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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舞蹈教育“修身”以“治世”的历史作用 
2007-03-30 13:25:00 作者：姬宁 来源: 网络搜集  

     舞蹈这门艺术因隐含了人类社会多元文化因素，所以对提升人类

的感情生活，提高人类的审美水平，使人类的个性获得全面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具有极强的情感渗透功能，而且还具有极强的社

会教化功能。在中国历史上，以舞蹈来凝聚群体，以舞蹈来提升群体成

员的素质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

始社会中，舞蹈是最为严肃的一项智力活动，它是人类超越自己的动物

性存在对世界的审视和关照的体现。原始舞蹈带着发自生命本体的深沉

情感，展示着原始民族的苦乐艰辛。 

  先人们留下的《扶来》、《扶犁》、《大舞》、《葛天氏之乐》(又

名《广乐》)等原始乐舞都在塑造氏族成员强健体魄、传授氏族成员生产技能、提高氏族部落生存能力方面起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格罗塞指出：“原始跳舞的社会意义全在于统一社会的感应力。他们领导并训练一群人，

使他们在一种动机、一种感情之下，为一种目的而活动。一切高级文化，是以各个社会成分的一致和有序的合作

为基础的，而原始人类却以跳舞训练为这种合作。”在原始舞蹈中，人类动物性的本能游戏、自然感官和生理感

性的兴奋宣泄与社会性的要求、规范、规定开始混同交流，彼此制约。而先民们也在舞蹈中感受到了秩序和团

结。原始社会成员的生产技能、思想意识也在这种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着。可以说，这些是舞蹈最原始、最直

接的“治世”功能的体现。 

    如果说，原始社会中舞蹈的“治世”功能是为了自身生存发展而进行的一种不自觉的、全民性的活动的话；

那么西周时期的“礼乐”教育体系则有意识、有目的地把舞蹈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教育手段来“治世”。 

    西周时期的“礼乐”教育体系可以说是后世舞蹈教育“治世”功能的一个标准范本，其“乐教”思想在随后

的两千多年、甚至直到今日，都可见其踪迹。西周“礼乐”教育仅仅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而设立，“六大舞”、

“六小舞”是主要教材，由“掌国学之政”的乐师任教。 

  学生们学习“大舞”，是为了感受到等级的尊卑和王权的神圣；学习“小舞”是为了让学生通过传统祭祀乐舞

的学习，从中懂得天气、节气、雨水、土地对于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意义以及尊崇祖先、师长和捍卫江山的重

要。可以说完备的学制体系，全面的教学内容，使西周的贵族子弟，这些国家未来的统治者，在学习乐舞时，先

要修其身，进而治其世。这不能不说是西周“礼乐”制度“治世”功能的完美体现。 

  如果说社会安定，舞蹈教育的“治世”功能尚能完美体现的话，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意识形态方

面“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舞蹈的“治世”功能还能继续发挥么?孔子，这个对后世教育的发展影响最大

的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在孔子所创设的儒教里，乐舞教育的“治世”思想已经突破了贵族化而更趋于大众化。他创办私学，使更多非

贵族出身的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他教学生“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乐”赫然列在“礼”

之后，而在其他四艺之前。 

    儒家之所以把“乐”列入教材中，看重的是乐舞的社会作用，包括对人的教育作用与政治作用等。“乐也

者，圣人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这移风易俗其实就是使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转

变，这是“治世”说在提升公民道德修养方面的体现。 

旅美青年舞蹈艺术家曾乔访谈 
曾乔,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青年
教师，04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  
/news/new/

爵士舞与街舞 联系与区别 
爵士舞到了美国以后，吸收了芭
蕾、现代舞、街舞、拉丁舞的元素
和  
/article/wudaojiaoxue/

11月5日荷花奖舞蹈高手频频出 
当日，在贵阳市举行的第六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大  
/news/danceshow/

相关热点推荐  更多

最新推介  

本页相关  

无相关信息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       

  在国家政治方面，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观其乐就知其政，“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孔子还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张，从治国安邦的角度出

发，强调学生通过学习“乐”等技艺来认识社会、熟悉人生、了解人生，进而健全其人格，成熟其思想道德，成

为一个合格的为官者，这不可不说是孔子乐舞“治世”观的体现。 

  孔子修平民身以“治世”的乐舞教育观较之西周王权乐舞教育修贵族身以“治世”的乐舞教育观，可以说是一

大进步。明代朱载堉就是在继承儒家学说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乐舞理论的，他首创“舞学”，成为将舞蹈从传统的

“乐”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人。此之前古代所谓的“乐”，往往是指音乐、舞蹈、诗歌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有时也

单指音乐或舞蹈。除了在提法上的创新之外，他还提出舞学是一种“建国之学”，是培养人们道德高尚的情操之

学。而这种“建国之学”的提法，就是朱载堉的舞蹈“治世”功能论的一种体现。在这一点上，朱载堉是严格遵

从儒家学说乐舞的“治世”功能观的。他在《论舞学不可废》中写道：“凡人之动而有节奏，莫若舞，肄舞所以

动阳气而导万物也。”说明舞蹈对人体本身的重要作用。他还认为古之乐舞既可“以之治己”(陶冶自己的情

操)，又可“以之事人”(娱神娱人)，无歌舞则无法“格神明，移风俗”。总之，乐舞不可废。乐舞，特别是传

统古乐舞，应该得到提倡。 

    不论是“六大舞”、“六小舞”强调的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教化作用，还是“六艺”强调的乐舞在人

内心修养方面的陶冶作用，或者朱载堉所提倡的“古之乐舞”，它们无一不是为了保持社会安定，达到封建统治

者“揖礼而治天下”的政治目的。 

    19l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文化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新民主教育从此开端。新的教育

体制提出新的教育宗旨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革命先驱者将教育细则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

身大本”的条文撤销，废除由孔子创立私学发展而来的私塾，设置公立学堂蔚然成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乐舞

教育“修身”以“治世”的体制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公立学堂课程之中出现了学堂乐歌，历史上自先秦

中断的官学中的乐舞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的恢复。在历史重大的变革关头，音乐舞蹈教育被赋予了救亡图

存、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可见乐舞教育“修身”以“治世”功能以另一种形式不断延续。 

    这一时期音乐、舞蹈的“治世”功能可见于大量著作之中。曾志态在《乐典教科书自序》中说：“社会腐败

以音乐感动之，当今当务也。”剑虹在《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中写道：“我中国者，欲蓄积实力，革新庶政，

必自小学校音乐教育始。多编民歌，叫醒国民，发扬其爱国之心，鼓舞其勇敢之气，则茫茫禹甸，翻独立之旗，

开自由之花，日月为之重光，山河为之生色，其效可计日而达。”“以音乐教育我感情薄弱之国民，将来于社会

上、政治上、军事上皆受无穷之影响者也。” 

    而以创作《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等12部儿童歌舞剧及24部儿童歌舞曲，在当时的学校生活中盛行达

二十多年的黎锦晖，不可不说是这一时代音乐、舞蹈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希望通过歌舞这种形式来对儿童的

思想、心灵进行美和善的熏陶，并“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事敏捷的能力”。这种兼具启蒙和美育双重目的和价

值的歌舞活动及舞蹈教育恰恰也是为了修民众之身，治共和之世。 

    舞蹈这门古老艺术“修身”以“治世”的(本文来自领舞网)功能，绵延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舞蹈

教育者要紧跟时代步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完成舞蹈教育任务，修今人之身，治今日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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