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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有感  

□ 田夫

 

  《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一书是延边大学教授、舞蹈硕士生导师向开明先生所

著。 

  太极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源远古，最早文字记录于《易经·系辞上》：“是

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

业。” 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源。同样，太极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意识形

态、思维方式、哲学、宗教、艺术甚至医学、建筑学等各个领域。 

  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极其广泛的汉文明圈。此文明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汉文化的学

习和认同。汉文化圈包括我国的近邻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国。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文

化和经过中国文化改造过的佛教文化在相继不同的历史时期，传入日本、朝鲜和东南

亚。在太极文化影响下的绘画、医学、建筑、音乐、舞蹈和代表人物，都带有强烈的中

国文化特色。儒学在日本、朝鲜和韩国等东亚国家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伦理观

念、政治制度之中。 

  朝鲜民族舞蹈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中国道教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在一般的场

合，太极、八卦几乎成了标志。直至现在，韩国的国旗仍用的是太极图和八卦图案，可

见《易》学在朝鲜（韩国）影响之深远。 

  朝鲜民族的文化特征是由传统文化发展而来。其最初的观念形态是多神教的自然崇

拜。即将佛、儒、道3种思想融为一炉，形成“天人合一”，阴阳、刚柔之气和拟物制

象的原初的哲学思想内涵，从而实现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统一。这种特征为朝鲜民族舞蹈

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舞蹈发生学角度看，每一个民族舞蹈的发生与形成均与

该民族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朝鲜（韩）传统舞蹈文化的形成，向开明先生并不赞成水田劳动产生说。因为

朝鲜民族到三国时代为止，仍以种植“粟、麦类为主”，三国以后才逐渐扩大面积耕作

水稻。仿鹤之说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鹤”是道教中仙的化身。朝鲜民族历史上曾

经崇拜过熊、虎、鸡，却无崇拜“鹤”的记载。朝鲜民族是从狩猎民族逐渐转成农耕为

主的民族。其先民从“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生存劳作形成了最初原始形态舞蹈。 

  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具

有包容性、发展创造性并善于吸收百家之长的民族。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渗透与影响已经

浸入到日本民族生存的社会土壤里，舞蹈也不例外。其历史分为古代前期（飞鸟时

代），开始与隋唐联系，学习了隋唐宫廷燕乐和朝鲜乐舞，制定了古代日本宫廷雅乐。

奈良时代是与中国交往的鼎盛时代，曾经19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除宫廷燕乐外，

民间的“俗乐”、“散乐”以及部分宗教乐舞也大量涌入日本，成为日本乐舞艺术的催

化剂，促进了日本乐舞艺术的发展。 

  向开明先生运用自己强大的理论功底，在书中首先论述了太极文化的源流。他提出

了太极思维的三大特点：其一，形象思维；其二，整体思维；其三，辨证思维。这种思

维方式使人们呆板的思维活动趋于活跃，并对东亚诸国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还叙述了道家、道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哲学派别。

其创始人为老子。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子。道家的主要思想是：顺应自然、逍遥物外，通

过个人内心修练，全性保身，与道合一。 

  道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非常密切。如大诗人李白就深受道教影响。自称“谪仙

人”。他的诗歌充满了超逸不凡的风格，表现了仙风道骨。道教与舞蹈的关系更是密

切。许多民间舞蹈其最初形式都是从道教仪式演变而来的。如：乞雨、跳月、跳钟馗、

祀神、迎神赛会、舞龙、舞狮、踩高跷、跑旱船等。 



  中国是拥有最悠久的历史与文明的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经历了人类文明史

上罕见的从未中断的延续发展。大量的考古发掘实物证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

先民就有了较为成熟的原始舞蹈。先秦以后，从朴拙的汉代画像砖、玉舞人上，从斑斓

的敦煌壁画中，从铺张扬厉的汉赋和瑰丽多彩的唐诗中，我们一定可以感悟到古代舞者

节律分明的步点和他们时而飞扬、时而低徊的身姿，体味出中国舞蹈艺术的万千气象。 

  文章论及太极气韵与东亚舞蹈文化及其“韵律”之关联。“太极”独特的“气韵

观”中，“气”论占据了古代社会大部分意识领域，影响着中国乃至东亚舞蹈艺术表现

风格的形成及体系的建立；“韵”的审美价值的确立对舞蹈美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构成了舞蹈艺术之理念“气韵观”。太极“气韵”与朝鲜民族舞蹈文化及其律动方

式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宗教文化观相通，“气韵”观相同，韵律方法相

近几方面。日本舞蹈文化同太极“气韵”的联系也同朝鲜舞蹈文化与太极“气韵”的联

系相同。当然，他们各自的特性还是顽强地保留着。 

  太极文化对东亚舞蹈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它的影响，使得东亚舞蹈的“气韵

观”和特色，具有东亚人的性格。即使在21世纪东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站到现代化的

前沿，东亚舞蹈仍然不会混同于西方舞蹈，因为它所灌注的历史仍然是太极文化影响下

的东方神韵和东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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