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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舞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西安石油大学  ○ 何  云 

    目前，东西方文化交融虽然使东西方文化互惠互利，而冲突与震荡只存在于东方——东方舞

蹈家在文化交汇中深受的困扰，西方舞蹈家则毫无感觉。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

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文版的《易经》。他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
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变化发展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

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70年代，另一位先锋舞蹈家特丽莎·布朗的现代舞蹈团一边打着
中国的“太极拳”，一边创造她的“放松技术”时，亦从未困扰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他
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创造了美国最先锋的艺术，但是，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艺术的“美
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冲突与震荡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
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
化发展的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为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
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从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羸
弱所囿，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其他文化的影响。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冲突确实存在，而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
决这种冲突中不断发展的。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冲突是怎样发生的。
静心梳理在东方现代舞蹈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盛行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正如当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
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
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在近现代发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
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及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的匮乏，东方现
代舞者在西风东渐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
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

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他的学生本杰明·L·沃尔夫亦认为，
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
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存的状态。因此，
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民族的经验来表现本民族的文化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
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便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
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必要的转换，那么由于二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冲突便
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



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
问，两者方向的正确性都无可厚非。就其特定意义而言，这两句口号折射着东方的现代舞者期
待被认同的心态，前者在于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在于期待世界认同。从某种角度来说，
或许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或许国际认同更具有权威性，对接踵而来的本土认同
更具有说服力，“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
种心仪之后悄悄发生的立足点的偏移，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 
    问题绝不是“与国际接轨”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上，而是以西
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事实上，与国际能够
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动几乎均以西方背景为“圣地”，东方的舞蹈家常常处于被选择
的地位。这样，与国际接轨所采用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不在东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
文化与审美判断选择下的与国际接轨的东方艺术，尤其是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与
审美判断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
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往往不是诞生于艺术家所刻
意地追赶时尚之中，而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地发现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之中，
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和欧洲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现代

舞的奠基人玛莎·格雷姆认为她的艺术不可能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去做一朵花，去成一波浪，或像
古典芭蕾那样关心美的线条，她的舞蹈是要使人体成为能量发生的动机，表现人类内心的活

动。玛莎·格雷姆以伴随着呼吸的强有力的腹部收缩和脊椎伸展，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内在风
景。为美国现代舞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石。 
    20世纪，西方现代舞蹈艺术向东方文化的渗透一直是单方面的，然而在70年代，日本现代
“舞蹈”则一反常态地将其影响向西方回流。“舞蹈”震撼和影响了欧美剧场大约不在于它那
黑暗、畸形、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而在于日本舞蹈家对日本战后现状的深入反思——尤其是
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精神肉体的畸形发展的揭示，对不断制造垃圾的现代工业文明本质的揭
露。 
    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的先锋性和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形式，
而在于这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
其现存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由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我们首先要
解决的是本土定位而非与“国际接轨”。当我们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我
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与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哲学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
的现代艺术无论是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
术的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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