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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将于2010年8月9日至8月13日在北大举行。在这个国际美学峰会中，北京舞蹈学院作为合办方，将举

办“舞蹈美学与舞蹈教育论坛”，使中国舞蹈美学在与世界交流的语境中得以表现、传播和发展。大会开幕前夕，我们采访了北京

舞蹈学院党委书记、本次世界美学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王传亮。 

记者：北京舞蹈学院作为“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合办方，您认为其重要意义是什么？  

王传亮：首先，应该感谢北京大学、北京市教委给予我院这样一个共同举办世界美学界盛会的机会。对于我院来说，这是一个

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美学理论与舞蹈实践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相信无论是对舞蹈理论的深入研究，还是对舞蹈实践的进一

步发展，都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世界美学大会常常被人们视为学术研究转向的风向标。现在世界各国的美学研究者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美学，这恰恰体

现着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热切探寻。而中国的舞蹈艺术，则是展示美、诠释美学的最好形式之一。在这次美学大会中，

我院筹划举办了以“舞蹈美学与舞蹈教育”为主题的舞蹈美学分会场论坛，并精心准备了“大美不言，国舞集萃”的舞蹈演出，

“以舞释美”，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的舞蹈艺术形式，来体现东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的精髓，展示中国舞蹈的魅力与风采。在这

里，舞蹈就是我们诠释美的方式，舞蹈让美流动了起来。我们用舞蹈这一独特的语言形式在世界美学大会上展示中国艺术之美，在

舞蹈实践与美学理论的交互中，在实践性与思辨性的统一中，表达和体现中国美学的特点。   

另外，在这次的美学大会中，我提出了“共享世界舞蹈艺术，展示中国舞蹈世界”的理念，就是希望实现中国舞蹈艺术在世界

语境中的互动与对话，使共享世界舞蹈的中国，展示出、创造出中国的舞蹈世界来，让世界通过中国舞蹈之美来认识中国舞蹈美

学。同时，中国舞蹈艺术也将借助于世界美学大会这个强大的平台，提升自己、发展自己。  

记者：众所周知，北京舞蹈学院是以舞蹈为专长的高等学府，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舞蹈艺术人才，为中国舞蹈教育的发展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你们的发展思路是什么？  

王传亮：北京舞蹈学院是世界一流的名校，是中国舞蹈教育的最高学府。它既是培养精英舞蹈人才的摇篮，也是普及和提升舞

蹈艺术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既是推动舞蹈研究和舞蹈作品创作的前沿基地；同时也是与国际舞蹈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窗口。它引领

着中国舞蹈教育的发展方向，在舞蹈艺术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006年，学院党委在响应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之下，确定了“团结协作求和谐，集中精力谋发展”构建和谐舞

院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和谐舞院建设的内涵，带领全院师生员工努力构建和谐舞院，融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2007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院党委确立了“高举旗帜、文化引领、依法治校、和谐发展”的工作方针，坚持高举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强调用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引领舞蹈艺术发展，以传统文

化和世界优秀文化来指导舞蹈艺术研究，号召师生将舞蹈艺术教育、学习和创作自觉融入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工程中来，为民族文

化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9年，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通过系统学习、广泛调研和深入实践，党委提出了“以特色建一流，以质量

求生存，以和谐促发展” 的科学发展新思路。  

“以特色建一流”强调了只有牢牢把握学院特色才能够向世界一流的目标迈进。因此，我院以舞蹈艺术作为核心和本体，形成

一系列相关的学科体系。舞蹈就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专长，是我们生存的根本，它使我们可以与世界一流高校相媲美。但是，这

个特色必须紧紧抓住中国文化积淀，以在中国文化母体中产生而来的舞蹈艺术形式来面对世界舞蹈，立足于世界舞蹈艺术之林，在

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不断吸收、汲取世界舞蹈文化的精粹。  

“以质量求生存”是指我院多年致力于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史论等学科的传承、研究和发展，在培养舞蹈表演艺术家、

舞蹈编导家、舞蹈理论家、舞蹈教育家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在舞蹈技术水平上，赢得了世界业内外的充分肯定。  

“以和谐求发展”中“和谐”二字，点出了我院的办学思路，即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允许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甚至欣赏这

种差异性。这与这次世界美学大会“美学的多样性”的主题不谋而合。《易经》有言：“和生万物，同则不济”；《中庸》亦有

言，“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这些说的都是“和谐”。第一任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蓄”、

“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其实也是源于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我们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高度概括了

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我院在学术氛围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和而不同”，这既贯彻了党中央的文艺

精神，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本次世界美学大会的主题是“美学的多样性”，这也与我们传统文化的和谐相应。中国美学最讲究的就是多样性，在审美取向

上，正所谓“各美其美”。我们学院有不同风格的舞蹈，正形成了缤纷斑斓的舞蹈世界：贵族气息的芭蕾舞，以平和均衡体现着高

贵雅致；作为芭蕾反叛的现代舞，强调自我与个性；“三道弯”的敦煌舞，用飘曳的衣裙展现仙境般的轻盈曼妙；丰富多样的中国

民族民间舞，以其迥异的肢体语汇体现了诸民族不同的风土人情……舞蹈都是反映文化特色的，中国舞蹈与芭蕾舞、现代舞不同，

中国人讲究丹田、追求对生命本体的关照。我们在允许差异性的同时，更强调中国舞蹈所具备的文化基础，坚持以中国文化指导中

国艺术的发展。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学院将在总结“十一五”发展时期的成绩和不足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十二•五”发展规

划。在确立了向世界一流舞蹈高等学府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提倡“三个坚持”，即：“坚持高层次的文化追求、坚持高质量的人才

培养、坚持高水平的普及教育”。  

“坚持高层次的文化追求”，这与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的学习中，要求我们“坚决

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高层次的文化、高雅文化是我们民族的事业，而不是一个产业，不能仅仅依靠大众文化市场，它应

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追求，成为舞蹈学院的追求。追求高层次文化，坚持高雅艺术，并使其成为我们主流的艺术追求；反

之，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名校。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精彩和极具艺术魅力的，它不是孤立的文化的概念，而是能够给我们

带来幸福生活的文化，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质量通过文化在不断改变。舞蹈学院的舞蹈表演、教育、编导、理论和传播等等，都

需要水准。舞蹈学院绝不迎合市场、谄媚大众，坚持不伴舞，坚持高层次的文化追求。美学与哲学、美学与艺术是有深刻联系的，

相对于哲学而言，美学从属于哲学；相对于艺术，美学则是对艺术自身的一种反省。哲学指导文化（狭义），文化指导艺术形式，

艺术形式包括着舞蹈；反之，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诠释文化、诠释哲学、诠释美。舞蹈艺术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态之一，对

舞蹈美学的研究，也是古已有之。美学是理论，舞蹈是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诠释理论。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分的，这也恰恰是

中国文化的特点。美学与艺术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因此美学研究者必须对艺术

实践有所了解，舞蹈美学的研究者也应该对舞蹈艺术实践有深刻的认知。  

“坚持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则与“质量求生存”一脉相承，是说我们要为世界、为中国培养高质量的艺术人才，这也正是我们

成为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根本。在舞蹈技术水平上，我们理所应当是第一，而且我们要保持这种第一，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依然保

持这样的优势。学院不仅仅是舞蹈表演艺术家的摇篮，还为国家培养了很多舞蹈编导家、舞蹈理论家、舞蹈教育家、艺术管理人才

等。在过去，我们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本次“大美不言”专场演出的演员都是学院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舞蹈人才，他们中有很

多已成为社会公认的青年舞蹈家。那么，在将来，我相信一流的人才也将不断从舞蹈学院走出来。  

“坚持高水平的普及教育”，指的是高水平的舞蹈普及教育。舞蹈普及不仅仅是素质教育，更是培育舞蹈市场、培育舞蹈观众

的必由之路。舞蹈学院必须承担起普及舞蹈教育的责任。我曾几次在英国看皇家芭蕾舞剧院的演出，几乎天天演芭蕾舞剧，但是天

天都是观众爆满。人们西服革履，以尊重的态度坐在台下，安静地去欣赏芭蕾舞剧，掌声不断。那是因为英国的观众从小就受到这

方面的普及教育，通过对艺术的学习、文化的积淀，达到了对舞蹈艺术较高的欣赏水平。奥地利是音乐国家，国民的音乐普及用了

三十到五十年，才达到了整个国民对音乐的欣赏水平。这表明艺术的普及是需要有人去做的，观众的培育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曾提出“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中国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让舞蹈属于每一个舞蹈爱好者”。目前的

现实状况是，每一个舞蹈爱好者都没有受到普及教育的机会。没有艺术普及，就没有高雅艺术的市场，没有高精尖的欣赏群体和观

众。普及教育不仅培养了大众，培养的也是高精尖的观众。当前，社会上舞蹈的培训班很多，有的很不规范，管理要由政府部门来

做，但是引领普及教育的内涵发展和教育水平，我想这是舞蹈学院必须做到的，也是高校服务社会的应有之义。舞蹈普及教育需要

对人民大众负责。为实现高水平的舞蹈普及教育，我们的继续教育学院、考级教育学院、附中，都承担了一定的舞蹈普及教育的任

务。去年，仅舞蹈考级学院就培养了学员15万余人，培训舞蹈教师2万余人，它正在蓬勃发展。  

记者：我注意到在您刚才的谈话中，非常强调中国文化，像“文化引领”、“坚持高层次的文化追求”等。北京舞蹈学院又是

如何推进文化建设的？您认为文化如何影响着舞蹈艺术，舞蹈艺术为文化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王传亮：北京舞蹈学院在技术水平上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的高峰，也正因为如此，文化建设才显得更为重要。在学院办学思路

上，强调的是“和谐”，是允许多样性存在；而在学院建设、专业引领上，则强调“文化”。文化建设要想在舞蹈学院真正落地，

必须体现在学院的方方面面。比如体现在专业建设上；体现在教师的科研与教学中；体现在学生的学习和日常行为中；体现在舞蹈

学院校园环境、基本建设中等等。我们是一个以技术见长的专业类院校，但是，建设大学必须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提升我们整体

的文化水平。舞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就是一种文化符号。或者可以说，舞者本身就是人中之精品，人中之艺术品。在具有美的

形体的同时，我们也要丰富文化素养，在提升自身文化水平上做出更多的努力。思辨性与实践性在舞蹈艺术中得到高度统一，才能

使舞蹈学院站在一定的高度之上探讨舞蹈艺术。舞蹈学院也只有站在宏观的高度上，文化的高度上，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目

前，在学院思路和方针的指引下，学院的文化建设已经初见成效了。  

在文化与舞蹈的关系上，二者不可割裂。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如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甚至在家具，着

装，饮食中，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在。舞蹈在历史文明的演进中，不断积淀发展而来，逐渐成为了具有独立品格和独特审美价值的

艺术门类。中国舞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中国舞蹈体现于历史遗存下来的器皿、砖石、布帛、石壁之上或是文

献、辞书、歌赋之中；在翘袖折腰、情动于衷的身体形态中显现着中国舞蹈特有的曲线与灵动。近现代中国舞蹈在西方现代文明的

启蒙和民族历史激变的斗争中开启，为时代而舞，为创建新型的中国而舞。当代中国舞蹈一方面汲取着外来舞蹈文化的养料；一方

面继承与发展自己的传统舞蹈文化，绽放出当代多元审美主旨下舞蹈领域的流光异彩。中国舞蹈孕育、继承并发展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母体之中，在溶化、分解和创造的同时，中国舞蹈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表征。从“天”、“地”、“人”三者的关



系来看，《易经》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其中，“天”、“地”都有了，我将它们融合

起来，发挥了关于“人”的一句：“人有度，君子以知时守节”。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美学追求的思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是

中国文化的本质。  

记者：论坛期间，我们一直很期待舞蹈学院将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中国舞蹈演出，为何将其命名为“大美不言”？   

王传亮：10日晚上，将上演这台我们为美学大会精心准备的舞蹈演出，都是国内顶尖的舞者表演的经典剧目。将演出命名为

“大美不言、国舞集萃——永恒的中国舞蹈艺术之美”，是我借用了《庄子》中的“天地有大美不言”。先说前半句“天地有大

美”，天地之间最美的是什么，就是人。人最美的是什么，是人体。舞蹈正是通过人的肢体表达内涵，通过一种外在的形式表现内

在的形而上的东西。我们常说“美在意象”，就是通过具象的、形体的律动来表现和传达意蕴和境界。“舞者不言，直指人心”说

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言”是一种境界，用人的肢体这种“不言”的语言来表达美、展示美、阐发美，既是舞蹈艺术的特长，也

是舞蹈艺术的基本内容。  

中国舞蹈艺术要想发展，很重要的是要跳出舞蹈看舞蹈，跳出艺术看艺术。就是说，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之上去看舞蹈，而不是

在舞蹈的圈子里面打转。这包含着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第二个层次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第三个层次是“背负青天朝下看，尽是人间城郭”。  

我是学哲学和历史的，没有过专业的舞蹈训练。但这些年从事舞蹈教育，自己不断向舞蹈界、文化界的专家学习，并且掌握研

究舞蹈艺术发展规律，也与院领导班子一道努力推进着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对舞蹈艺术、舞蹈美学有了一定的

认识。以上所谈及是我个人所见，力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站在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审视舞蹈，会有不妥之处，请专家指正。这

次的世界美学峰会，我想就是在一定高度之上的对中国艺术审美价值的认定，相信它会为中国舞蹈艺术、为北京舞蹈学院留下宝贵

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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