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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跳出来的不是理论出来的

吕艺生

2012-12-26 09:47:30   来源：中国艺术报 

   

  今天我想谈谈“舞蹈的治学”，“治学始于求学，治学醒于思考，治学独立思考”。什么是治学始于求学？我今年75岁，小

的时候比较不幸，3岁失去父母，12岁参加工作。参加工作，这是一个转折，但我原始的文化水平是小学都没有毕业，文化基础

可想而知。12岁时我广泛接触艺术，唱歌、跳舞、戏剧，到了13岁明确以跳舞为主，从那天开始，舞蹈的美就吸引着我，我想要

终生许给它。 

  舞蹈是美的，但是美在何处，怎么认识舞蹈的美，毫无疑问当时我是迷茫的。我敢说一些大学生在舞蹈美的面前也是茫然无

知的。尤其是在舞蹈面前，拿别的艺术的美来要求舞蹈，舞蹈真正的美是会被说成缺陷的，这就是我们开始所接触的舞蹈的美，

可以说是盲目的。我知道我得学习，1949年参加工作后迎来新中国建立，随后去了哈尔滨，那时唯一的渴求是天天泡书店。在我

工作单位对面有三家书店，书店的一个角落，就是我读书的地方，因为没有钱。13岁的时候我读了很多书，有三本记忆犹新：

《堂吉诃德》《艾伯利特医生》（舞剧台本）和《心理学》，我对《心理学》里面讲的条件反射非常感兴趣，感觉这就像是我们

舞蹈的训练，音乐一响，我就知道手要打开。 

  我在14岁时给戴爱莲写过一封长信，表达我对舞蹈的热爱，表达我从事舞蹈事业的信念，当然了她没有给我回信。在若干年

后，我当了舞蹈学院的院长，由于工作联系，我和戴爱莲有了交流，她告诉我不能给我写信的原因是汉语不好。也正因为这样，

之后我收到学员的来信无论如何都会给孩子们回个信。无论长短，都会回信，填补戴先生不能写汉字的遗憾，这就是我那个时候

的状态。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西方的美学著作大量传入中国，大概有30种与美学相关的书籍。我一下子感到茅塞顿开。美学与哲

学产生很大变化，美学平民化，当时所有的概念都没有离开康德。格式塔心理学有相当一部分应用在舞蹈上，它提到“没有一种

艺术像舞蹈蒙受的误解那样多”。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等很多学派都在谈舞蹈，很深刻、很准确。但我对舞蹈的疑惑，它们还是

没有给我解答。弄懂了别人在弄什么，我开始弄自己的，有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看法。美的火种在我的手中蔓延了，我苦读了四十

多年的书，研究了四十多年的舞蹈，我才开始感觉有自己的看法。 

  人云亦云是不能做学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全国大背书，高考中大量的东西是背现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还

有什么创造力可言？学术上大量弄虚作假，在网上拿现成的，我们的学术理论也要“统一”，这叫什么学术啊？我不希望我的学

生这么做，你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否则，有什么百花齐放可言？ 

  舞蹈永远离不开身体，舞蹈的真正特色：它是鲜活的。最本质的特征是跳，你跳就有，不跳就没有，舞蹈是跳出来的不是理

论出来的。舞蹈理论就是落后于舞蹈实践的，在舞蹈面前舞蹈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它是寻求最接近舞蹈本体的语汇，是加深对舞

蹈的认识，但永远代替不了舞蹈。以前那些理论遭到误解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冠李戴，那不是我们的东西。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我的舞蹈美学是一定要坚持“身心一元论”，这个观点也恰恰是马克思的观点，“人区别于动物是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宗

教意识、社会意识、审美意识，编导、演员都是靠意识进行的。舞蹈在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的？中国古代虽有独立的时候，但它的

独立形态没有形成，绝大部分是和其他艺术在一起的。我们中国20世纪开始有独立舞蹈的独立形态，原来基本都不是。当我们自

己的关键词形成后，舞蹈美学才能形成。 

  接着我们谈谈“联系”，什么是联系？当我的本体意识与本体论发生了联系，这就产生了我上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的关

键词：本体意识。本体意识已经与其他的本体论挂钩了，80年代以前的作品还处于迷茫状态，80年代以后的作品出现了一批都带

有本体意识的，产生了90年代对本体意识的认同。到《舞蹈学导论》断定舞蹈本体论是成立的命题，这就是联系。什么叫联系？

联系就是把你的知识连接起来，重新进行排列，重新结构。 

  我们独立思考为的就是要有自己的见解，把原来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重新组合在一起。只有积淀多了才能形成自己对舞蹈的美

学认识，别人形成了的东西一定要过自己的脑子。我们专业舞蹈教育之所以不能培养出舞蹈大家，而是舞蹈机器，都是因为丢掉

了思想、灵魂。动作思维是一种低能的、幼儿的、野兽的、动物的思维，舞蹈家、体育健将都是属于多元智能。好的作品都是有

思想的，道理就在这里。 

  总之，治学始于求学，醒于独立思考，成于联系。 

  （作者系著名舞蹈家、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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