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  English  Français  

标题检索 检索

 

新闻摘播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社科论坛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六大建设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科技动态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库     专家库    数据库    港澳台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学 > 舞蹈学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从全面引进西方芭蕾的后遗症说开去

——中外舞蹈交流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欧建平

2012-11-30 16:36:19   来源：中国艺术报 

   

  中国舞蹈的蓬勃发展，从来离不开同异国舞蹈的相互交流；华夏文化的兴旺发达，从来离不开与外来文化的取长补短。敢于

敞开门户，历来是国力强盛、民族自信的表现，而由此导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结果——汉

唐舞蹈文化的两个高峰，新中国舞蹈事业的日渐繁荣，新时期舞蹈训练、创作、表演、管理和研究的稳步发展，莫不是如此。 

  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洋为中用”文化方略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记取一些教训。 

  “洋为中用”的正负面效应 

  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洋为中用”，尤其是从苏联全面引进西方芭蕾的全过程，其正面效应是使新中国的舞蹈

在最短的时间里崛起于世界舞蹈之林，论成就可谓奇迹般的辉煌。但负面效应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今

天，这些后遗症可谓显而易见： 

  第一点，我们在当时的强势文化——绕道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引进的西方芭蕾面前自惭形秽，不仅忽略了中西文化特质和审美

趣味之间的诸多悬殊，而且丢掉了中国民族舞蹈独树一帜的种种优势，比如高度发达的手臂动作、细腻传神的面部表情、形神兼

备的审美标准、虚实相生的时空概念、以少胜多的道家哲学等等，而盲目地贪大求洋，一味地追求“大蹦大跳大制作”，笃信

“舞剧是舞蹈的最高形式”这些典型的西方芭蕾美学观念，从而导致了中国民族舞蹈的严重西化，甚至造成积重难返的势头——

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从都市到城镇，从内地到边疆，无论舞团大小，不管师资优劣，中国的舞者们大多都是从芭蕾基训中的

“擦地”和“下蹲”开始一天日程的，而各地舞蹈院校科系在招生时，也大多无视自己招收中国民间舞、而非芭蕾学生的实际需

要，盲目照搬了西方芭蕾对肢体条件的苛刻标准，以至于将大批极具表演天赋，但身材不够修长的少年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各

地的舞团则无论是否具有足够的经济和人才实力，都会按照虽然陈旧却比较熟悉的西方古典芭蕾舞剧的模式竞相大搞舞剧，致使

真正能保留下来的精品力作为数寥寥。 

  第二点，我们在当时“亲苏反美”的特定政治环境下，别无选择地、全方位地引进了苏联舞团的“大锅饭”体制。这种选择

使得“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恶性循环后，窒息了新中国舞蹈家的创造积极性，阻碍了舞蹈生产力的发展。 

  中外舞蹈进出口存在严重逆差 

  因为在引进外国先进舞蹈文化、输出中国优秀舞蹈文化方面，我们至今没有对中外双方的市场需求进行过科学的调查、拿不



出可靠的数据，更拿不出系统而全面的可行性计划，并提供与之配套的经费。因此，即使是“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北京国际舞

蹈演出季、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几个国内最大规模的舞蹈演出活动，在引进外国舞蹈方面也还是基本上处在某种因随意而无序、无

主题的被动状态之中，更谈不上有计划、有组织地输出中国舞蹈了。因此，在中外舞蹈进出口方面形成的严重逆差则是不言而喻

的。而舞蹈，以其“非文字”的动作语言为本，本身是具有超越“文字”语言障碍功能的，因此，理应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战略中，得到更多的重视和使用。 

  多级资助的体制与政策尚未形成 

  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由于政府、企业、个人的多级资助体制至今尚未形成，导致了艺术价值甚高但缺乏商业价值的项目，尤

其是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项目逐渐减少，而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当代舞创作，就更是难以得到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了。对比

我曾多次应邀前往并频繁在国内接待其舞团的法、英、德等欧洲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许多政府主办的国际舞蹈

节（比如我1998年曾去过的法国蒙彼利埃国际舞蹈节和英国纽卡索尔当代舞蹈节以及2000年、2002年、2006年我曾三次去过的法

国里昂国际舞蹈双年节等等）上，政府都极力推广新崛起而并不成熟的当代舞的新人和新团。因为官员们确信，他们将是“未来

主流”，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的行为加以扶持，并向海外推广。而像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德国斯图加特芭

蕾舞团、汉堡芭蕾舞团这些早已驰名国际、并已得到国家巨额拨款、企业巨额赞助以及外国市场追捧的大型芭蕾舞团，则用不着

推广了。 

  或许，正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充足，其观念也相应能够跟上，而当代舞则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

何在中国经济GDP稳步增长，其总额达到世界第二的今天，对作为“未来主流”的当代舞及整个当代艺术，给予同步增长的关注

和资金投入。事实上，在近年来的对外演出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国外的演出市场和主办单位在看到中国当代舞的中国特

色与国际水准之后，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只要京剧、杂技和传统歌舞了，而是急切地需要那些能与国外当代观众直接沟通的中国

当代舞。这个买方市场的显著变化，显然值得我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给予足够的注意。 

  资金匮乏难以请来“洋教头” 

  尽管外来的当代舞已使包括民间、古典、芭蕾、现当代、国标和音乐剧这六大舞种在内的整个中国舞蹈受益匪浅，但至今依

然没有制定像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芭蕾那样的长期引进“洋教头”的计划。 

  根据中国的具体需要，有计划地长期引进“洋教头”的行为，也只有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在1992年建团前的5年中发生过。而

其他以外来舞蹈为基础的教学机构和演出团体，比如北京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的芭蕾、现

代舞、音乐剧、国标舞这四大外来舞种的舞蹈系，比如北京、上海、沈阳、天津、广州、苏州、重庆的8个专业芭蕾舞团，以及

广东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等等，则大多是坐等外国政府和文化机构的不定期“施舍”，以及香港企

业家的鼎力相助，才能有外国舞蹈师资的“从天而降”。 

  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教育部已经加大了对舞蹈等艺术教育的资金投入，像北京舞蹈学院这样

的重点舞蹈院校已经能够连续三年，成批地选派优秀师资，甚至在读研究生赴海外访学；与此同时，北京市教委也已经能够通过

项目申请的渠道，给北京舞蹈学院购买版权，为复排西方芭蕾经典提供充足的经费，但面对中国目前700多个大学舞蹈系的庞大

需求，这些资金投入依然还是杯水车薪。比如河南师范大学率先在2011、2012两年暑期举办的“美国舞蹈节河南舞蹈大师班”，

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现代舞人才，其中的五位佼佼者甚至获得了“美国舞蹈节”颁发的全额奖学金，但至今没有

得到各级政府或企业的资助，只是靠主办它的音乐学院的办学经费来勉强维持，因此，其未来令人担忧。 

  最后，笔者想用一个巧合的个案，同国内文化同行分享自己的震惊与思考：我接到“美国舞蹈在海外”学会的邀请，以“上

海国际艺术节”顾问的身份，去纽约参加一个主题为“美国舞蹈大搜索”的国际研讨会。众所周知，在文化艺术的推广方面，美

国的文化艺术素以“雅俗共赏”的优势占领了国际市场的极大份额，但他们的舞蹈工作者，或许还有其他门类艺术的工作者，依

然精心策划了这种学术探讨和市场拓展并举的活动。笔者认为，他们这种不骄不躁的精神和永求进取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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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习！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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