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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论文从舞蹈、舞剧本体的研究着手，采用文化社会学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把舞剧艺术放到东西方文化比较及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研究。以期从不

同角度解析中国现当代舞剧在借鉴西方舞剧的同时，是沿着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而进行舞剧“改

革”的，是在借鉴与自觉基础上的有益选择，其原则是在民族文化底蕴下的借鉴西方与实现自我

的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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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是在运用舞蹈自身语言体系得基础上而产生的带有戏剧冲突与剧情的综合性艺术。舞

剧～词即源于法文 BAL．LET，是音乐戏剧艺术的一种，它的内容通过舞蹈的形象表现出来．是

融空间、时间艺术创作形式为一体的视觉综合艺术，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 8 至 5 世纪)就有

表现对舜的德政与武王伐纣建国功勋歌功颂德而表演的《韶》与《武》，这是中国 早的具有内

容意义的舞蹈演出。孔子对此进行了评价：“《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

善也”。汉代的舞蹈史上出现了具有戏剧化情节的演出《东海黄公》，其中包含着简单的固定人物

与情节表演，但舞蹈不是塑造人物性格与形象以及表现故事情节的主要手段等等。而以上这些在

中国舞蹈发展史上都不能被称之为严格的“舞剧”，只是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而中国现当代舞剧

的建构则是基于对西方 14 世纪末产生的芭蕾舞剧的吸收与改造。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吴晓邦、

戴爱莲等新舞蹈艺术的先躯们都做过舞剧的有益尝试，为中国现当代舞剧的发展与复兴起到了渗

入与铺垫的作用。由于舞剧是舞蹈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是综合的舞蹈艺术表现形式，它包含

有戏剧、舞蹈、哑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创作和发展是需要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的支持。因此

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制约，舞剧的发展只能在缓慢中前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 49 年至“文革”前——可看作其实验性的新兴期，初期的创作

大都以继承发展戏曲舞蹈与借鉴前苏联芭蕾舞剧的经验相结合的。这一时期的舞剧的以《宝莲灯》

为起点，中国现当代舞剧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不断借鉴吸收外来新进舞剧经验的基础上．进

而发现其中的不足。对西方舞剧的借鉴增强与拓展了中国舞剧的艺术表现力与表现空间．并在“芭

蕾民族化”与“民族舞剧”的探索中不断发现与改进舞剧创作，这一时期的舞剧创作以《宝莲灯》《小

刀会》《鱼美人》为代表，即反映了早期中国舞剧发展对外来文化借鉴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了

很多在舞剧创作上的不足与弊病，但总体上中国现当代舞剧在吸收外来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为中

国舞剧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随着革命情绪的高涨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舞剧也进入

了一个封闭与自觉的发展阶段，虽然文革对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的负面影响．却在客

观上为中国舞剧自身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全”的内空间，从首演于 1964 年的《白毛女》开始．以

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题材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加之从 1966 年文革的革命需要，在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源自西方宫廷的芭蕾被抬升至“革命样板戏”的位置，《白毛女》《红色

娘子军》等中国芭蕾舞剧为行政力量的推动而走向大众普及，虽然封闭与刻板的“样板戏”在某种

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艺术的自由发展，但客观上加强了中国舞剧编导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理解，使

大众对民族舞剧的概念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这为文革后民族舞剧的繁荣时期做了强有力

的铺垫，为中国现当广泛、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手法新颖。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

的舞剧，如《丝路花雨》、《铜雀伎》、《召树屯与楠木诺娜》等，值得一提的是首演于 1 979 年的

舞剧《丝路花雨》是对乐舞传统文化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复兴与改革，也由此而诞生了崭新的“敦



煌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当代舞剧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是借鉴、吸收外国舞剧而进行的创

作，舞剧的文学性得到加强与重视，如《祝福》、《雷雨》、《红楼梦》等，特别指出的是舞剧创作

在 90 年代以后更侧重于对故事的虚构和对西方舞剧编创技术的借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多停留

在“概念”的层面．虽然注重有选择的借鉴，但多是对可实践的技术套用，重提“借鉴”与“文化自觉”，

其实质是重新定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内舞剧创作、改革的方向标。综观中国现当代舞剧的发展，“借

鉴”与“自觉”话题虽旧，但不可不谈。 

     
  中国现当代舞剧的确立与发展主要是在借鉴西方舞剧的模式与理念基础上的文化重建。因

此，中国现当代舞剧的建构与西方舞剧有着子然的不同，中国现当代舞剧的发生．发展与中国戏

曲与中国戏剧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戏剧在借鉴西方戏剧的基础上带给舞蹈新的启发，由此中国

现当代舞剧的产生破如重茧，蓄势待发。同时，中国现当代舞剧的建构一开始就与前苏联的戏剧

芭蕾舞剧，中国戏曲与戏剧结下了不结之缘，由此而产生的中国现当代舞剧必然走向强调戏剧

性．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因而对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的现状研究可以知，中国

现当代舞剧对西方舞剧的借鉴主要是对西方舞剧结构模式的借用、借鉴与创作观念的吸收借鉴。

首先是对西方芭蕾舞剧结构模式的借鉴。中国的艺术注重“意”而不注重“形”．这体现在舞剧上就

是中国舞剧丰富在题材与情感的感受，而缺少系统与现代舞台表现的手段，虽然中国舞剧拥有丰

富与深厚的文化背景、题材等，但西方舞剧所要讲究的“形式美感”及严格的舞剧结构模式等，也

是不可或缺的，从舞蹈语言、服装、道具、舞台灯光、舞台美术等综合的形式运用．这些经验都

值得我们学习。并且西方舞剧从古典芭蕾、戏剧芭蕾与交响芭蕾的阶段．具有比较严谨的舞剧表

现体系，不论是从审美上的古典、浪漫、现实、现代，还是从创作题材的现实、历史、神话等都

体现了其舞剧结构模式的丰富性，对于这些中国舞剧从一开始就直接的予以借用，从舞剧《和平

鸽》、《宝莲灯》、《小刀会》、《鱼美人》、《白毛女》、《丝路花雨》、《阿诗玛》……可以看出，早期

的中国舞剧创作在结构模式已经经过了西方舞剧的洗礼。同时，对于丰富而具有表现力的芭蕾舞

肢体语汇也予以借鉴和发展，并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吸取西方舞剧创作中出现的现代肢体语汇与

表现方式，如各个学派风格与技术，形式舞、情节舞、哑剧、双人舞、群舞、现代舞技术等。其

次，对西方舞剧人物塑造的借用，借鉴．进而完成对中国舞剧的人物改造。对舞剧人物的改造其

实就是借鉴西方舞剧人物模式，改造“行当专属性”与“语言描述性”的中国传统戏曲的角色与语言

模式。 

     
  在借鉴与自觉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大量借用了西方芭蕾舞剧的角色模式。在查普林和古雪夫

的帮助下中国舞蹈界排演了第一部完整的古典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其后又彩排了《天鹅湖》，

这 终成就了中国第一部民族舞剧《鱼美人》．但由于舞剧角色的西方化、模式化，造成了这个

舞剧角色实际上只是“王子”“公主”在中国的演绎，因此没有得到中国观众与舞蹈界人士的认可。

由此．中国编导在此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舞剧角色的“民族化”探索，《宝莲灯》、《小刀会》、

《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舞剧产生正是对实现舞剧角色的民族化与本土化特色而进行的创作。

将传统故事中的人物与中国现实人物故事．用西方的固有人物关系模式进行整编。由此提升了中

国舞剧的戏剧性结构与人物关系．增强了中国舞剧的叙事能力，但也不免的存在许多的不足，如

西方戏剧性与中国传统故事叙事之间的矛盾．与舞剧所要表现的手段与方式存在的障碍，这都需

要中国舞剧编导的探索与发觉。 后．在创作理念上．中国舞剧编导显示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与丰

富的创造力．从诺维尔，福金，巴兰钦以及格里戈罗维奇等舞剧创作巨匠的璀璨思想中．中国舞

剧编导不断探寻着民族舞剧的发展道路，在借鉴中不断实现着民族舞剧的自我觉醒。此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舞剧步入了大规模的创作与繁荣阶段，其中 重要的主题就是“民族

化”与“现代化”．运用、借鉴现代舞的技术与现代的创作观念，现代编导从西方文艺思潮所要强

调的“人”与“人性”出发．发掘与发现民族的文化特质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80 年代的《玉卿



嫂》、《黄土地》、《雷雨》、《家》、《林黛玉》等，90 年代的《阿诗玛》、《月牙五更》、《大梦敦煌》、

《长城》、《二泉映月》等，2000 年以后的《玛勒访天边》、《红楼·葬花魂》、《野斑马》、《雷和雨》、

《红梅赞》等都在不断吸收外来舞剧经验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创意与思考。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

与新进西方观念的接受与反思．由借鉴进而自觉的阶段是必然的。近现代中国舞剧的发展就是在

吸收、理解、融会、改造西方舞剧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当代舞剧的发展是在借鉴西方与挖掘自身．实现民族舞蹈文化的舞剧表现。可见，中国现当

代舞剧的确立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假西方舞剧之名与形，而实现的自身舞剧文化的重建．中国

现当代舞剧无论如何借鉴与改革，支持其不断创新发展的永远是中国这片深厚的文化沃土。 

 “文化自觉”是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外来文化不能代替我们自身的创造。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了

“文化自觉”的概念，他焦虑着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他

说，”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

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

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论断适用于任何一个文化实体与文化现象。综观西

方舞剧的发展可知，在西方“BALLET”的概念里，没有舞蹈与舞剧的严格区分，“芭蕾舞”的术语主

要是指 16—19 世纪形成的欧洲舞剧艺术，舞蹈的训练与彩排就是为舞剧而服务的。到 21 世纪，

西方的舞剧已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道路，期间也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化。西方的舞剧产生于文

艺复兴时代．第一个包含有音乐、歌词、舞蹈和统一的剧情的芭蕾舞是 1 581 年由意大利宫廷舞

蹈侍臣波若瓦叶在法国演出的《皇后喜剧芭蕾》。可见西方芭蕾舞剧的产生与宫廷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在西方上流社会对芭蕾舞艺术的崇尚支持下，芭蕾舞剧历经情节芭蕾、浪漫主义芭蕾、

戏剧芭蕾、交响芭蕾和现代芭蕾等． 终成为了现代世界 具有影响力的舞剧艺术。但值得一提

的是，虽然芭蕾的诞生与宫廷文化娱乐息息相关．但其源头却是欧洲的一种群众自娱或广场表演

的舞蹈．并且在西方芭蕾舞剧中存在着各地民间性格舞蹈等，可见，芭蕾舞剧的发展繁荣也离不

开对民族文化的发掘与振兴，文化自觉的意义可见一斑。此外，芭蕾产生于意大利，却发展在法

国．作为文化的传播．芭蕾也是在借鉴外来的基础上的自觉。 

     
  那么可以说，中国的舞剧发展亦然，其必须是建立在借鉴基础上的自觉．才能实现民族文化

的自强与繁荣。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决定了所有的“舶来品”只有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

实现繁荣．文化自觉也是舞剧发展的必然。从“新舞剧”创作、革命浪漫主义舞剧、民族舞剧和现

代舞剧的中国现当代舞剧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对西方舞剧的借鉴都是为了实现自我发展的觉醒，

中国现当代舞剧的发展是面对着世界化、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如何保持自已的特性，又能有益

的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与理念一直是中国舞剧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借鉴”是借他人之经验鉴自

家之行，“自觉”是明自家之长而先天下之觉．由此．中国现当代舞剧的发展才会脚踏实地，展望

未来．实现自身的觉醒与繁荣，因此．文化自觉是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的源泉，是民族文化繁荣

与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国现当代舞剧文化自觉的表现如下： 

     
  其一，在舞剧创作的时空观上，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石与审美意味，由此在借鉴西方舞剧

先进技术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自觉。中国人 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

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

或为学之初与 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从儒家来看，合目的性同时合规律性，是达到了”从心所欲

不逾矩”的境界．这是人生的自由，是人格完成的表现，这就达到了完美神圣的高度。从道家来

看．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正是技与道的相通之点。道的根本特征为”无为无不为”，自然

而然地合规律地创造了万物。道的运行和活动中，表现出合规律和合目的的统一，因而其实质是

自由的。而作为舞剧艺术的”技”也应具有这些特点．由此而体现的中国舞剧在时空的把握上也趋



向于对舞台、舞蹈、情感与表现主题的统一。我们在追寻民族舞剧的建构中．其实质也是在追寻

舞剧表现的“天人合一”，由此在具体的舞剧时空表现上，虚拟性与假借性的时空是我们的文化特

色，侧重于情节时空与主题时空，外在舞蹈时空与内在情感时空的统一，与西方舞剧不同的是我

们侧重的是“道”，即由表现所得的哲理与思想，这些才是中国舞剧文化所要发扬的精髓。 

同时，对于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后，人与人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

被统治的关系，由于与原始氏族血缘关系的紧密结合，因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宗法色彩。这使得

中国传统哲学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的解决。中国哲学，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十分重视”和”

的观念。在政治上，上下、贵贱各种等级关系的谐调，人与自然界各种关系的谐调，是当时形态

的社会制度存在和巩固发展的基本动力。儒家的仁学就是强调以亲子之爱为基础，扩大发展群体

中的人际关系的社会化情感为主要内容．因而必然突出重视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这样．就

产生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内向性．以群体观念为重．以人为认识中心，面向人的自身的道德修养，

即出现一种重仁和重德的哲学倾向。这种农耕文化所具有的民俗性与伦理性，奠定了中国舞剧的

人物角色的重点在于“关系”二字，这种“关系”不是单指舞剧人物之间的联系，而更深层的反映在

对于舞剧主题的申述上存在的“关系”，即对家、族、君、国的信仰与个人价值观与世界观之间的

矛盾与和谐．表现在舞台时空的处理上侧重于两个主体人物及观念的对话．时空上的剪切与留白

是常用的手法。在这种时空观下，”意”与“象”的矛盾与统一正是反应出中国文化中个人对群体．伦

理的求索。 

     
  其二．中国现当代舞剧主题与题材的文化烙印。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国文化艺术

之所以不同于外国文化艺术．其思想渊源应追溯到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儒学是好是坏．应

该批判还是继承姑且不论，但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乃是

一种不争的客观历史事实。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这一美学理论，正如《论语》中所说《关睢》”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现当代舞剧在主题与题材的把握上来说也不免受到其影响，这即是“乐

而不淫”。总之，文艺在抒发个人情感时，要哀乐适度，要受伦理道德的制约．达到情与理的中

和。《礼记·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就是正，就是合适、

合宜。”和”就是和谐。中和之美要求处理好文艺内部的各种因素，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过”．也

不能“不及”，而要和谐适度．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状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关键是”中节”，人

的情感不可尽情发泄，要以礼义加以节制，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中和之美”这一美学思想．是

孔子中庸哲学在美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中国后世影响 大、 深远的美学思想。孔子留给后人

的这份思想遗产．世代相传．积淀为超个性的民族审美心理。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当代

舞剧经常出现大团圆的结局了。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不论人生多么坎坷，也不论穷与达，总是怨

而不怒地对待社会与人生，故而他们的作品也就缺少西方那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意蕴，常常是才子

佳人历尽悲欢， 后大团圆，其实是转了个圈，回到了封建规范的轨道上。以求得心灵的慰藉与

平和。因此，早期中国舞剧在借鉴西方舞剧的故事模式中也多倾向于神话的完美与“恩怨轮回“的

宿命。而在借鉴西方舞剧的悲剧时，则多是不彻底的悲剧，将悲剧的完满结束在充满希望的”田

野“与“天堂”中，给中国观众以心理上的抚慰与释放。此外．对于舞剧主题所要面对的人类共同“母

题”——生命、生存、死亡，中国舞剧与西方舞剧的理解更是大相径庭，中国母题中的”生命”是追

寻“中和…”中庸”之道的哲理；“生存”是在“善”引导下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反省：”亡”是重生的”圆满”

等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文化主题的特色，是对“中和之美”的具体表象．因此在舞剧的创作上必

须要把握传统文化中的正确理解与认同。 

     
  其三，中国现当代舞剧的文化自觉还体现在具有的”中国特色”的舞剧题材，这主要体现在军

旅革命舞剧与少数民族舞剧上。中国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在文化的上一直保持着革命的传统与

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特色，在文化自觉的舞剧创作中也必然关注到这两点，革命题材从《小刀会》、



《白毛女》到近些年的《闪闪红星》、《红梅赞》、《南京 1937》等等，少数民族题材的《五朵红

云》、《阿诗玛》、《珍珠湖》、《白鹿额娘》等等，都是中国舞剧编导对中国舞剧文化的发掘与拓展．这

不能不说是中国舞剧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表现的语言与手法很多都是借鉴于西方舞

剧，但是文化的精髓与观念却是土生土长．这些是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认同，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中国特色”。 

     
  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借鉴中的文化自觉是历史的需要与必然，虽然现阶段还存在着许多的不

足．如很多创作对自身文化的理解还有偏差．对外来借鉴的盲目推崇或文化误读以及对自身舞剧

文化缺点的认识不够等等，但我们能看到的是，中国的舞剧编导们正在越来越关注于我们的文化

视角与民族特色．舞剧作品越来越具有中国的气质与风格．我们不能不说在借鉴中不断加强的文

化自觉是中国舞剧建构、发展的源泉．其 终成就的是中国民族舞剧的确立与繁荣。正如英国作

家吉卜林所言：”东便是东，西便是西，这两者永不会相遇．直到在上帝 后审判的宝座前，天

和地都静静侯立……”一如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和东方人心目中的西方一样，各自对于对方几乎都

是超出文化理性之外的神秘所在，如此背景下，实际意义上的交流基本上只能是围绕各自的文化

中心去展开的。由此中国舞剧在对西方舞剧的借鉴上也只能是站立在自我角度上的审度．在抛开

了完全形式意义上的理解与借鉴，事实上成就的是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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