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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韩古典舞蹈比较》第一编首先分三章分别阐述中、日、韩自然环境中的舞蹈生态、文化形
态中的舞蹈功能，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诸方面，紧密结合舞蹈加以阐述，不落窠臼，颇
有新意。
从此可以看出作者长于思辨，勤于思考。
如对日本古典艺能“能乐”的审美意识，对日本“能乐”大师世阿弥理论著作《风姿花传》的心得体
会，都有独到之处。
对韩国古典舞发展的研究和阐述，脉络清晰，特别是对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对中、韩古典舞的贡献和评
价，恰确精当。
　　第二编中日韩古典舞蹈交互性的比较研究方面，从大量文献、形象资料中，总结出它们在题材方
面的互相吸收和发展衍变，如中国戏曲的《白蛇传》和日本歌舞的《道成寺》；中国昆曲的《长生殿
》和日本“能乐”的《杨贵妃》。
民间舞方面，如中、日两国的“踏歌”和韩国的《羌羌水月来》，以及中国的“拓枝舞”和韩国的《
莲花台》等，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运用自如，生动活泼，发人深省，更能品味中、日、韩东方色彩
的魅力和互相吸收运用的脉络。
　　第三编中日韩古典舞创新性的研究，对中、日、韩原始形态及现代文化形态的舞蹈功能作了探索
性的研究，特别提到参照性的功能，认为“三国古典舞之间始终存在着亟应进一步强化的参照性功能
”，日、韩两国古典舞永远是中国古典舞的两面镜子。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开阔眼界，看到世界各国舞蹈的发展，有比较，有鉴别，才能促使我们的
舞蹈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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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自然环境对审美风格的影响 不同的地貌有不同的美。
水乡美，高原美，纵然大漠亦有细细流沙之柔和累累沙丘之弧度可以赏玩。
不同地貌上的人们，对于美的态度及标准自是不同。
在谈及中国人之审美观与自然环境的直接、间接关系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汉字中的这个“美
”字。
 根据当代语言学理念与话语理论，人们不是运用语言去进行思维而是在语言的内部体系里进行思维。
换言之，有什么语言就有什么思维，语言没到那，思维也就到不了那！
初闻此言，大吃一惊，再想一想，也有道理。
语言是什么，就是概念的载体，假如需要那个概念，却没有那个语言，思维自然难以周全。
 以“美”为例，无论其在甲骨文中的本义是表示形貌好看，还是在篆文中的引申义是羊大则味美，总
之都是太富于直观性了。
为什么呢？
一个是观感，一个是口感，这种过于浅白的审美欲望一经成文，就窒息了中国人对于自然之美、艺术
之美，特别是哲学之美的领悟力与鉴赏感。
 有关哲学、美学上的问题，容待本章第四节时再继续深入。
此如英语中就有各种不同的词，有的表示接近和谐理想之美，有的表示可爱、令人怜爱之意，有的专
指容貌美，还有的特指英俊或健美。
而我们汉语汉字中的“美”则涵盖了太过复杂、宽泛的意思，所以用起来极易失范。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自然环境对审美风格的影响这一专题上来。
 1.因果回旋性。
中国审美风格的特点是多元、多种、多层、多面，通过对中国美学专著的阅读，林林总总，如数家珍
，掩卷思之，竟是无律可寻，无法可依。
如是，改个法子，从方法论的角度，在模式化上概括一下也未尝不可！
 我以为，中国审美风格虽然千头万绪，仅就对于美对象的接受尺度而言，其中必有共通之处，那可能
就是“美的结构”吧。
进而言之，无论何种文艺作品，它总得有个动机在前头，有个冲突在中间，有个交代在结尾。
这才算一回事，才能让人明白。
而所谓动机就是缘起，所谓冲突就是缘兴，所谓交代就是缘尽。
说书的、演戏的、撰文的、画画儿的，当然还有跳舞的，不管干什么的，反正都得有个来由，总不能
生生地就开始，硬硬地就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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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日韩古典舞蹈比较》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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