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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文集是继1998年出版的《舞艺·舞理》之后，从近十年散见于各报刊的文论中选编的(此间，
出版过若干著述)。
为表明作者舞蹈思想理念的延续性，也选择了几篇已经入选过其他文集的论文(占极少篇幅)。
　　全书共分四辑：评论、论文、人物追思、文化观察与思考。
前三辑是以舞蹈为核心；最后部分则包括跨学科的文化思考。
　　人的思想、观点与其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我的舞蹈理念和研究思路与自己的经历和艺术实践也分
不开。
在《舞艺·舞理》的自序中，我曾以“实践体验与理论探究的汇流”为题，叙述了自己的成长道路。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中国当代专业舞人中，像我这样既无专业舞蹈学历，又仅有初中毕业文凭的人极少!所幸，在半个
多世纪的舞蹈生涯中(含舞蹈表演、教学、理论研究)，得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良师益友的身传言教、
悉心指导与帮助，受益终身。
　　舞蹈专业学习，得益于我的“母团”(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良好的学习环境
和正规的训练——名师云集、考勤考绩一丝不苟。
我吸吮着“百家奶”(包括优秀民间艺人的传授)，并将学到的东西用于舞台实践。
或许是由于幸运过早降临，1951年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①舞蹈比赛获金奖，1952年成
为中央歌舞团建团骨干、主要演员，反倒因“工作需要”自此失去了脱产进修的机会。
我自知不足，随时随地向接受学校专业教育的同行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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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中的一些论文、评论，是对“舞蹈生态学”方法论的运用与发展，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思维
方式，使我观察分析纷繁复杂的舞蹈以至文化现象有了“主心骨”。
文集中回忆的人物都是教导、帮助、感动过我的已故恩师益友，文体接近于散文、随笔，却蕴涵着较
多的舞蹈理念，记录了她（他）们在我成长中的引领、启迪与促进作用，感念之情难抑。
    舞蹈专业之外的社会实践促使我对许多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也根据实际需要发表了一些意见与
文章（包括历任第5届至第10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部分与文化建设相关的发言与提案），其中，关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居多，这自然与近年来的工作实践有关。
加入这部分内容是为了更全面的反映我的关注点，实践逼迫着自己拓展视野，继续进取，终身学习。
    文集折射出我一贯不拘一格、实话实说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一篇篇文章，随着我的思考自由而
自然地呈现，力求严谨与生动的统一性，但与自己心中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它是有幸步入学界的舞者，围绕着“舞蹈学科”的一些思考，故题名《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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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资华筠，1936年生，舞者、学者。

　　1950年初中毕业于南开中学，开始专业舞蹈生涯。
1952-987年历任中央歌舞团舞蹈演员、独舞、领衔演员；1987-1996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
长；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

　　主持参与“八五”——“十一五”计划中艺术学科国家课题（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二版）
总编委会委员，舞蹈学科主编）；主要著述：《舞蹈生态学导论》（合著）、《舞艺舞理》（中、英
文版）、《中国舞蹈》（主编、撰稿）、《舞蹈美育原理与教程》（主编、撰稿），以及多本散文随
笔集，约250万字。
论文、评论、散文均曾获全国评选一等奖；《中国舞蹈》曾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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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蒙古舞蹈美学概论》　严谨治学贵在进取  ——《中国舞蹈发展史》增补修订本读后　《巴蜀舞
蹈史》审读意见　敦煌石窟艺术　——敦煌、龟兹乐舞论文　面向21世纪的舞蹈学科建设思考　舞蹈
美育科学化探讨　——《舞蹈美育原理与教程》绪论　关于优化“理论评论生态”的思考   ——在中
宣部文艺舆情分析会上的书面发言　试论花鼓灯的“舞蹈生态幅” 　浅谈舞蹈分类概念及对实践中“
困惑”的思考 　强化优质基因交流、汲取、共同发展  ——当代亚洲舞蹈展望    　“昆舞”生成发展
的基础及文化价值   　具有复兴意义的中国古典舞  ——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论坛的一次发言　简论
舞蹈的本体特质、演进与发展 　开掘提炼科学化传授  ——在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论坛的发言　和
外国朋友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纪念《红色娘子军》演出周年的发言 　“一只眼睛看过去，一只眼睛
向未来⋯⋯”　——中央芭蕾舞团周年团庆随想人物追思　感念李少春先生　祭恩师戴爱莲　缅怀宗
师风范求索舞蹈学科学位教育之真谛 　——为吴晓邦诞辰 周年而作　请把笔墨留给有“职业病”的
教师们　——怀念舞蹈教育家陈锦清同志　送陈翰生教授远行　我神交已久的艺术知己　莱奥诺·德
罗萨·葛钦戈和她的《翠绿群岛之舞》 　思念远方的战友　——忆兆先　难忘的友情      ——忆老友
宝音巴图二三事　翠绿群岛留记忆文化观察与思考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理
念机制方法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要素阐释　关怀与激励  ——陪同温家宝总理参观“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专题展”　遏制大型综艺晚会过多、过滥　文艺评奖机制有瑕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机制的紧迫性举措　为迎接奥运急需强化北京市民公德教育　保护文艺批评权和支持文化打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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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与规律性“舞蹈批评”，通常也称“舞蹈评论”。
西方所谓“CRITIC”：批评家，其中含“挑剔者”之意，比较鲜明地显示出一种“身份感”（社会生
态位）。
近几年，我们也多用“文艺批评”、“舞蹈批评”，或许与此有关。
不过在我看来，“批评”、“评论”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性。
批评不是专门揭短，批评也必然包含着论理。
接触、亲近舞蹈，无非是通过视觉：观赏，或者动感：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对舞
蹈的观赏、参与，都离不开对舞蹈的评价。
因此，“舞蹈批评”并不神秘，广而言之，人人可为。
但是，舞蹈批评作为一种职业化的行当，却是舞蹈艺术发展到相当高度才应时而生的，它有其特定的
功能和规律。
从舞蹈生态学的角度纵观舞蹈发展史，制约舞蹈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除强化政令、经济投入之外，另
一个“生态项”就是权威性评论。
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而文艺批评对于文艺发展的作用力，则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日渐成熟、深化。
毋庸置疑，在当今社会，专业的舞蹈批评家（通称“舞评人”）的地位与作用与舞蹈发展的进程密切
相关。
那么，当代舞评人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呢？
在“专业圈”内，舞评人应该担当起对舞蹈创作（作品）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对创作思潮进行舆情
分析的任务。
面对公众，则应担负起社会审美消费的引领作用，促进舞蹈美育的普及和健康发展。
至于舞评人是否具有权威性，则取决于其公信度和影响力，它不是自封的，而是以其舞蹈批评的思想
深度和感召力为依据，在l乏期实践中逐渐为群众所承认。
当然，最终制约艺术发展的兴袁与趋势的决定因素是社会选择作用，它不是一时的市场效应所能检验
，也非少数权威登高呼吁拍板定性，更不能依靠浮夸炒作。
而取决于作品自身的生命力：思想内涵、艺术质量，它需要时间与历史的考量。
马克思美学思想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探索艺术永恒魅力之奥秘。
我以为这也是舞评人必须关注的。
舞蹈批评应追求由表及里，由对一般现象、具体作品的观察、评析，进而探索、揭示艺术本体的内在
规律性。
文艺批评（包括舞评）在文化艺术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的作用，有史为鉴。
在我国，自古以来那些经典性的文艺评注不仅映射出特定时期的文化思潮，也是渗透于文化发展史的
亮点。
在西方，举世公认的19世纪俄罗斯文艺发展的辉煌期，与别林斯基等文艺批评家的贡献密切相关。
芭蕾发展史中，18世纪以来以诺维尔（（舞蹈和舞剧书信集》（1760）为代表的，许多具有创新意义
的舞剧评论、创作理念，大大地促进了芭蕾的革新与发展。
当代，如：号称美国舞蹈“第一夫人”的艺术家、批评家艾格尼斯·德·米尔和菲律宾舞蹈家、批评
家莱奥诺·德罗萨·葛钦戈等，她们不仅以自己的表演艺术、编创的作品享誉世界舞坛，同时也以权
威性的舞蹈批评引领着时代的舞蹈潮流。
与上述那些标杆性、经典性的文艺批评相比，不禁生发望尘莫及之感。
但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有高远的志向，汲取他们的精髓，向他们靠拢。
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文艺批评中屡见不鲜的“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现象。
它不仅亵渎了批评家的职业尊严，也破坏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功能。
这股风也浸染着舞坛，影响着尚未茁壮的舞蹈批评健康发展。
因此，想要提高舞蹈批评的质量，首要的是树立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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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与舞评人自身的人品、文风、学养、激情与创造性思维的综合素质密不
可分。
它是舞评人自我修炼的依据，也是衡量其职业化水准的要素。
所谓人品，当然是诚信为本。
这是奠定“文风”的基础。
不可想象假话连篇的舞蹈批评，谈得上什么“文化品格”！
但是否“实话实说”就是理想境界呢？
这不过是一个“底线”。
我们曾不止一次强烈地呼唤舞蹈创作的“三真”精神，即：真实的生活感受、真诚的创作冲动、真切
的艺术呈现。
其实舞蹈批评同样需要“三真”精神：对作品的真实感受、心口如一的真诚表述、对艺术真谛的求索
、揭示。
这是做人、作文的标准，也是树立舞蹈批评之文化品格的基点。
舞评人首先要忠于自己对作品的真实感受，始终葆有对舞蹈的挚爱与真情。
如果一部作品并未打动自己，却要勉为其难、煞有介事地“纂”出个“子丑寅卯”，不啻是舞蹈批评
中最低级也是比较常见的弊病。
但作为职业化的舞评人，只是直白地表达一己之感受，显然是不够的。
他应比一般观众、同行，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更高的艺术见地，并予以真诚地表述。
这种表述，不仅限于一般现象的分析，而应结合创作实践，探索一般性规律：揭示其中的真谛。
“三真”精神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并非易事。
其中比较核心的问题是与创作者的关系。
西方批评家往往以不苟言笑著称，多大的“腕儿”对其铁面无情的批评都敬畏三分！
但他们也存在着过分“个人化”，犀利、尖锐中难免失之偏颇，建设性作为不足等问题。
我以为，在我国的社会条件下，批评家应参与优秀作品的打造过程，与创作者建立起比较理想的诤友
关系。
舞评人不应只是一个挑刺儿的“评审员”，创作者也不应期望舞评人扮演“吹鼓手”、“轿夫”的角
色。
双方都应以促进舞蹈艺术发展为己任，在真诚交流、平等对话中探讨真谛，共同提高。
文化品格的另一个支撑点是学养：它包括雄厚的基础理论功底，充实的文化知识积累，对创作动态的
密切关注与把握。
所谓基础理论的功底，并非动辄搬弄那些现成的名词概念。
而是在评析舞蹈作品中贯通正确的理念、辩证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
在某些舞评中常见论及一点不及其余，难以自恰的弊病，诸如：倡导民族舞的创新，就把继承传统视
为“负面影响”；论及作品的类别时，把“具象性”归为“当代舞手法”；“抽象性”归为“现代舞
手法”（孰不知在纷繁、多样化的舞蹈作品中，很难把具象、抽象，表意性、表珊陛手法绝对化地割
裂，往往是相互渗透、融合的）。
再如：对比较贴近民间自然形态的作品，称之为“原生态”，一时间这一概念的滥用成为一种“时尚
性”误导，凡此，对诸如继承、发展，传统、创新，经典、前卫，抽象、具象，表意性、表现性等理
论概念的混淆与滥用，使舞蹈批评缺乏说服力。
看似是认识上的偏颇，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基础理论的功底不足，缺乏辩证性思维所致。
优质的舞蹈批评不能只是“就舞论舞”，而应洞悉与具体作品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民族地域
特色。
在此基础上，论及其题材、体裁、艺术样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才不致捉襟见肘，甚至出现知
识性硬伤。
社会变革、时代发展、民众生活的日新月异，促使舞蹈创作也须不断变革、创新。
舞评人应高度关注创作实践的动态、发展，争取较多的作品观摩量，及时了解艺术家的思考与追求，
以期对共通性、倾向性问题保持敏感，把握创作思潮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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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注现时的创作动态纳入“学养”，是为了鲜明地反对死读书、读死书。
但知识的积累必须有很大的读书量，尤其要熟读经典（上网搜寻与读书绝非等同）。
总之，文化知识的储备对于舞评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读书与关注创作实践相结合方可融会贯通。
此外，舞评人还应具有激情与创造性思维。
事实上，无论从事艺术创作或理论研究，都应追求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相对完美的结合。
好的舞蹈批评应该在充溢着激情的心境下，有一种如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写作感觉，以自己独特的见
地，为“当事者”：编导，提供“旁观者清”的参照，敢于、善于言他人之未见、未言。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线的舞蹈编导、演员对有些舞蹈评论发出“看不懂”的怨言。
在多数情况下并非读者水平问题，而是对语言晦涩、故弄玄虚的舞蹈批评表示反感。
由此可见，舞蹈批评的可读性至关重要。
试想，如果专业圈内的同仁都没有兴趣读我们写的舞评，又怎能吸引公众，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呢？
一位我所敬爱的中学语文老师，曾教诲我们：“作文要照实写，力求生动。
”舞蹈批评无疑也应遵循这样的写作原则。
不过，舞蹈批评使用的工具虽然是语言文字，但其评论对象：舞蹈，是以肢体语言为呈现方式的时空
艺术。
因此，除了学习文学的写作技巧之外，还应把握分析舞蹈形态特征的科学方法。
使你所描述、评论的舞蹈形象在文字叙述中得以生动地展现：与具体作品对得上号，力避空泛或离题
千里，不知所云。
就个人经验而言，职业化的舞评人，在观赏舞蹈作品时，除与一般观众同样的热情投入之外，还应该
比较清醒地保持两条“思维轨迹”。
一是要善于窥测编导心灵深处的创作意图，对其下意识、潜意识中的神来之笔，亦或是刻意追求却未
能实现的目标，有感同身受的心理反应；同时，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批评家思维轨迹：捕捉亮点，挑
剔瑕疵。
通过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酿造的舞蹈批评，才有可能闪烁着创造性的思想光芒，对舞蹈设计者、表
演者具有吸引力、冲击力。
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都难以回避、不敢轻视。
无须讳言，当今舞评人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存在着不良因素。
比如：演出票价昂贵，尚无合理的机制保证舞评人对作品的观摩量；再如：不少舞蹈作品承载着树“
形象工程”的重负，评论的“口径”与“宣传政绩”的需求不合理地撕扯在一起，对舞蹈批评形成不
应有的压力或掣肘，在这样的境况下，步履维艰又急于求成的舞评人（尤其是入道不久的年轻人），
不免引发“生存困惑”。
于是，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按照出品人、创作者的意图充当“笔杆子”，以此作为获取功利的捷径。
如此这般，使舞蹈批评缺失了独立性而代之以依属性，甚至寄生性，这是比较危险的倾向。
而在所有的弊病中，套用、抄袭之风是最恶劣的，它不仅使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丧失殆尽，而且有如
“SARS”，对当今舞坛具有致命性的浸染作用！
，正是面对现时存在的种种困惑和问题，我们呼唤舞评人以“三真”精神为核心，自觉培育自己的文
化品格，以“职业群体”的能动性，维护舞蹈批评的职业尊严。
白求恩曾说：“党性是才能的摇篮。
”我想，在更广义的层面上理解这句至理名言，即：“怀有崇高信念的挚爱，是滋育才能的摇篮。
”让我们以此为训，做新世纪有出息的舞评人。
反思文艺批评之七戒离开舞台，忝居“文艺批评”之职业圈已十多年。
在别人眼里，此行似乎颇具“优越性”。
不是吗？
每有新作出台，总会被邀出席：待为上宾。
或有作者专程造访，或有传媒进行专访，一些上档次的会议讨论文艺发展问题时，也会给批评家以一
席之地，领导和有关人士均会论及这一领域的重要性。
总之，无人敢公然忽视其存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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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更真实的世界里，却常体会到文艺批评的尴尬与无奈！
“批评滞后”、“批评失语”的舆论更令人有些惶惶然。
而面对“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的时风，面对各种“关系网”的羁绊，即使你有勇气坚持批评的
独立品格，花力气写出有一定见地的文章，往往势单力薄，难成气候。
是的，在以“形象工程”和“获奖率”为主要追求目标的某种短期行为中，在浮躁之风未见减势下，
置身于创作第一线的人员，有太多的“实际”问题要关注或不得已被牵制（艺术的、非艺术的），一
纸批评：既未纳入其“炒作攻势”，又不影响作品和作者的命运、升迁，怕是无暇顾及。
创作与批评之间没有形成合理的“生态链”：缺乏真诚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更
高的美学追求，文艺批评何以能获得恰当的“生态位”，呈现出重要作用呢？
也有人把“批评不景气”的症结归咎于稿费太低。
孰不知稿费固然反映出某种社会价值，但文艺批评的安身立命之本首先是其自身的质量。
如果我们怀有职业的责任心，倾听读者的反映，将目光投向“评坛”的“内因”进行认真的反思，应
该有勇气对现时存在的文风问题，进行一番自我讨伐：一曰“腻”：生活中过甜、过油的食品会令人
生腻，评论一部作品的溢美之词过甚，也难免产生甜腻之感。
如果批评家提供的是“真糖分”（以真情实感为基础），只不过“量”大了一点（分寸欠妥），则尚
有“见仁见智”的参考价值。
但此类文章的“甜话”常常言不由衷，缺少与创作者荣辱与共的那份执著，“甜话”中再掺糅进一些
“油腔”，岂不“腻”上加“腻”？
读这样的文章肯定倒胃口。
二曰“套”：不计作品的风格、样式、水准之迥异，大体上以相同的模式予以评说，形成一种通用性
的“套话”、“套路”（其中还夹杂着“套用”：不同程度地抄袭）。
“套路”化的写作，手到擒来：不必费什么工夫；其明显的“优势”还在于保险系数较高：不会引起
非议，却很难有什么个性和血肉。
读这样的文章，会感到似曾相识，味同嚼蜡，也会连累其评论的对象（具体作品）黯然失色。
三曰“泛”：脱离艺术本体特质的泛论，与具体作品挂不上，扣不紧。
由于舞蹈艺术载体的特殊性，“舞蹈批评”中此种弊病尤为显著。
如果不能以语言文字准确地捕捉、提炼舞蹈作品的形象：使之跃然纸上，然后中肯地予以评析，即便
行文洋洋洒洒，依然会显得空洞、浮泛，缺乏说服力。
读这样的文章，有如隔靴搔痒，雾里看花，浑浑噩噩，提不起精神。
而“泛”与“套”极易“交叉感染”形成“并发症”，效果则更加不堪。
四曰“涩”：名词爆炸，概念罗列，逻辑构想，云山雾罩．令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这时便想套用一句流行的广告语：“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浪费；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智慧。
”理论阐释的高境界在于深入浅出．而可读性极差的艰涩之作，却令人生畏乃至生厌！
这种文章的病根在于作者自己对于理论真谛未及“通透”便急于卖弄，多少有些“唬”派的味道，把
读者当作炫耀自己的对象，到头来只会失去广大读者。
五曰“讳”：看似与“涩”相像，实则不然。
此类文章大都有些“异样”、“另类”的观点和理念。
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各种学术观点都应受到保护。
“讳”者却与读者玩儿起了“捉迷藏”：故意不把观点阐述得明朗、清晰。
不排除客观上存在一些复杂因素的干扰，但重要的是作者缺少坦荡的胸襟、必要的真诚和勇气。
读这样的文章使人感到困扰而无获。
六曰“花”：在玩弄文字上练就了一手“硬功夫”。
作品无论处于怎样的状态，其优劣、品位如何，只要“需要”、“有利”，随时可以献出同等“精彩
”的评论。
对仗的排比、华丽辞藻，有如“流水线”般地涌出。
如此这般，幼稚的作品变得“深刻”了；雷同化的作品变为“独创”，评论家的功能变成了“化妆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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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没有看过作品的观众，无疑会形成审美误导，在专业圈内则不啻是一股“歪风”。
这样的文章很像“假首饰”，虽不乏光泽却不值钱。
假首饰尚不足为害，而偏离真实的评论，其危害性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假药！
七曰“霸”：公然“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风，虽已不多见，强加于人的上纲、上线，缺乏理性
的发泄、抨击．却依稀可见。
此风在争议性文章中更为多见（尤其是“反批评”）。
“霸”气看似不可一世，实则色厉内荏。
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
如果对自己的观点有足够的自信，应该沉着对待：经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
“霸”气还源于学术民主的修养不足：不习惯于平等讨论。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以势压人者，到头来总会适得其反，文艺批评更应以理服人。
，上述七戒的根子是伪、媚、违。
伪：虚假，媚：媚俗，违：讳心，当然也存在理论基础不足之弊。
批评的灵魂在于“真”：真话、真情；批评的智慧来自于学养；批评者与创作者的理想关系应该是诤
友：在貌似“铁”与“酷”的面孔后面，跃动着一颗火热的心，蕴积着深厚的情谊。
我深信，当这样的文艺批评形成规模，持之以恒，蔚然成风时，文艺批评的“失语”与“滞后”将得
到彻底的改变，文艺批评家才能赢得职业的尊严与自豪。
而创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追求应该是为中华民族留下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文艺精品：最终将通
过长期的社会与历史的选择作用，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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