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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中国民间舞蹈“走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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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 

 

刘晓真 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对于强大的代表都市和精英文化的“学院派”以及舞台化的“民族民间舞”的定名，乡土民间舞仍是概念之外尴尬的徘徊

者，只是被采之“风”和被表演的对象，其命运仍然是被“加工”与“提高”的无情切割与随意组合，它所涵盖的文化密码随着

剧场竞技与政治荣誉的角逐而逐渐消失，一代代积累的厚重的文化城墙将随着价值观的更换而瞬间坍塌。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刘晓真《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从一个秧歌看当代中国民间舞蹈》（以下简称《走向》）对以鼓子秧歌为代表的当代中国

民间舞蹈风貌作了细致的历史探究和发展论述。这本书在1949年的历史节点上前后纵横，并未耽于线性的考察与民间舞蹈“知识

性”描摹与梳理，而是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民间舞蹈在政治与文化格局变化中的生存境遇选择，在经济冲击与信

仰衰落之中的身体变化，在面对非遗时形态“新”与“旧”的价值迷茫做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阐述。 

 

  长期以来，舞界学人多将民间舞从“原生形态”的自足保守到“教学形态”身体规训的元素提取依据，最终在“剧场形态”

中再次将身体进行精英文化的洗涤与过滤，形成“提取再造”的身体语言。但是，在中国当代民间舞蹈的发展中存在这样的特

例：由于农耕社会长期的文化特质和历史积淀，中国的乡土艺术在走向当代的进程中是在“剧场”和“乡土”的双重行走中完成

互动与吸纳，并在新的形式中开始雅与俗、精英与大众、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化循环。《走向》一书的出发点和意义即在于此—

—既有自由的思想锐气，也激发读者的理性思辨与学理的探索空间。之所以选择“鼓子秧歌”为个案，是因为在时代的浪潮中，

鼓子秧歌一方面保持着地方性经验所构成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也“处于一个似乎更为先知先觉的优势位置，与舞蹈专业院校、

各种国家仪典、活动的紧密关系，使它的发展出现了并行不悖、穿插交叠的两条线索，一方面我们看到鼓子秧歌在山东当地延续

传统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它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的现代步伐。”如此，山东鼓子秧歌的现实给我们打开了中国民间舞在

当代剧场演艺、国家意志以及民间自发表演中的种种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 

 

  犹如一把双刃剑，鼓子秧歌在获得政治和经济认同的同时，对政治荣誉和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使它渐渐脱离“土味”。作

者刘晓真自2001年起对山东商河县、济阳县、惠民县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在散落的资料中爬梳剔抉，整理归纳，对1955年

至2003年商河鼓子秧歌参加的国家、省市级重要演出进行了统计，在肯定了鼓子秧歌参与新的国家叙事话语的同时，也指出这样

的问题：第一，由于名声所累，最具代表性的鼓子秧歌手们频频参加由各地各级政府组织的演出，到了真正的年节“跑十五”时

热情却在下降，传统的串村仪式简化或取消，民俗意义在“秧歌搭台，经济唱戏”的行政操作手段中隐退。第二，在身份的意识

上，由于商河政府的资金投入，民间艺人“把鼓子秧歌作为可以赚钱的营生”，认为比“民间艺人”的身份要“实惠得多”，秧

歌的热情由祭祖、自娱转化为对经济的自觉。第三，由于引进比赛机制，介于“博士”和“二老艺人”之间的文化馆员成为鼓子

秧歌实际的指导和加工者。这些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文化馆员，以自己的文化理解和审美感悟对鼓子秧歌进行的创新或提高，使鼓

子秧歌的发展获得另一种机制的保障，但其中的模式也值得商榷与思考。这些，无疑也是当下“原生形态”民间舞“走向”的症

结所在。这种对民间舞蹈在国家主线之外发展的担忧和思虑，也是一个长期行走于田野和剧场之间的青年学者的学术自觉。 

 

  对于强大的代表都市和精英文化的“学院派”以及舞台化的“民族民间舞”的定名，乡土民间舞仍是概念之外尴尬的徘徊

者，只是被采之“风”和被表演的对象，其命运仍然是被“加工”与“提高”的无情切割与随意组合，它所涵盖的文化密码随着

剧场竞技与政治荣誉的角逐而逐渐消失，一代代积累的厚重的文化城墙将随着价值观的更换而瞬间坍塌。 

 

  或许正是这些多元生存的形式，中国民间舞的文化自觉和舞蹈自律才以“非遗”的形式迫在眉睫地提到日程上来。这里的

“舞蹈”主要成分即“乡土”民间舞，包括它们身体的“观念表达”、“表现方式”、“技能”及与之相关的服饰道具和“文化

场所”。失去了这一真实，那些变换的身影就会成为魂不附体的真正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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