唐代舞蹈则

是在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南北朝期间）的历史背景上，第二次南北文化合流和中原（广义的）文

化与西域文化沟通所形成的第二次发展高潮，并成为全盛时代。不去挖掘、追寻这两个古代舞蹈

发展支点上的规范、风格、美学特征，是不可能出现能代表中国古代舞蹈艺术风范、成就的古典

舞的。 

　　为着实现这一"精神诉求"，在组舞《炎黄祭》之前，孙颖先生的探索体现在舞剧《铜雀伎》

之中。有评论认为："孙颖捕捉汉代舞蹈风格，是从把握汉魏的文化气韵入手的。当时汉族伎的

文化是史官文化，其特性为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浮华性少，朴厚性多；纤巧性少，宏伟性多；

静止性少，飞动性多。但是自曹魏建安以来，又起了新的变化--从原来的寓巧于拙、寓美于朴出

现了'拙朴渐消、巧美益增'的趋势……编导注意了这个时代艺术风格交替演变的特点，认识到其

风格既有古拙、宏放、流动感强的一面，又有纤巧、典雅、俏丽的另一面"（周容"试评民族舞剧

《铜雀伎》"）。而孙颖先生本人在该剧的"创作自述"中，特别提到"《铜雀伎》预计在两方面做

些尝试：一个是……开拓中国古典舞领域，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在文化母体内创造、翻新，

在'结合'风格、戏曲风格、'丝路'风格之外再形成一种汉代舞蹈风格；……其次是艺术创作方向的

试验，即追求结构、人物、语言的文化气息和文化深度，追求艺术韵味，追求个性和特色，不走

大路踏生（"创作《铜雀伎》的一些思路、观点及其它"）。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在根本上是统一

着的--孙颖先生力图通过一种富有文化气息和文化深度的艺术创作，来开拓中国古典舞的领域，

追寻能代表中国古代舞蹈艺术风范、成就的"古典舞"。 

三、机论："当代古典舞建设"的思想方法论 

　　虽然有了"把握汉魏文化气韵"的《铜雀伎》和"展现历代气韵、精神"的《炎黄祭》，但孙颖

的探索、或者说他对当代古典舞的建设仍在继续。据说，当时对《铜雀伎》 尖锐的批评意见之

一，是认为"剧中女性动作男性。孙颖先生认为，批评者所谓"《铜雀伎》女性动作男性化"实际

上是指"缺少戏曲舞蹈的女性味，缺少了现代所流行的古典舞的那种柔婉妩媚"。为此，孙颖先生

不惜笔墨比较"汉画像女性舞姿"和"宋元明清乐舞、仕女图像"的差异指出："前者厚重，后者则显

轻薄；前者粗掘但充满了活力，后者则似夕阳余晖缺少蒸腾的热气和生机；前者是在不息的运动，

仿佛要奔驰腾飞，后者则显凝滞萎靡，犹如强弩之末；前者还存在几分稚气天真，后者的平和、

圆通则隐约流露着一种迟暮之感。"或许正是有了《铜雀伎》对女性舞蹈的全新认识和创造，才

会有《炎黄祭》中包括《踏歌》在内的女性舞蹈的极大成功--我认为，《炎黄祭》中 成功的便

是女性舞蹈，除《踏歌》外，还有《半坡祖妣》、《楚腰》、《飞虹对鼓》、《霓裳羽衣》等。 

　　为什么在"把握汉魏文化气韵"后，孙颖先生又能"展现历代气韵、精神"？这就不得不涉及到

孙颖先生广博的历史文化学识和簇新的思想方法论。孙颖先生认为："知识开发人的思维能力，

文化思维的价值又在于它不仅理解普遍与常态，而且可以从一些零散、飘忽的感性材料中，窥见

事物变化的某些契机，并从而跃出常态形成新的审美理想。"实际上，孙颖先生的这种认识正是

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论--"机论"的体现。"机论"的提出，是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贺永方教授承担



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其专著《机论--一种新的普适性方法论研究》对"机"的系

统分析体现了思想方法论研究的新进展。结合孙颖先生"当代古典舞建设"的思想方法论来看，"

机论"对我们的启发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机"的主要含义。它指将构成事物的诸要素组

成"有机体"的"机构"和"机制"，从而使事物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它还指事物发展运

动中的一种苗头、一种先兆、一种趋势、指对整个事物的发展趋势起着关键的控制作用的组成部

分或环节。其二是"机"的形成根源。它包括内因的变化、外因的触发和目的的选择，特别是"目

的的选择"：因为离开了人的目的性，人就不会费尽"心机"，也不会遭逢"机遇"。其三是"机"的变

化规律，主要有非线性放大律（指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各部分的崭新的整体

效应）、竞争协同律（指个体差异性的竞争和整体同一性的协同推动"机"的强化发展）、转移再生

律（指"机"从普遍联系的无限环节和守恒发展的无限过程看，是可以转移再生的）等。其四是"

机"的运用方法，可分为识"机"、用"机"、创"机"几个方面，例如要善于识辨事物运动、变化过程

中的确定性、随机性及其相互关系，要善于"抓住机遇"、"转化危机"、"见机行事"、"随机应变"，

还要善于主动创造"良机"并促发"良机"产生突变。 

"　　 机论"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论，在"孙颖式古典舞"的建设中虽没有直接点明，但却是明显

存在的。孙颖先生相信"中国古典舞"是一个"文化有机体"，只要能把握对其发展趋势起着关键的

控制作用的环节，就能够复活其"文化机构"和"文化机制"。孙颖先生相信"中国古典舞"在不同时

代所呈现的不同"机体风貌"，有其内因的变化、外因的触发和目的的选择，某一时代的"人的目

的性"对于我们复活那一时代的"中国古典舞"是至关重要的。孙颖先生还相信"中国古典舞"作为"

文化有机体"有其变化的规律，我们也因此会有对其规律加以把握、运用的方法。在论及舞剧《铜

雀伎》的创作时，孙颖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语言，是舞剧创作的关键。而语言的本质是什

么？又怎样去把握它？我认为只在专业技术圈子里转，绞尽脑汁企求在编舞上弄点新花样是解决

不了的；必须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打到合成语言的各种因素。要搞汉代，不理解汉代文化艺术所

体现的精神，就不可能抓到语言的内蕴，也就是生命力，也不可能理解它的形式逻辑--即为什么

这样做或那样做的依据。有形无神、有象无意，注定会走入大绺而以失败告终。可当前我们这一

行的艺术教育，并不培养学生思考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技术与艺术的区别；文化思维的能力好像

不是我们这一行艺术教育的范围。培养出的表演人才不仅安于普遍和常态而且把他们所具备的能

力和头脑视做 高的艺术标准，具有顽强的排他性。因此，我的观念在这个无法不打交道的层次

中，不仅孤立，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分化 6 年、8 年甚至几十年所造就的人才规范，使之接

受并理解我的追求"（"创作《铜雀伎》的一些思考、观点及其它"）。据我所知，在组舞《炎黄祭》

的排练中，孙颖先生每每也生发出类似的感慨。 

　这其实意味着，孙颖先生在"当代古典舞建设"的工作中，对我们现行艺术教育中的舞蹈表演人

才培养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不仅要求我们的表演人才应寻求超越风格的能力训练，以使自己的身

体和头脑都具有较大的可塑性；而且要求我们的表演人才应具有较高的文化思维能力，能思考艺

术和社会的关系、技术和艺术的区别。当前，我们的"教学观念大讨论"正在深化，我们正在考虑

面向 21 世纪的舞蹈人才培养问题，我们已经把人才应具有的"创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问题放

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思考了--是否可以说，我们的舞蹈人才培养也应放在舞蹈文化建设的

大背景中来审视："机论"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论，也应切入到我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工作中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