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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该用一丝不苟的传统思路去欣赏浪漫和古典的芭蕾舞剧，而用随遇而安的思路去欣赏现代和当代芭蕾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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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现代的欣赏思路对观众没有任何苛刻的要求，是为其提供随遇而安的

哲学，因为现代生活的节奏压根儿不允许观众，特别是有职业的观众提前

半小时到达剧场，而是在欣赏的过程中强调，观众无需任何先入之见，只需

用随身携带、各不相同的理性知识来理解．用来自生活、五光十色的感性经

验来参与即可。

2、欣赏芭蕾，动觉先行

在欣赏芭蕾的过程中，动觉应该是观众最重要的工具。美国舞蹈理论

家约翰·马丁称之为“内模仿”。换句话说，假如你真的不懂如何去欣赏芭

蕾的话，那就什么也别想，只管走进剧场，从“感觉”芭蕾开始做起好了。因

此，芭蕾观众最好是轻装上阵，两手空空，以便能够随时对芭蕾舞的动作，

做出自己的、自由的、松弛的和即刻的动觉反应和理解。

3、何谓“动觉”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动觉和视、听、嗅、昧、触这五种感觉一样，是每个

正常人生而有之，并经过后天强化而成的。具体地说，它是一种能力，一种

亲自完成动作，便能用肌肉感觉到某种同情的能力。这种能力常常是作为

一种反应而出现的，而促成这种反应的刺激物则是芭蕾的各种动作。这种

舞蹈刺激一观众反应的因果关系已充分证明，反应的时间(速度的快慢

等)、空问(方向的上下、左右、前后，幅度的大小等)、力度(力量的把握)、

关系、流畅度等诸方面，与刺激物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假如我们在芭蕾演

出过程中留心观察他人甚至我们自己=会随时发现“动觉”异常地活跃。

当舞者微微地下蹲，准备高高跃入空中时，许多观众会情不自禁地与

他同步，吸上一气，然后呢，身体产生上升的趋势，甚至幅度较小的动作，但

这种动作常常带有与舞者动作相似的爆发力特点。

当男舞者准备向上托举女舞者时，男观众常常会产生帮助男舞者向上

托举女舞者的冲动，而女观众则每每不自觉地进入女舞者的位置上，出现

收紧肌肉，准备下蹲起跳的动势；

当女舞者独自作单脚尖上的长时间平衡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屏住呼

吸，张着嘴巴，全神贯注地盯着她的脚尖与地面的接触点，心里默默地为她

数着那度“秒”如年的时间。

当舞者在地面上或者空中完成了～连串急速的旋转后一时达不到应

有的平衡时，我们的神经和肌肉都会立即产生扶他(她)们一把，帮助他

(她)们达到平衡和稳定的感觉。

当舞者突如其来地倒向地面时，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地与之同步，产生

相同的下倾动势。当舞者表演某个哑剧片断，嘴里习惯性却默默无声地哺

喃自语时，会有许多人也在那里情不自禁地叭哒着各自的嘴唇儿，仿佛在

悄悄地述说着什么内心的独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动觉”在发挥着

作用。有人称“动觉”是“第六感觉”．它和其他五种感觉一样本是我们每

个人生而有之，并且随身携带的东西，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身外之物。

我们用不着替这些个感觉担什么心，但却应尽力为它们提供些用武之地，

即多找些机会观舞，以训练感觉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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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编导家和舞者的一切思想感情都是通过这六种感觉，尤

其是通过动觉，来得到观众的感知和理解的。在观舞经验较为丰富的普通

观众身上，甚至会出现与舞者同舞的感觉，甚至不费吹灰之力的错觉。这

种感觉中包括了多种期待，比如说传情达意的自由自在·肢体能力的轻盈

飘逸，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优美等等。但这种动觉感知到的东西并不是

总能用口头和书面的语言来表达的，俗话说“只可意会，不可盲传”就是这

个意思。

4、“高质量”舞剧

就是区别职业化芭蕾演出和世纪性杰作之间的标尺，更是芭蕾表演达

到完美的必经之路。杰出的舞者能使观众惊喜万分，而称职的职业舞者充

其量，只能充当观众品头论足的材料。剖析肢体技术的完成优劣是比较容

易的，因为各种动作技术都有各自的硬性指标，而要剖析那种使佳作成为

世纪之作的质量，则要困难得多。一般来说，演出越是精彩，估价越是难

作，因为．评论起来常常缺乏相应的精彩语言。

芭蕾并非是不同舞步的精确相加之结果。舞步对于芭蕾当然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观众，对舞步了解得越多，便越能欣赏芭蕾佳作的成

分。但重要的概念是，肢体技术不等于表演艺术，高难技术不等于艺术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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