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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批评理论”也就是。理论批评”，是以‘‘舞

蹈研究”的名义在“舞蹈批评”界登记注册的一种理论，

它跟作为一种舞蹈实践的“批评”没什么实质的关系。

所谓“理论”，正式的说法即“系统化了的理论知识”，属

于“思维活动反复和深化的结果”。而“舞蹈批评”是在

特定的理论模式下，由批评家个人对舞蹈作品的理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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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舞蹈的理论与批评间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待舞

蹈作品的奇=场与态度不同。理论家注重表演作秀，实践家则

关心实际、讲究实用。所以对于舞蹈理论，作品向来只是一种

为其学说的正确、深刻提供证据的手段与方式：舞蹈批评，则

是对与其努力亲近的对象及作品之间的互动和与作品亲密融

合的关系，由个人的观察和思想而做}*的感悟。

舞蹈批评是由专门的人来做专门的事，是一种专业性行

为的职业；舞蹈理论的问题首先在于明确自我定位，端正自我

意识，也成为一种规范化的行业。但两者在社会L所受的待

遇却差别很大。舞蹈批评需要良好的艺术感觉与长期的批评

实践，但总是吃力不讨好；而进行舞蹈理论创作，近能丰富文

艺理论，远能在思想政治领域开创局面，其实惠不言而喻。

“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的

如此之少。”尼采的感叹犹在耳边。受这种套路复杂的理论的

诱惑，我们的批评家纷纷成了方法论的俘虏：在艺术领域，永

远是“拙劣的批评编织聪明的理论，HJ色的批评则为出人意料

的直觉提供依据”。①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一文里也曾经强烈地责问那些总足想让对象来对号入座的批

评家：难道对象本身的性质／卜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即使是最

小的影响吗?“人人都知道。照这些令人起敬的理论家的意见

看来，所谓批评，就是把这螳理论家的教本中所叙述的一般规

律套到某一个作品中去。@

所以，“最高的批评，是个人印象最纯洁的形式，是其人自

己的灵魂的纪录。”@

在当今时代，原生态舞蹈突然东山再起，这无疑有种种值

得深思的东西。我们将如何保护自己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

《舞蹈》杂志我们见到的舞蹈批评有多少是围绕原生态作品

的?为数最多的是当下对新创作品进行具有实效的评论，进

而提高作品的社会影响，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体现舞蹈的价

值。舞蹈批评艺术在于懂得怎样明辨地欣赏编导而且如何教

会别人用同样的方式去欣赏。批评家无非是个懂得怎样欣赏

并教会别人欣赏的人。知道如何欣赏，同时进行评判，可谓是

批评家的全部艺术。凡是不偏不倚的意见，都是没有价值的。

虽说舞蹈具有一种超理论型，它更多地偏重于经验的总

结而小是逻辑的构造，但并不意味着关于批评实践的理论性

把握，能够无视这方面的种种理论思考。因为进行舞蹈批评

就是从事一种“选择”，事实上，具体的批评实践总是自觉或不

自觉地受制于批评家内在的观念立场。所以，把握舞蹈的审

美批评实践，首当其冲的就是批评观问题。在这样的语境里，

不再有近、现、当代的区分，原生与新创的差距，是与非的问题，

只有维护本土文化与弘扬民族传统。

亨利·詹姆斯曾经表示：一部艺术作品最精湛的品质将

永远是创作者心智品质的表现。“专家批评”的旗手李维斯曾

对此大力赞赏，认为“这句话很可能是批评的基础”。鲫这无疑

是很中肯的，这番“一tb,智”也就是批评家的见识。真正的见识

总是显得朴实无华，这常让一些I：1味浓重的欣赏者期待着舞

蹈批评家的继续。但却有理由指出：只有如此这般的见识才

是批评的港湾，批评家的每一次起锚远航只是利用这些见识

为燃料；批评家的每一次精彩演出，都不过是对这些见识所作

的各种深入浅H{的阐释。

批评家尊重作品的优先性：如果说“作为一种原理，一件

创作，一个艺术品，它本身就是目的：而批评，按照它的定义来

看，是关于它本身以外的某种东西。因此，你能使批评熔化在

创作之中，你不能使创作熔化在批评里面。”为'r圆满地完成

批评的任务，才建立了这门处理舞蹈研究的学科——舞蹈批

评，与具体作品的特性无关，而只能是一种文字形式的一般理

论，即舞学。

在很大程度上，舞蹈批评家的工作主要是努力整理自己

的观赏作品感受，设法从印象的草丛里寻求发现，就像李键吾

所说：“所有批评家的挣扎犹如创造者，使自己的印象由朦胧

而明显，又纷零而坚固。”@但在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仍是来

自我们生命历程的体验与实践。批评家与他所批评的作品的

关系，即等于艺术家与他眼前的五光十色的视觉世界以及情

感世界的关系。好的批评家总是对其所欲把握的作品给予充

分的尊重。所以在舞蹈艺术的精神上，使我们崇洋文化回归

本土文化，让我们在不断吸取外国舞蹈文化的同时，又不断维

护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

所以，由自身的审美印象出发的舞蹈批评家，通过作品的‘

肢体语言——形式方面而进入到精神层面，对这些东西作出

滋味的品尝与境界的辨识。就像普鲁斯特所说，归根到底：艺

术家的玩弄手法所能产生的生动印象是否可信，需看艺术作

品表现生活的力度给人的感受如何。@

那么，如何辨识优秀作品?在以往的创作论中，关于。如

何评价优秀作品”有过不少“定论”，其中之一便是对“独创性”

的推崇。瓦尔特司格特说得很明白：“模仿者在伟大艺术家开



辟的每一条小道上都遭到人们的唾弃”。o

但这是似是而非之见。首先在发生学上，某种暧昧性就

似乎从未被彻底清除。柯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提出：任何

艺术家都师法其他艺术家的风格，采用其他艺术家用过的素

材，像其他人已经处理过的方式那样处理他们。一个由这样

构成的艺术作品就是一个合作的作品，它一部分归功于被称

为编导的那个人，一部分则应归功于被编导所借鉴的那些人。

舞蹈家杨丽萍编创的《云南映象》中“瀑布”一景是雏生于冯双

白在《风中少林》中的道具“瀑布”；原生态《天地之上》之云南

九章的原生态舞蹈则受益于杨丽萍的《云南映象》的拓展，如

此等等。

这就是创作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但却为历来的批评所忽视

了的所谓优秀作品之间的“下意识抄袭”。在这里，“我们称之

为‘灵感’的东西，只不过是把传统中已经存在的材料加以下

意识地、造物性的再塑造而已。”它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曾

经被自己观赏过，后来被遗忘，因而重新浮现时已显得有些模

糊的另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突然地回到自己的创作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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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舞蹈批评对创作中这种“反独创”现象恢复名誉的另一层

意义，在于艺术接受方面的“惯例”机制。也即：一件艺术品要

是完全由独特的、严密的、创造性的元素构成，那它将是不可

理喻的。“独创性的经验只有在已经安放好的习规的轨道上

才会传播。’’@只要我们能够摆脱简单化的思想模式，那就可以

接受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波普尔的这番见地，“如果艺术家的

意图丰要在于使他的作品成为独创性的或‘非同寻常的’，那

这样的艺术作品几乎不可能是伟大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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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3页)示范动作具有形象性、具体性、直接性和真实

性等特点，正确优美的示范动作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诱

导性，可增强学生的学习欲望，教师应组织学生观看录像和比

赛，来提高学生对乒乓球的欣赏水平，激发学生对乒乓球的兴

趣爱好，从而成为乒乓球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3．4反馈激励

学生通过反馈可以对自己的乒乓球学习结果有所了解。

在乒乓球的教学中，要设法使学生知道自己的学习结果，具有

很大的激励作用，因为学生知道自己的进步，便能提高学习热

情，增加信心。此外，可根据学生的体质指标、机能指标、心理

状态进行指导和评估。对于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成绩，教师要

及时做出评价，适时地进行表扬和鼓励，树立他们的学习信心。

4真情教学

真情教学是指在乒乓球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传授

给学生专业的乒乓球知识，同时还要向学生传达出老师对于

学生的尊重、友爱、温暖、情谊和教诲。

真情教学便于使得学生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他们便会

以更大的激情上好课。这种情感是建立在师生情感交融、相

互信任、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教师首先要做到以下几

点：

4．1尊重学生，平等对待

每个学生都想得到尊重，每个学生都希望得到平等。教

师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以学生的乒乓球成绩的好坏或与家庭

出身的好坏来区别对待，学生将对老师加倍敬重和信任。

4．2多勉励、多宽容

现代管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以勉励的口气布置任务，可

以充分利用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使其潜在的能力得到最大

限度的发挥。生硬的命令，一开始就剥夺了学生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降低了他们的活动热情。用勉励、宽容的语气告诉学

生：。打不好不要紧，慢慢来。“老师相信你!你一定能够学会

的。”学生听了不但乐意去练习，而且练习时没有心理负担，练

习效果显著提高。

4．3参与设计教学过程

行为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参与管理、参与决策，是人的

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是精神方面的一种高层次的需求。从

这一原理出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倾听学生的呼声，了解

学生的要求，收集学生的建议，让学生献计献策，让学生参与

设计教学过程。这样的教与学的结果，肯定是教师教得自在，

学生学得称心。

4．4鼓励与期望 。

在教学中，表现特别好的学生，最大的期望莫过于得到教

师恰如其分的评价和鼓励：有某些过失的学生，最害怕的莫过

于受到教师的挖苦和冷遇。遇到上述情况，正确的做法应是：

该表扬的，就实事求是地给予表扬，并提出新的期望，鼓励其

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有过失的，论过要适度，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激发其补缺改过的动机和行为。

5结语

综上所述，乒乓球运动是一项集健身性、娱乐性、经济性

于一体的有氧运动，它可以增强人的灵敏性和协调性，增强体

质，同时也有助于培养人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教

师在乒乓球教学中应充分地利用学生的心理活动规律来激发

学生的兴趣，巧妙地把握学生的心理、生理和专业特点，运用

各种创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灵活

安排教材，采用管理学的激励机制和真情教学模式使学生产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师遵循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正确引导

学生，通过教学促进学生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整体健

康水平，促进学生快乐、健康地成长，以此培养学生的活动兴

趣，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和个性发展，这也是我们全民族为实现

‘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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