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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国的舞蹈艺术近年来有了很大发
’露展，舞蹈演出和创作颇为活跃，舞
剧及舞蹈比赛、展演和包括舞蹈在内的

综合晚会演出频繁，国外著名舞蹈团体

接连来华演出；电视、报刊等各种媒体

纷纷参与舞蹈推介公众对舞蹈的兴趣大

为增长；舞蹈艺术教育扩展迅速，增设

了许多新的舞蹈专业艺术院校和系科，

各种类型的舞蹈学习培训班红红火

火⋯然而在这种繁荣的同时，也有问

题不可回避。譬如讲，舞剧作品量太却

不一定质高：部分舞蹈作品的粟房极

差；某些专业舞蹈团体资金严重短缺；

在舞蹈理论研究及评论方面尽管也有一

些新锐之作发表，但从总体来看，还需

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

从广度上说，舞蹈评论往往容易被

舞蹈所限制，因为人们似乎已习惯就舞

蹈谈舞蹈。其实，舞蹈理论研究及评论

最重要的任务，是应该对舞蹈这门综台

性艺术进行全方位的关照，揭示其所表

现的社会文化的意义，给读者和观众传

达一定的舞蹈艺术理念，对舞蹈艺术进

行更深层次的阐释，直至指导和影响舞

蹈的创作与表演。

舞蹈理论研究及评论应该开拓视

野。但我们用中文“舞蹈”一词在大图

书馆或网络里检索，查到的往往只是某

某民族或某某地方的什么舞，至多还有

一些舞蹈学理论、舞蹈教学用书和舞蹈

画册。而用英文查“d6nce“这个词，你

会立即发现它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比如

舞蹈和民族认同、舞蹈和国家权力，舞

蹈与文化表现、舞蹈与品味、舞蹈与后

殖民主义等各种不同话题的文章和著

作。这说明，国际学术界考虑舞蹈问题

的视野比我们宽。当然，国内也有很多

学者已经开始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一

些不错的著作也已陆续发表。但从国内

舞蹈研究和评论作者队伍的整体看，我

们的眼光的确受到了比较大的局限。

现在的舞蹈评论大多是舞蹈圈内人

在做，而且缺少各种理念和学术背景的

；中撞。从教育体制上来说，条块分割、隔

行如隔山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大学各个

院系之间是相互分割的，比如中文系、

历史系和哲学系的人就很少会去关心舞

蹈系的事情。人们有可能去学跳舞，却

很少会去参与舞蹈评论。至于舞蹈专业

的学生，对文化课学习普遍不重视，舞

蹈艺术院系也很少开设跨专业的选修课

程，即便有相关课程，学生也往往不会

将它们作为一门知识来认真学习，而更

愿意考虑如何更容易地通过考试、取得

学分。在部分院校的舞蹈专业学生考试

选拔中，即便是招考舞蹈史论专业的学

生，往往也偏重其身体条件，而轻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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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卜悄、I洲—一{现实话题
表达的意义。其实，舞蹈，不

管是交谊舞、舞剧还是仪式性

舞蹈，都汇总为更大范围的动

作研究领域下的一个子集台。

近些年来，人类学家扩展了对

身体文本的研究范匣研究多

种形式的舞蹈是如何通过身

体动作塑造、展示和延续社会

文化认同的，探求这种认同在

舞蹈中的身体体现在舞蹈中

的身体操控与特定的历史背

景中的日常生活身体表达规

则之间的联录身体的展示和

表演与人们对身体的基本认

识及表演者群体的社会地位

之间的关录分析舞蹈所反映

和折射出的不同阶级、族群和

性别的权力关系等。

要欣赏某一特定时期的

艺术，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掌握

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在无意识

中带给公众的“看艺术的方

式”。人类学家分析艺术时，认
一舞蹈《云南映蠹》尉照之三 柏在寸杀由右叩雷圣日幻碱昔-

文化基础。由此导致舞蹈人才知识结构 专家学者的意见、不同观众群体的看 概念、引起的行为、导致的产品、产品对

的严重偏向，就是那些舞蹈基本功无可 法。在此基础上再做评论，有重点地分 概念的反馈。对于舞蹈和舞剧艺术来说，

挑剔的学生，其知识面大多也非常狭 析、研讨，就会把握得更准确、更深八。 研究者和评论家不只是一种“客体”，而

窄。这种教育机制必然带来专业舞蹈评 研究者和评论家一定要把舞蹈看细了、 是参与着创造舞蹈编导和演员、读者的

论者及其评论的狭隘性。舞蹈研究及评 看透了，一两遍不够，就看三遍五遍。这 “惯习”的过程。这种“惯习”不是简单

论应当包含多学科学术理念，如果能有 有点儿像当代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文 的习惯，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成

更多圈外人士参与其中，也许就会多一 本细读。舞蹈作为肢体动态语言，有其 为禀性的东西。培养惯习不是一朝一夕

些不同的声音，并增强舞蹈理论研究及 所在文化特有的语音、词法、句法和篇 就能完成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因

评论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多元化 章结构。研究和评论者可以用类似拉班 此，舞蹈理论研究者和评论家应当不断

是拓宽舞蹈理论研究及评论的途径之 舞谱的客位研究手段来记录，进行详细 充实和完善自我，在积极参与社会的同

一。 的舞蹈语汇说明；更要深八该文化内 时，在众多诱惑面前认定各人研究的位

舞蹈评论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些 部，了解这些文化的实践者对舞蹈肢体 置，有时候甚至应当甘于寂寞，在广度和

理论研究及评论过于表面化，分析的深 动态语言的认识和解说，明白其中的意 深度上不断求索，以为中国舞蹈事业的

入程度不够，只是隔靴搔痒。所以，做 义。主位的(实践者)和客位的(研究 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太的贡献。圈

学问写评论要想深入，就必须多问几个 者或评论者)视角相结台，才能掌握这
(本栏组稿：尹永华张菡)

为什么，必须改进和丰富研究方法。这 种语汇，并对此进行恰当的分析和解
注释：

一点，不仅舞蹈理论研究者要注意，舞 释。 ①R0bert Red“eld．^rt and lcon．1n CharlOtte

蹈评论者也要注意。因为舞蹈评论也是 舞蹈研究和评论者搞清楚了问题
H otten．ed．^呦rOD0109ya嘣^rt．叩39“65．
NY．Garden C1ty：The Natural mstory Press．

研读的一种方式。研究的资料来源不应 “是什么”，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 197l

当局限为文献，也应当包括观察和访谈 样”。艺术研究应当注意艺术影像背后
@J日呻C Desmnd．E吣odyl旧D1fference：Is—
suesln D6nce．1n Ja吨C DesI∞nd ed．№dnl咽

的材料。比如说，要想评论一出舞剧，最 的象征物，而不仅是影像本身。身体是
In№t10n．叩29—54．Nc．0lJr岫n：OIJl(eU州ve卜

s1”Press．1997

好去做一番调查，像人类学的访谈那 可以言说的，具有很强的力量。身体动 ④^1fred Gell．^rt朝d A口ency：^n anthrOpo_

样，去深入了解该舞剧的创作和演出过 态语言与影像一样，本身包含着丰富的
1∞1cal Theory．D 2．0xford：C1dr印d∞Press，
1∞8

程、编导原本的用意和感受、各种因素 应当深入挖掘的意义。应当重视舞蹈动
④A1 an P№rn鲫，Arts 6nd^nthroD01∞y．1n
CharlOtte H otten．州．^nthrO∞1∞y日『ld玳．

对创作的影响，甚至要了解和研究其他 态肢体语言的话语分析，去发现身体所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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