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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艺术的本质，也是人类生活的本质—俄国思想家巴赫金

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在当下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并应用，在舞蹈研究的领域

也越来越多地被践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岁末，我们的视野中充

满了各种学术论坛和研讨会的讯信，中国舞蹈学界亦在其中显现出越来越

活跃的态势。本期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这些学术动态。

由美国“舞蹈研究协会”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举行的2019年国际

学术会议，以“共舞”为主题，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500多名学者，在为

期三天的不同形式的发言中，关注了舞蹈的文化性别、舞蹈和政治、舞蹈和

民族、舞蹈与大众文化、舞蹈与战争、舞蹈与外交、舞蹈与国家主义、舞蹈与

教育、舞蹈与社会民生……既反映了当下世界舞蹈学界的视野，亦显现了

舞蹈学界研究的方向和方法的转变。其中，中国舞蹈学者们也在此次会议

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深度与当代舞蹈研究的成果。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和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第六届

“培青计划”暨首届中国当代舞双年展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其中的

“中国当代舞现状和发展”的圆桌对话，从中国当代舞教育的历史背景、生

存的现实环境以及发展的时代机遇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当代舞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中国当代舞与世界的对话”的主题论坛，一方面注重不同国家的

艺术节与剧院运作经验的交流，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当代舞在世界舞蹈格局

中可能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展开讨论；“当代舞的公共传播与推广”的主题

论坛，分别从舞蹈受众、活动策划、市场推广和剧场管理等方面总结当代

舞在公共传播与推广方面的现状，分享成果；“舞蹈制作的秘方”的主题论

坛，分别从剧院经营、青年人才培养项目、委约作品、联合制作、资金来源、

多元创作等方面交流经验，明确剧场的功能、艺术家培养途径、舞蹈制作与

推广的关系。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云南艺术学院主办，在云南昆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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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遗’传统舞蹈生存现状研讨会”，以多视角的观照，围绕中国“非

遗”和传统舞蹈的保护与传承这一核心，针对学科体系建构等问题展开了

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寻求“非遗”和传统舞蹈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

格局。

在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由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舞蹈

研究院主办的“与时代同步伐的海派舞蹈研讨会”和“中国古代乐舞在海

外的传播、变异和本土原型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也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举行。前者，对“海派舞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上海舞蹈发展的辉煌

历史进行了回顾；对“海派”舞蹈的精神进行了探讨；对“海派”舞蹈如何

形成自身的独立个性，以及与时代发展同步、不负历史使命，进行了深入的

探问。后者，由来自中国、韩国、日本、蒙古国的学者们，通过回顾中国古代

乐舞的海外传播及对东亚诸国传统乐舞的影响，分析东亚诸国如何通过文

化借鉴、文化融合、本土化的创新，以及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自身独具特

色的乐舞文化传统的历史，揭示跨国界、跨文化的艺术交流的规律；揭示

亚洲传统乐舞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交流当前东亚舞蹈界的学者在历史和

文化研究方面的创新成果；也为找回中国失传的乐舞文化历史提供根据。

诚然，健康的对话和讨论意味着不同的声音发言，从而促进我们对现

实世界进行全面观察，对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辨析、反思和争鸣，最终达成

观念的创新、人类思想的进步—这即是衡量我们的学术研讨、对话、交流

之成效的根本。因为，对话即在于打破和改变“独白”现象，追求思想的开

放、多元和复调格局，这是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矛盾性使然，亦是

时代发展对学术进步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开展对话的维度还

有待于打开，打开，再打开……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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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舞
—“舞蹈研究协会”2019年会议观察

苗芳菲

【内容摘要】 2019年8月8—11日，“舞蹈研究协会”2019年国际学术会议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顺利

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共舞”既是对近些年美国舞蹈学术趋势的反转，也是一种新的继承。会议上，舞

蹈与大众文化、非裔美国舞蹈文化、舞蹈与国家主义以及结合性别、民族和政治的跨学科研究等议题皆反

映了当下美国舞蹈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中国舞蹈学者们在此次会议上的精彩发言，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舞蹈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当代中国舞蹈理论研究的成果和面貌。本文主要从学术动向、热点话题、重点奖

项和中国舞蹈的世界声音四个方面来介绍此次会议的概况和成果。

【关键词】 舞蹈研究协会；共舞；跨学科研究

舞蹈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民生
—“舞蹈研究协会”2019年会议圆桌讨论

刘青弋　张  麟　林  男

【内容摘要】 活在21世纪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当下，我们需要直面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和人生

呢？舞蹈文化是否走进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想象力飞翔？是否关心并参与解决那些扼住人类喉咙的问

题，让人们的创伤得以抚慰？上海戏剧学院的学术团队于2019年在“舞蹈研究协会”主办的“共舞”国际

学术会议上以“舞蹈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民生”为论题，组织圆桌讨论，以求在舞蹈本质功能层面，关注舞蹈

的公共空间建设如何强化社会民生意识，跳出狭窄的艺术象牙塔，在建构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中承担应有

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 舞蹈；本质功能；公共空间；社会；民生

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反：舞蹈与冲突
—“舞蹈研究协会”首届国际学术会议的视野（三）

刘青弋　吴孟洋　刁  淋

【内容摘要】 作为由舞蹈领域的学者、教育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舞蹈研究协会”（DSA）是一个规

模庞大、具有世界号召力且组织严密的舞蹈学术界的交流平台。2018年7月5—8日，“舞蹈研究协会”在

马耳他大学举行了首届国际会议，会议主题为“反：舞蹈与冲突”（Contra: Dance and Conflict）。来自世界

各地的数百名舞蹈领域学者集聚一堂，对舞蹈内部和外部冲突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

的问题是：虽然舞蹈通常被用作和平的隐喻，但是舞蹈及其学术研究却往往是一种冲突。然而，舞蹈作为

一种互动、摩擦和潜在能量的场所，其冲突既有破坏性，也具有创造性。那么，舞蹈如何成为和解的载体？

舞蹈研究中的冲突是什么？舞蹈编排又是如何表现、暴露或挑战暴力和战争的？是否可以通过舞蹈实践

找到一种可以有效地调和或利用这些冲突的方法？本文以系列报道的形式，按照会议组织的不同专题，综

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们发表的论文和发言的要点，透视了当今舞蹈学界研究的视野，即学者们对于舞

蹈在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生活中所发生冲突的关注，以及他们对冲突的根源、冲突的协

调、冲突化解的途径以及对冲突的创造性因素的合理利用的观点。此篇为国际会议第三日发表的研究成

果综述。

中国当代舞现状和发展
冯双白　杨美琦冯双白 春　谢  欣

【内容摘要】 本文以第六届“培青计划”暨首届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上题为“中国当代舞现状和发展”的

主旨论坛为基础，通过对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中国舞蹈教育家杨美琦、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春和谢欣舞蹈剧场艺术总监谢欣的发言进行整理，梳理了四位业内专家关于中国当代舞的思考和观点。

他们分别从中国当代舞教育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中国当代舞生存的现实环境和问题以及中国当代舞发展

的时代机遇和方向等不同视角展开讨论。其中，冯双白提出中国当代舞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跨界现象突

出，并强调教育对于当代舞发展的重要性；杨美琦谈到中国引入当代舞的历史意义，并提倡要尊重当代艺

术家的独立性；刘春探讨了中国当代舞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谢欣则从自身经历出发，分

享了中国当代舞蹈家生存与发展的经验。

【关键词】 中国当代舞；现状；发展

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圆桌对话
Round-table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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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Round-table Dialogues

中国当代舞与世界的对话
［意］ 丰翼　［英］ 爱玛　［保］ 爱莲娜　［以］ 亚伊尔　［葡］ 蒂亚戈

【内容摘要】 第六届“培青计划”暨首届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主旨论坛之一—“中国当代舞与世界的对

话”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举行，论坛邀请了来自意大利、英国、保加利亚、以色列、葡萄牙的舞蹈节项

目顾问与总监组成圆桌对话，介绍了各个国家艺术节与剧院的运作情况，以及以此为依托的各国当代舞的

发展情况，并共同围绕中国当代舞在世界舞蹈格局中可能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展开讨论。对话中，发言嘉宾

一致表示，希望寻找一些有趣的或者是多样性的舞蹈艺术家，以及能够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舞蹈作品，在

他们国家的舞台上呈现不同类型的中国当代舞蹈艺术。

【关键词】 中国当代舞；世界格局；对话

当代舞的公众传播与推广
黄豆豆　［英］ 亚森　［韩］ 李钟浩　张  奕　安  妮

【内容摘要】本文为在第六届“培青计划”暨首届中国当代舞双年展中，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黄豆豆、欧

洲编舞网络平台通讯员亚森、首尔国际舞蹈节创始人及艺术总监李钟浩、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营销及艺

术教育主管张奕与“安妮看戏”的主编安妮针对“当代舞的公众传播与推广”这一主题而展开的讨论。黄

豆豆通过回顾历史，并以自身的工作经历为例来说明中国当代舞蹈编导与西方进行对话的方式；亚森从

打造当地的环境、国际合作、课程建设、重视体验等方面进行阐述；李钟浩从创办舞蹈节的角度，强调推出

优秀作品，提升观众审美的重要性；张奕从数据调查中探析现象，并分享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在营销和推

广方面的措施；安妮则从媒体的角度探讨了树立品牌之于艺术传播与推广的意义。他们基于自身的工作

背景和理论研究，分别从舞蹈受众、活动策划、市场推广和剧场管理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旨在分享和总结

当代舞在公众传播与推广方面的现状与经验。

【关键词】当代舞；公众传播；舞蹈推广

舞蹈制作的秘方
黄佳代　［英］ 乔斯　［法］ 亚尔莫　［英］ 爱德华　［奥］ 索斯滕　［德］ 布鲁诺

【内容摘要】 在第六届“培青计划”暨首届中国当代舞双年展期间，主办方特邀英国伦敦萨德勒之井剧院、

法国夏洛宫国家舞蹈剧院、英国伦敦老地方舞蹈中心、奥地利林茨国家剧院和德国达姆施塔特国家剧院的

五位剧院艺术总监，以“舞蹈制作的秘方”为主题展开谈话。他们分别从各自剧院的基本情况、运作模式、

各类项目和资金来源、作品制作类型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与讨论。强调了剧场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

桥梁作用；重点关注艺术家的培养和舞蹈作品制作之间的关系；分享各自委约联合项目的具体策划细节

和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舞蹈推广等经验方法。

【关键词】 舞蹈制作；培青项目；艺术家培养；国际合作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Studies

中国的傩戏对日本能乐和朝鲜假面
戏剧的影响

［日］ 诹访春雄

【内容摘要】 本文在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国家假面戏剧的发展基础上，发现中国傩戏的影响范围波

及日本、朝鲜，并推动了日本假面戏剧能乐的诞生。此外，还通过描写朝鲜宫廷举行的大傩仪式和杨州别

山台戏的假面表演来说明朝鲜的假面戏剧的主要内容包括祭神舞蹈与世俗剧，其风格已经向世俗化、宽主

题、多形式的方向发展。最后通过横向比较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假面样式而证明日本7世纪初出现的伎乐

和舞乐所使用的假面也是从中国传来。

【关键词】 傩戏；假面戏剧；能乐；假面

日本雅乐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日］ 三田德明

【内容摘要】 本文以伴以舞蹈的“舞乐”为研究对象，从对雅乐的过去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的普遍说法的质

疑切入，尝试从有关音乐方面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的相关意见、史蒂文 · G.纳尔逊的论点、不同时代背景下

通过古谱复原高丽乐的工作所揭示的事实、明治撰定谱的不定性运用、录制在唱片里的雅乐、林邑乐舞乐

与越南占族民族舞蹈的节拍、以4倍速演出舞乐的可能性等方面展开探讨。最后笔者指出，研究者不要被

音乐和舞蹈分离的“现代思维”所迷惑，而应该从音乐和舞蹈一体化的视点出发重新把握雅乐的内涵并进

行雅乐研究。

【关键词】 日本雅乐；变化；中国传统乐舞；可能性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Studies

礼乐和释奠佾舞在日本的接受度研究
—围绕释奠与乐舞的相关性

［日］  铃木祥江

【内容摘要】 本文以日本古代释奠中的乐舞为对象，指出释奠表面上传承了中国的形式，但其实在由中国

传入日本之际便已经完成“日本化”并保持了日本政治的独立性。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释奠是作为祭

祀“先圣先师”的仪式来进行的，需要通过严格的科举制度来选拔录用官员。但在无科举制度的日本，对

于官员们来说释奠的意义就与中国大不相同了。同时本文深入分析了释奠中之所以表演日本本土“风俗

乐”的缘起，主要涉及由地方进入宫廷的路径、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文献记载等几个方面。



“非遗”保护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非遗”保护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构建中国特色的“非遗”舞蹈保护体系
—“‘非遗’传统舞蹈生存现状研讨会”综述

张提振

【内容摘要】 2019年9月20—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云南艺术学院主办，云南艺术学院舞

蹈学院承办的“‘非遗’传统舞蹈生存现状研讨会”在春城—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对“非遗”

传统舞蹈保护而言无疑是一次新征程，因为它突破地域局限，着眼全国，给予“非遗”舞蹈保护体系以多视

角的宏观观照。同时，具有多样学科背景的与会专家、学者从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研究积淀

出发，围绕中国“非遗”传统舞蹈的概念内涵、生存现状、保护传承、未来发展以及学科体系建构等相关问

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大会一致认为：第一，应深化对“非遗”和“传统舞蹈”的认知，忌认识逻辑

上的孤立或泛化；第二，文化多样性是保护的目的，保护是传承、发展的前提，整体保护、活态保护是可行

的方法；第三，“非遗”传统舞蹈的学术理论研究有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格局。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生存现状；保护

关于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的思考
薛  莉

【内容摘要】 当前，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中所出现的问题是“花鼓打不响”“花鼓打不花”“鼓与舞

分离”。究其原因，是由这类“非遗”舞蹈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在对其核心技术认识上的偏差所造成的，

具体而言，在于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对这一“非遗”舞蹈项目核心技艺的摒弃和化难为简的改造，盲目地

用“大而简”的文化传播替代民间“小而精”的自主传承，从而使得保护的对象脱离了原生环境和文化。

所以，花鼓类“非遗”舞蹈的保护需要尊重花鼓传承的历史规律与原则，需铭记“花鼓不打空槌”的传承古

训，杜绝将鼓乐敲击与舞蹈动作分离。同时，对其实施活态化保护，应该尽快培育花鼓原生地村民成为花

鼓传承的骨干力量，建立花鼓原生地最具有代表性的花鼓队，使其成为其传播的主要力量。

【关键词】 山西花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研究
Culture Studies

“与时代同步伐的海派舞蹈”学术研讨会纪实
张玉玲　刘慧明

【内容摘要】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滋养和

孕育出风格独特的上海舞蹈，使上海舞蹈在中华舞蹈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第21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青年艺术创想周 · 舞蹈创想周暨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建院20周年之际，“与时代同步

伐的海派舞蹈”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0月20日在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研

究、教育、演艺、出版行业的专家与学者们汇聚一堂，在历史回顾中总结经验，在概念探讨中深化认识，在实

践总结中寄望教学，明确了上海舞蹈已然呈现出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并达成了上海舞蹈始终“与时代同

步伐”的共识。但同时他们对“海派舞蹈”这一概念在当下的使用仍存有疑问，并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观往

知来，尽快廓清“海派舞蹈”的内涵与外延，对上海舞蹈的未来发展抱定信念，使其在时代的风潮中成为中

国舞蹈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海派舞蹈”；与时代同步伐；上海舞蹈；海派文化

探问蒙古族舞蹈的美感与根
马  跃

【内容摘要】 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审美基因来自这个民族长期的社会活动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这种审美基因是社会美和自然美的一种聚合，正是这种聚合导致了舞蹈风格独特性的产生。基于此，本文

对蒙古族舞蹈的美感形成和审的美根源进行探讨，提出以下观点：蒙古民族“开放”与“包容”的民族意

识从根上决定了蒙古族舞蹈的美学观念和大致格调；蒙古民族“勇往直前”和“无畏艰险”的核心精神促

成了蒙古族舞蹈阳刚与豪放风格的定型；此外，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环境以及宗教信仰对蒙古族舞

蹈独特美感与风格的形成均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蒙古族舞蹈；美感；根



创作研究

Creation Studies

创作研究
Creation Studies

舞剧二重空间的构成与表现性
—以王玫作品《雷和雨》《洛神赋》为例

杨志晓

【内容摘要】 空间的运用是舞蹈创作及其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以一定的编舞技术为支撑，服务于

作品主题的呈现和表达。二重空间即是其中一种具有强烈表现性的技术手段。本文以王玫的两部舞剧

《雷和雨》《洛神赋》为例，分析二重空间的构成要素和技术，并阐述其在舞剧中的表现性，旨在探索二重空

间的编创规律及其对深化舞剧文化价值的意义。

【关键词】 舞剧；二重空间；王玫；《雷和雨》；《洛神赋》

舞剧中的“话语权”归属问题
—从舞剧《安娜 · 卡列尼娜》谈起

孙继黄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舞蹈评论不能只在专业领域内展开，亦要善于接受来自圈外的非专业人士的意见，

否则容易“闭门造车”。但是，关于舞剧《安娜 · 卡列尼娜》的创作与原作是“两张皮”的评论则反映了不

少普通观众对于舞剧创作“本位”原则的认识不足。针对在兼具文学叙事性和肢体抒情性的舞剧中是否

具有“话语权”，其“话语权”的具体含义如何，以及舞剧的“话语权”由谁来掌握等问题，本文进行了探讨

与思考。

【关键词】 舞剧；《安娜 · 卡列尼娜》；话语权；本位；主体性



训练研究

Training Studies

训练研究
Training Studies

身体解码
    —记第六届“培青计划”暨首届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工作坊

潘凯玲　张雨薇　张兆勋

【内容摘要】 由美国纽约大学杰瑞米 · 纳尔逊的“由骨骼到肌肉：舞者身体的保护与运用”、加拿大

Lorganisme舞团艺术总监卡罗琳 · 劳林 — 博卡吉的“舞蹈的内在空间与流动性”，以及意大利Tecnologia 
Filosofica舞蹈戏剧团弗朗西丝卡 · 辛卡利和保罗 · 德圣蒂斯的“身体的仪式”构成的工作坊，分别从三种

不同的身体运动理念出发，强调当代舞蹈在训练中对作为人的身体的关注，引导学员在舞蹈中对身体的内

在及各个部位的运动路线、身体与内外空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索，从而使他们从原有的身体惯性中解放

出来，获得解开舞蹈身体运动密码的多种可能途径。

【关键词】 当代舞蹈；工作坊；身体解码

论摩登舞舞伴间的引导与配合
刘少博

【内容摘要】 摩登舞是男女舞伴在舞蹈中始终贴身搭手的具有很强流动性的闭合式双人舞蹈。本文着重

对摩登舞“舞伴间的引导与配合”这一核心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在人体重心移动的前提下，通过

腿的折叠和髋的旋转，使二者互动传递至手臂摆荡，以完成舞伴之间的引导与配合。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

引导与配合技术，舞伴双方方能在舞蹈中准确传递有效的身体信息，为舞伴间的传情达意和艺术表达提供

必要保障和基础。

【关键词】 摩登舞；舞伴；引导；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