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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沿用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把舞蹈艺术仅仅视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是片面的。在新实践美 

学视域中，舞蹈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类身体的自由运动的感性显现，也就是一种人类身体实践自由的感性显现，也 

就是一种人类身体运动的美。舞蹈艺术是一种实践性最强的艺术，它本身就是原始生产劳动的预演或者再现，它 

也是以符号化的身体或者肢体语言表现出来的实践自由，即美，它内蕴着人类生命实践的精神意蕴，因此，舞 

蹈艺术是人类的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的最高统一。远古时代，文学 (诗)、音乐 (乐)、舞蹈 (舞)本 

是三位一体的艺术整体，它们的统一就在于生命的实践本质，在生命实践的节奏、韵律、情感的自由显现中，诗、 

乐、舞融汇为一体，现代舞蹈艺术应该回归诗、乐、舞的三位一体，把文学内化为舞蹈艺术的精神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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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是身体的艺术，而且是人的身体的运动实践的艺 

术，因而也是实践性最强的艺术。因此，像过去那样沿用西方 

近代认识论美学的观点，把舞蹈艺术仅仅视为模仿、再现、反 

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就在一定意义上是片面的。从新实践 

美学的角度来看，舞蹈艺术更根本地应该是一种生命实践的自 

由运动的感性显现，是显现人类身体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 

值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类身体运动实践的美的感性表现形态。 

这样就可以把舞蹈艺术从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的束缚之中解放 

出来，真正回归到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层面，更好地繁荣发展 

舞蹈艺术。 

一  

舞蹈艺术的本质 

在新实践美学视域中，舞蹈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类身体的自 

由运动的感性显现，也就是一种人类身体实践 自由的感性显现， 

也就是一种人类身体运动的美。 

一 个很长时期，我国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跟随着西方近 

代认识论美学亦步亦趋，把文学艺术的本质视为一种认识现实 

世界的方式：认为文学艺术或者是模仿现实，或者是再现现实， 

或者是反映现实。这种认识论美学的艺术观，实际上只能解释 

一 部分艺术门类的本质，无法解决所有艺术门类和整个艺术的 

本质。l：k~n说，建筑艺术就完全不模仿、再现、反映现实世界， 

它不是认识现实世界的方式，而是人类生存的创造实践或者生 

产劳动之一种；音乐艺术，虽然有一部分模仿、再现、反映 自 

然界的声音、动物和人类的鸣叫，但是大部分音乐艺术，特别 

是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想象性的器乐、声乐作品基本上就不是模 

仿、再现、反映现实世界的某些事物和现象的。舞蹈艺术也是 

这样，尽管也有一些模仿、再现、反映人类的生产劳动和战争 

武功以及宗教仪式的舞蹈作品，然而即使这些模仿、再现、反 

映生产劳动和战争武功以及宗教仪式的舞蹈作品也并不是完全 

模仿、再现、反映现实中的具体生产劳动和战争武功以及宗教 

仪式的动作，而是超越了这些劳动和武功的动作，成为了一种 

更加 自由的动作运动，而且，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民间 

舞蹈、宫廷舞蹈和现代舞蹈的动作、舞步等运动也基本上看不 

出什么模仿、再现、反映劳动和武功的明显痕迹，成为了一些 

传情达意的抽象身体符号。因此，我们必须从西方近代认识论 

美学的狭窄视界中超脱出来 ，多角度、多层次、开放性地理解 

和看待文学艺术的本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 

就是这样超越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解释艺术本质的。在马克思 

看来，艺术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劳动，艺术又是一种 “实践一 

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艺术还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 

就舞蹈艺术的本质而言，我们似乎就可以而且应该超越认 

识论美学艺术观的狭窄视野，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开放性的 

探讨。首先，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舞蹈艺术是一种人类身体的 

生命实践的社会存在方式。所谓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方式 

的哲学学问，它分为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 ，前者研究自然 

界中的存在及其方式，后者研究人类、人类社会中的存在及其 





的身体运动才可能产生舞蹈艺术 ，即使是高等动物如猩猩和狒 

狒之类生命的身体运动也不可能成为舞蹈艺术。而人类生命的 

那些非 自由自觉的运动 ，比如神经病患者、醉汉、瘾君子等的 

手舞足蹈、狂放行为都不可能就是舞蹈艺术，只有那些经过某 

种 目的而按照美的规律编排的上述手舞足蹈、狂放行为才可能 

成为舞蹈艺术。因此，舞蹈艺术，诚然是生命运动之美的表现， 

然而，必须是一种生命实践 自由的形象显现才可能产生舞蹈艺 

术，而这种生命实践自由的形象显现的肯定价值就是舞蹈艺术 

的美。那么，舞蹈艺术就是与生命实践不可分离的一种艺术形 

式。我们必须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舞蹈艺术，为此就必须更多 

地弄清楚舞蹈艺术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新实践美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的基本论述， 

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实践的论述 (阿尔都 

塞、福柯、奥斯汀、塞尔、哈贝马斯等)，把人类的社会实践划 

分为三大类：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 。从新实践美学 

的这种实践观来理解舞蹈艺术与实践的关系，可以看出舞蹈艺 

术不仅深深扎根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等社会实践 

之中，而且正是这三类社会实践规定了舞蹈艺术的实践性特点， 

要求着舞蹈的编导者、表演者必须深入社会实践之中，从不同 

的实践与舞蹈的关系之中去领悟舞蹈艺术的审美特点，并且把 

三种实践统一起来，创造出真正体现了实践性的舞蹈艺术作品。 

三、舞蹈与物质生产 

从物质生产与舞蹈艺术的关系来看，舞蹈艺术必须表现物 

质生产中的人的身体运动，因而必定具有了生命实践自由显现 

的特点。 

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也是人类生命的最根本的 

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人类生命与其他任何生命的最大区别在 

于，人类生命的存在和发展不是靠大 自然的恩赐，而是必须通 

过自身的物质生产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 ，因此，人类生命的本 

质不在于人类生命的自然存在，而在于人类以物质生产劳动为 

中心的社会实践，离开了物质生产就没有了人类的生命。原始 

人最主要的劳动生产方式是狩猎 ，狩猎劳动直接产生了人类最 

早的艺术形式，即舞蹈。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中发现的崖壁 

上的画，表现了旨在使猎物 (如野牛、野猪、熊和鹿)大量增 

加的丰收舞蹈。今天代表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水平的最原始部 

落，如澳大利亚人、维达人、火地人和布须曼人，有同样的模 

仿舞蹈，想以此增加采集植物和猎取动物的数量口l 。中国各地 

的崖画也都有表现狩猎生活的舞蹈。比如，广西花山的崖画上 

就有头插雉尾或戴兽帽、披兽皮而舞的舞者；内蒙古阴山的崖 

画上还有一幅表现猎鸟的画，画着人们手执长长的尾饰、连臂 

而舞 ，仿佛是模仿猛禽的猎人伺机捕猎，左边一个舞者扮着鸟 

形，昂首展臂，面朝连臂舞人，机警地观望着。《尚书 ·虞书 · 

舜典》所谓 “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_111 ，也是一种对模仿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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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的原始舞蹈的描绘。在我国，现在北方的鄂伦春族、鄂温克 

族、达斡尔族等和西南的佤族、基诺族，虽然早就不再过那种 

原始的狩猎生活了，但是那些直接反映狩猎劳动的狩猎舞，却 

仍然在这些民族之中流行。至于农耕时代的采茶舞、采桑舞、犁 

田舞、插秧舞、播种舞，等等，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民间 

舞蹈的主要形式。当然，这些表现狩猎、农耕等生产劳动的舞 

蹈，并不是完全机械地模拟劳动的动作，而是超越了这些直接 

的物质生产而进行了身体动作的提炼和审美目的的规范，所以 

是一种物质生产的实践自由的形象显现，从而具有了实践自由 

性的特点。正是这些表现人类物质生产的自由实践性的舞蹈， 

以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方式显现了人类生命的本质力量和本质 

特点。这就要求这类源于物质生产的舞蹈的编导者和表演者， 

不仅要深入到劳动生活中去获取创作灵感，而且更要把那些生 

产劳动的身体动作升华为 自由自觉的舞蹈动作。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生产有两种： 

一 种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另一种是人类 自身的生产。 

人类自身生产在舞蹈中的表现主要就是表现性爱和生殖崇拜的 

舞蹈。这种舞蹈在原始舞蹈中大量存在，即使在今天，类似于 

男女情爱表达的民间舞蹈和交际舞等也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的。比如，“阿提加喜剧合唱队中的化妆表演者和为了尊崇道尼 

苏斯。的舞蹈者，都是代表经过化妆的植物神”口】2 ，这种植物神 

也就是 “原始人生殖器崇拜仪式中的丰收神”，这种舞蹈 “表演 

的目的就是增加田地的收成、促进狩猎和家畜的丰收”[3l2 ，“在 

原始社会中，这类舞蹈含有对生殖器的崇拜和对氏族繁衍的愿 

望。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岩画中乳房丰满、大腹、夸大阴部 

的女性裸体雕像，两性拥抱而舞图像和 1988年在新疆天山山脉 

发掘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岩画，都是这 

类舞蹈的生动写照。”[41 ‘这些画中人物大小不一，有300余， 

大者2米以上，小者不过20厘米，全体人物多作规整舞蹈姿态， 

研究者认为是隐喻生殖人口繁衍的舞蹈画面，可谓笔者所称的 

生殖文化时代的形象描绘。下端那左手举着夸张的生殖器面对 

异性的形象更为独特。传说中的女娲，制定婚配、教民嫁娶，纪 

念她的高媒之舞 《充乐 就是这类舞蹈的上古记载。”[41 这类舞 

蹈很明显也是显现了人类的本质力量 ，不过，其中所表现的人 

类的情欲、性爱、生殖等都已经超越了动物本能及其单纯的功 

利目的和个体性，而成为了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相统一、功利 

性与非功利性相统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相统一的自由的生命实 

践，而不再是简单地模仿现实生活的性爱、情爱、生殖活动的 

再现和反映，而是一种具有 自由实践性的生命的审美活动和艺 

术活动。这同样要求这类舞蹈的编导和表演者，克服某些自然 

主义倾向和眼球经济学的功利导向和不健康暗示。 

四、舞蹈与精神生产 

从精神生产与舞蹈艺术的关系来看，舞蹈艺术必须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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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因而必定具有精神的内涵和升华的特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精神生产是生产思想观念的实践 

活动，主要包括科学、宗教、道德、艺术等。马克思、恩格斯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 

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 

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 

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 

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 

活动的人们，他们受 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 

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f乍为精神生产 

之一种的艺术 ，必然地与科学、道德、哲学、宗教等其他的精 

神生产一样具有精神内涵，也就是必须生产出观念、思想，必 

须具有科学、道德、哲学、宗教的肯定性精神价值和精神升华。 

正因为如此，舞蹈在其产生之日起直到今天就成为了科学、道 

德、哲学、宗教等精神生产的传播手段，所以舞蹈必须内在蕴 

涵着科学、道德、哲学、宗教的精神正能量。 

相传由西周周公创立而儒家传承三千多年的 “礼乐文化” 

就是中国传统的精神生产及其文化产品的最典型代表，它几乎 

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道德、哲学、宗教的精神内涵，以 

诗、舞、乐融通一体的艺术形式，对中华民族的全体民众进行 

着审美教育，教化所有社会成员服从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意识 

形态统治 ，维护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运转和发展。 

其中，舞蹈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运转机制，舞蹈与 

音乐和诗歌相结合，在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等级制度和仪式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重要作用，为稳固封建社会的稳定做 

出了特殊的巨大贡献。孔子所谓的 “兴于 诗 ，立于礼 ，成于 

乐”( 论语 ·泰伯 )“】1 ，就指明了乐舞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地位。 

周公在 “NSL作乐”的总体设计时，除了组织力量创作了纪念 

他的父兄创建周朝灭纣的大业的辉煌乐舞 大武》之外，还把 

传说中的帝王，从黄帝、尧帝、舜帝、禹帝到商汤五位先贤的 

乐舞整理恢复起来，与纪念周武王的 大武 并称 “六代舞”， 

成为雅乐舞蹈的先声。纪念黄帝的乐舞叫 云门大卷 ，又称 成 

池 或 承云》，简称 云门 。 云门》美化和歌颂了黄帝的功 

勋和德行，也兼有对 “云”图腾的崇拜和对祖先的祭祀意义。该 

舞又称 成池》，是因为成池是一个主五谷丰登的星座之名，在 

古人眼里云雨、星辰都是天上的事物，而且与人间兴衰有关。这 

六代舞之首就显示了中华乐舞自古就萌生的宇宙意识。这也可 

以视为一种科学意识。第二个是纪念尧帝的乐舞 大章》。《大 

章》就是歌颂尧帝 “德章明于天下”的历史功绩的 ( 礼记 ·乐 

记 注)。尧帝被奉为天神一般的仁慈和智慧：“其仁如天，其 

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史记 ·五帝本纪第一》)这 

说明 大章》与 云门》相似，都是合祭祖和祭天为一体的原 

始舞乐。从其记载的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来看，它 

保留了新石器时代氏族共舞、朴实无华的特色，但从伴奏的乐 

器来看，已有石、鼓、缶、瑟、磬等，瑟已从五弦发展成为十 

五弦，其乐也从简单的呼喊哼唷，发展成为 “效山林溪谷之音 

以歌”(《吕氏春秋 ·古乐 )，成为了氏族教化工具的主体。《大 

韶》就是虞舜帝的乐舞，被后世奉为尽善尽美的古代乐舞典范。 

《大韶 的内容就是歌颂 “舜能昭尧之道”，“舜德大明”。《大韶》 

作为雅乐文舞之冠，被史家称道为 “八音克谐⋯‘鸟兽翔舞，箫 

韶九成”(《史记·夏本纪》)。平和、文雅是舜帝的为人风范，而 

歌颂他的 韶》乐也充分显示了这种和谐优雅的风格。所以 路 

史 ·后记 日：“韶者 ，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如南风至。”((尚 

书 ·尧典 记载，舜命夔以乐舞教胄子；相传，有苗不服，禹 

将伐之，舜教其 “修教三年，执干戚舞”的教化征服的对策。《大 

夏》是歌颂大禹帝的乐舞。它歌颂大禹治水 “通大JiI、决壅塞， 

凿龙门”，“德并三圣”，“德能大中国”(《周礼注疏 ·卷二十二 · 

春官》)。《礼记 ·明堂位 曾记载周公在大庙举行乐祭时 “升歌 

清庙 ，一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帻，扬而舞 

大夏 ”。《大护 是商代开国之主汤的乐舞，其内容是歌颂商 

汤 “承衰而起，讨伐夏桀，救护万民”的武功，同时赞美他 “以 

宽治民除其邪⋯⋯救护天下得其所也”( 周礼 ·春官 )。 大武 

是周代的宗庙礼乐 ，是歌颂周武王 “以六师伐殷”，“除其害，盛 

成于中国”( 吕氏春秋 ·古乐 )。据传就是周公创作的。全部 

乐舞共分为六个段落表演，“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表演 

了周武王以武功立国，以文德治天下的业绩。其中已经几乎没 

有原始图腾遗迹，“天”的观念已经与人完全结合起来，人王被 

当成君权神授的 “天子”。人主以通过道德的修持和人格的完善 

达到体现天道，达到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与 

道德人格的修炼的精神 ，在乐、舞中融汇一体 ，教化与娱乐合 

二为一。⋯六代舞 ’是周代雅乐的主要内容。表演这六个舞蹈 

皆由王室和贵族子弟担任演员。这也是他们学习礼仪，学习历 

史文化的重要课程。周公以征服者的姿态把各族的乐舞征集来， 

根据自己的意图加以改编，借以宣扬周朝天子是 ‘德配圣王’的 

正统，并且作为权威的一种象征。” z 这种中国轴心时代就 

形成的 “舞乐文化”及其精神内涵和教化功能，在后世的儒家 

“礼乐文化”中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美 

学思想及其文艺思想的主要精神支柱。尽管经过中国封建社会 

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渲染，礼乐文化和舞乐文化中的封建等级思 

想和一些封建礼教的糟粕，使得传统舞蹈艺术完全沦为了封建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实践理 

性精神以及各种精神生产的融会贯通的伦理精神及其审美教育 

的方式，却是值得我们今天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批判继承的。我 

们的舞蹈艺术的编导和表演者应该在融汇舞蹈艺术中的科学、 

道德、哲学、宗教等内在精神，以审美教育方式培养自由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生产实践中，充分发挥舞蹈艺术的 

娱乐和教化相统一的特殊功能。 



 

在这里似乎还应该对战争舞蹈的精神内涵说几句。战争虽 

然说不上就是一种精神生产，但是，他却是一种 由狩猎之类的 

物质生产衍生而成的一种极富精神内涵的社会实践。战争往往 

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对决，而更是人的精神力量的较量，所谓 

“斗智斗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淮南子· 

天文篇 所记载的神话故事 共工怒触不周山 ：“昔者，共工 

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 

故 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 ，故水潦尘埃归焉。”这个神话故 

事所记载的颛项与共工的战争，实际上就是黄帝与炎帝的战争 

的延续和余波，尽管最终共工失败了，但是，他怒触不周山的 

英勇行为却改变了整个宇宙和世界。袁珂先生认为：“颛顼所统 

治的宇宙，就这么给共工的一怒所摧毁 ，整个世界顿然为之改 

观 了。它虽然消失了女娲时代的和平安宁，却也打破了颛顼统 

治时期的死气沉沉。从此以后 ，残破的天地就没有听说再有神 

人去修复，直到如今。”[61因此，表现战争的舞蹈就成为从原始社 

会直到今天的一种极其重要的颂扬人类的大无畏牺牲和勇敢品 

德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审美手段。从古至今的战争舞蹈， 

不论是预演战争场面的，还是再现战争过程的，或者是庆祝战 

争胜利的，都离不开高扬战争中人类的正义、勇敢、不怕牺牲、 

勇于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涵。比如，楚辞 国殇》所描写 

的战争场面及其弘扬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这种一以贯 

之的战争舞蹈的精神内涵，鼓舞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不畏 

强敌 ，敢于斗争 ，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取得了中 

华民族的独立 自主、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今天，虽然是和平 

发展时代，但是，战争的威胁时刻存在，世界上还是战火不断， 

小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恐怖主义和战 

争狂人仍然没有在世界上绝迹 ，我们仍然需要战争舞蹈来警醒 

人们，鼓舞士气，弘扬大无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中华民 

族的浩然正气和坚贞不屈气节。 

五、舞蹈与话语生产 

从话语生产与舞蹈艺术的关系来看，舞蹈艺术必须与人类 

的符号形式活动不可分离，因而必定具有符号的形式性和技巧 

性的特点。 

诚如美国符号美学家苏珊 ·朗格所说，“艺术品是将情感 

(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呈现出来供人观赏 

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 

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症兆性的 

东西或是一种诉诸推理能力的东西”_7】2 。“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 

情感，但并不是像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是像一个正在大哭 

或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 

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 

客观化的过程。但是，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 

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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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超出了他全部个人经验的总和。艺术品 

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它既不是一种自 

我吐露，又不是一种凝固的 ‘个性’，而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隐喻 

或一种非推理性的符号，它表现的是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 

意识本身的逻辑。”[7】2 简言之，艺术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符号形 

式，艺术必须经过创造实践把感情表现和生活再现的意图转化 

为具有意义和价值的符号形式。“舞蹈演员创造了动态形象，即 

舞蹈 】6，而 “舞蹈演员所创造的却是一个力的世界，这个力的 

世界是通过一系列姿势的连续展现而显示出来的。”l7J】。因此，舞 

蹈是以人的身体各部分 (头、眼、颈、肩、手、腕、肘、臂、腰、 

胯、膝、足等)的动作、姿态和造型，构成具有节律性、象征 

性 (虚拟性)、抒情性、动感性的符号形式或者身体语言，即动 

态形象，直接表达人类的情感思想，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 

换句话说，舞蹈艺术是一种身体语言的话语生产，是创作生产 

出以身体的体势、节律、造型所塑造的动态形象，即身体符号 

形式或身体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映射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 

或者综合艺术。作为身体话语生产的舞蹈艺术，身体符号或者 

话语的自由形式，即舞蹈艺术的形式美和技巧美是决定一个舞 

蹈作品和舞蹈表演的艺术性的根本条件。 

舞蹈的形式主要就是身体的符号和话语，它包括体势、节 

律、造型三个方面，舞蹈艺术的形式美就是要将这些身体的符 

号和话语的动态形象在表现思想感情和映射社会生活的实践过 

程中达到一定的自由程度，这种 自由程度越高，该舞蹈的艺术 

性也就越高。具体说来就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头、眼、颈、 

肩、手、腕、肘、臂、腰、胯、膝、足等)的体势、节律、造 

型都符合身体的自然规律 ，并且能够超越这些身体的动作、姿 

势、造型的实用功利 目的 ，而又能够精准、生动地传达出人类 

的思想感情、映射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这些身体的符号和 

话语达到了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相统一、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相 

统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相统一，也就成为了舞蹈的自由形式，这 

个舞蹈就具有了形式美。比如，舞蹈 千手观音 中以手的体 

势、节律、造型为主的整个 “千手观音”的动态形象，表现了 

观音菩萨普度众生，广济社会，慈悲为怀，惠泽人间的博大胸 

襟和无所不能，表达了人类对观音菩萨的敬仰和热爱之情以及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愿景。21个聋哑姑娘把千手观音演绎得活灵 

活现，美轮美奂。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张 目，一摇头 ，都 

那样完美无瑕，灵动整齐，神会默契，令人叹为观止!她们翩 

翩起舞的动作，引人遐思浮想 观音那倏忽伸出的千万条铁臂铜 

掌，仿佛震慑了天下的妖魔孽障；她忽而扬起千条柔韧的臂膀， 

好像在引导善男信女为善向上；时而侧身垂目嫣然一笑，似乎 

向往着人间天堂；她时而展臂弹指，仿佛为芸芸众生指点迷津； 

她忽而像鹿跃兔走，仿佛欣慰于人类的生气盎然。当然，正因为 

舞蹈艺术是一种身体符号或者身体话语的生产，所以它的身体 

的形象和形式，并非实体的存在 ，而是虚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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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形成了一种所谓 “程式化”的舞蹈语言。这种程式化的舞 

蹈语言是一个民族或者地域长期流传的，具有继承性和恒定性 

的一整套符号及其规则，是需要认真学习和继承的。特别是中 

华民族的虚拟化、程式化、抒情化、象征化的舞蹈语言体系值 

得我们认真学习，发扬光大，返本开新，与时俱进，继承、发 

展、丰富，使之成为适合于新时代的舞蹈话语形式及其形式美。 

舞蹈艺术的身体话语生产所创造出来的是动态形象，是生 

命实践的感性显现，是人类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的表演实践， 

因而具有内在本质的技巧性，这种舞蹈技艺的自由表现也就是 

舞蹈艺术的技巧美。生产必须讲究技术，技术是生产者运用工 

具进行生产的能力，技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就是技艺，技 

艺达到了得心应手的自由程度就是技巧，技巧的感性显现就是 

技巧美。在古代，无论中西，技艺与艺术曾经是相同的概念，到 

了近现代的启蒙主义时代 (18世纪)，超越功利或者无功利的技 

艺就被称为艺术或者美的艺术。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被 

视为艺术之母，它曾经与物质生产、宗教仪式、战争演练密不 

可分，是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中超越出来的身体话语生产， 

其生产者的能力和水平的发展过程也相应地经历了技术一技艺 

一 技巧的提升过程。从中可见，舞蹈艺术，作为一种身体话语 

生产，其运用舞蹈语言进行身体话语生产的技术性、技艺性、技 

巧性的重要意义。因此，舞蹈艺术的编导和表演者必须重视舞 

蹈艺术的技术性、技艺性、技巧性，把舞蹈艺术的技术性、技 

艺性、技巧性放在显著的位置，追求舞蹈艺术由技术性到技艺 

性再到技巧性的自由实践性 ，从而达到舞蹈艺术的技巧美的境 

界，更好地形成舞蹈艺术的尽善尽美的整体审美效果和艺术统 

一 体。长期以来，我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受到西方近代认识 

论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深远影响，重认识轻技艺，重内容轻形式， 

重政治思想轻艺术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艺术的质量和水 

平的提高，特别是不利于如音乐、舞蹈之类那些实践性强的艺 

术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现在，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 

的艺术生产论的指导下，可以而且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舞 

蹈艺术的形式性和技巧性，以利于舞蹈艺术的质量和水平的提 

高，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舞蹈艺术。当然，高度重视 

舞蹈艺术的形式性和技巧性，主要是一个艺术实践的问题，是 

需要每一个舞蹈工作者不畏艰难，勤学苦练的。一个臻于完美 

的舞蹈节 目，往往就是一个舞蹈家一辈子心血的结晶。比如，苏 

联舞蹈家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剧 天鹅湖 ，美国舞蹈家邓肯的现 

代舞 ((马赛曲 ，吴晓邦的独舞 《饥火 ，戴爱莲的民间舞 荷 

花舞》，康巴尔汗的维吾尔族独舞 盘子舞 ，贾作光的民族舞 

牧马舞》，白淑湘的芭蕾舞剧 天鹅湖》，崔美善的朝鲜舞 “长 

鼓舞 ，赵青的民间舞 ((长绸舞 ，刀美兰的傣族舞 孔雀舞》， 

陈爱莲的独舞 春江花月夜》，阿依吐拉的维吾尔族独舞 摘葡 

萄 ，杨丽萍的独舞 雀之灵 ，等等。 

总之 ，只有突破了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狭隘 

观点和视野，多角度、多层次、开放性地审视舞蹈艺术，把舞 

蹈艺术与实践本体联系起来 ，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艺术 

生产论来理解舞蹈艺术的本质，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 

生产的整体实践观来把握舞蹈艺术的生命实践自由性 ，生命运 

动的精神升华性，身体话语生产的形式性和技巧性，才能真正 

全面把握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 ，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舞 

蹈艺术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和飞跃。 

注释 ： 

①马克思所谓的 “实践感觉”所指的是 “意志、爱等等”，应该可 

以视为一种 “实践性”认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实践一精神的”把 

握世界的方式。因此，艺术不是一种纯粹的 “认识”，而是 “实践性认 

识”。参见：马克思 1 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1 979：79。 

②希腊的植物之神，葡萄和酒之神，一译狄奥尼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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