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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中国民间舞蹈的排练工作涉及舞蹈实践中的编导基

础理论与表演基础理论。要有各专业团体自己总结出来

的实践成果，能扩展较高的学术视野，形成一定的理论

建树，并能追随和超越一定的专业学术目标。陕北民间

舞蹈艺术在排练实践中更需要从 “技术”阶段向 “学

术”阶段转化，舞蹈编导应该成为真正的舞蹈学者，努

力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才能完成中国民间舞文

化生态与学科建设的结合。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追求舞蹈编导学与舞蹈表

演学的成熟是基层表演艺术团体中舞蹈编导与舞蹈演员

的热切希望。舞蹈编导工作分为 “编”与 “导”两个部

分。编创阶段涉及宏阔的总体思路，前瞻的学术视野；

排导阶段涉及艺术表现方式与文化凝结方式，从编舞到

跳舞，从说舞到演舞，从广场性表演到剧场性表演，从

自娱性到表演性，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表演艺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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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每一位导演既要完成素材提炼，又要完成剧目创

作；既要发现技能型演员，又要培养智能型演员；既要

培养继承者，又要发现探索者；既要 “复制”原生态民

间舞，又要 “脱开”母体去创新；既要按照排练规律去

完成作品立体形态，又要开发、扩充、变化 “总体思

路”，……总之，总结出一定的排练工作的理论，在具

体工作实践中是十分必要的。

排练场上的导演工作从自然状态向理性认识过渡是

一个突破过程。基层表演艺术团体有的团体受地域文化

特色的限制，要求建立本土的职业民间舞团，美学追求

区别于综合性、戏剧性很强的歌剧和舞剧艺术，形成剧

场化、内容戏剧化、创作个人化的作法，导引人们对导

演规律的认识发生分歧，学术争论强烈。作为陕北民间

艺术中舞蹈艺术的舞台化趋向，在排练工作中应把握那

些原则是一个长期探索讨论的学术问题，需要从基础理

论，应用理论的角度入手去研究，是一个不断提高完善

的过程。

舞蹈表演创作，是一个新的概念。表演涉及面部表

情，也涉及从肢体语言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的多意义

动作与动态联结。表现、表达，都与内在的世界联系。

表演，是一个立体体现过程。艺术体现更是各艺术部门

多手段全面配合的过程。因而，排练工作处处与舞蹈的

表演创作联系在一起。本书从表演心理层次加以说明，

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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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

一个舞蹈艺术家要在排练上显示巨大力量，知识的

充分体现必然重要。导演与演员从两个不同角度出发在

一个作品中成为合理的载体，使舞蹈艺术作品的表达与

表现，显示了专业知识的力量，所学的知识当有用武之

地。舞台需要知识的拥有者，排练场需要专业知识的表

达者。

价值，体现人对世界特殊关系。出专业书籍，也要

体现本书对舞人专业关系中所具有的意义。作为一个基

层表演艺术团体的舞蹈编导，写书的负担就在 “价值”

两字。确实，重如千斤。读者看书不是仅仅为了感官愉

悦，读者要通过阅读，获得 “美德”，达到 “完善”。然

而，美德与健康、力量、美感联系在一起。著书立说的

压力就成了头顶万斤的趋动过程。

然而，马克思主义思维对存在、意识对物质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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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为我们铺好了思想基础。伦理方面 （职业道

德）、审美方面 （专业美感），研究不会走太远的弯路。

有必然意义的舞蹈艺术王国，有普遍规律———我们面对

的是现实的事物，物体和形象的世界，不会胡思乱想

———我们的研究也要善、美和神圣的思想作价值的确

定，要有勇气面对舞蹈艺术价值的世界。舞蹈艺术本身

充满价值。本书重视朴实的精神价值与朴素的审美价

值。马克思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深入，建立政治经济

学说。我们能在排练场上去理解舞蹈艺术的一般价值

（包括审美价值），能抓住一点滴实质，也具有原则意

义。

笔者不敢期望读者肯定本书的艺术价值与审美评

价，只是期望自己与读者一起为研究舞蹈艺术的千姿百

态和多方面功用方面允许本书有存在的一席之地。对于

整个排练场上的整个审美关系以及分析艺术现象我能力

不够。因为，排练场涉及了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

控制论和符号学……研究和分析必然要碰到美学的根本

问题，不能回避对舞蹈世界的审美关系在其客观制约性

和主观表现中的实质问题。但是，面对社会快速发展的

新阶段艺术创作与审美教育实践的质询，从认识论的观

点出发，不能过多考虑书的审美评价意义与艺术价值，

只能是提出问题，与有缘分的读者一起参与交流讨论

吧！

目前，市场经济重视价值态度。有审美关系就有价

值关系、道德关系、功利实践关系。排练场是产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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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地方，其价值本身主要是综合的，审美的价值

（美）、道德的价值 （善）、实践的价值 （利益）、经济的

价值 （经济效益）、认识的价值 （真），这样标明有利于

理解审美关系在排练场的特征。同时，也排除非价值的

干扰。排练场向舞台演出的过渡中具有综合性质的审美

理解是必要的。一切相关学科都要有助于认识排练场审

美现象和艺术现象的价值本质。希望读者在讨论本书的

时候用好各种学科知识媒介。

科学发展观重视舞人在最先进的思想体系中推动自

己的积极行动。在排练场上应把知识变为现实的力量。

在舞台上开辟通往精神价值的广阔道路，成为舞蹈文化

的创造者，首先是学术勇气。笔者相信，舞蹈艺术的作

用在增长，舞蹈创作所产生的精神价值正促进舞人的世

界观和艺术观的精纯，也促进艺术道德信仰与舞蹈精神

文化的形成，排练场有更好的艺术行为准则。当然我们

应有一定的价值定向，重要的是在于创造最高的价值

———舞人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舞台艺术劳动和全体参

排人员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因素，有充分的艺术价值的作

品是促进舞蹈新生代的艺术能力和创造性全面发展的条

件之一。科学地研究舞人对现实审美的价值方面，本书

旨在帮助解决同加强基层团体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效

果有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北京舞蹈学院刘青弋教授建

议我应从应用理论入手具体探索，不应在基础理论中去

消耗精力；北京舞蹈学院平心教授则在舞蹈心理学方面

给予我批评指导与具体的帮助，要求我从实际出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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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相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提出问题，也是有必要

的。在舞蹈表演学方面，平心教授指出我已经偏向舞蹈

教育学了。但不管如何，搞好舞蹈教育与舞蹈表演的结

合也是必要的。本书在诸多教授的指导帮助中从综合巧

妙的基点出发，以排练实践中的贯穿线索为主线，从初

排到演出后的再排练，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总想把自

己纯正的艺术思想与较高的艺术品质显示的爽快明朗；

把应有的美好情操与正直的舞者人格显示的朴实无华；

把诚实的舞人美德与坚定的学者信仰显示的幽默超越；

把最好的艺术向往与更好的人生目标显示的清新幽雅。

然而，仅仅是主观愿望而已。但，诸多教授的情感升

华、情操陶冶、精神愉悦、美的光华已经渗透在书中，

我希望读者能看到专家教授与学者学术渗透中的风范与

伟大！

舞蹈美在哪里？舞蹈美与舞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个

题太难，解开这个题太费力。笔者不可能像黑格尔去做

一个伟大的智者，但可以在排练场到舞台这块宝地去做

一个探索者。学术领域涉猎越深，难度越大。但，我和

后人应当有极大的兴趣与探索的勇气。探索的结果，可

以成为舞蹈理论界的一块靶子，供各家品评中有试射的

众矢之的。舞人的认识也要由浅入深，波浪式地前进。

在认识舞蹈排练规律的同时，也渗透着舞人的因素。关

注舞人自身显得重要。排练场的工作中有对审美主体及

其心理体验的凝视和深入，在研究舞蹈家审美主体及其

审美体验方面，可以从排练工作入手探索。谈不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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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规律，但可以探索舞蹈艺术美中的心理律动，以及

排练鉴赏活动中的心理轨迹。如果舞蹈艺术是美的最高

的和最集中的表现，在排练工作中去体会舞蹈艺术创作

表演创作和接受活动中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客观的。这

样，舞蹈艺术家的心理特征，舞蹈艺术创作的动力，舞

蹈艺术创作的心理流程，舞蹈艺术的心理蕴含，舞蹈艺

术接受的心理规律等就会从排练工作中间接渗透，需要

有知识的明眼舞人去观注、去研究！排练场是特殊的心

理现象，演员是审美心理对象，又是艺术创造的主体。

必然碰到学术的交叉、撞击、融合。简单的知识焊接代

替不了审美主体的强烈感情倾向和价值态度。在微妙的

复杂理论与朦胧变幻的心理活动中，笔者不能制造混乱

与学术怪胎，而要为学术价值负起一定的责任。因此，

带着机制的眼光阅评此书是一件好事！

对排练场细致微妙的心理现象自然不能粗暴宰割，

也不能轻言否定。则要有修正的态度，尽量符合舞蹈艺

术的潜秩序。笔者不想歪曲和肢解理论，最希望与读者

一起接受真正严肃的科学精神！人类学、文化学、编导

学、表演学、舞蹈美学、舞蹈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运

用应当有方法论上的思考，导演与演员互为对照，互为

补益的方法可以试探一用。列宁说：“真正地认识事物，

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 ‘中

介’”。（《列宁全集》第３２卷８３页）。笔者在写作中尽

量防止片面性，考虑排练场这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贯

彻隐藏在其中的每条链环。在理论分析力、概括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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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贵的发现力不具备的情况下，不可能在一书的容量

之内一一梳理全部内容，但，指出应用理论在排练场的

范围与点滴价值是应当允许的。出书不是照搬几个现成

的结论和概念，应鼓励提出新的问题，研究新的情况，

提出新的见解。能展现作者内心的声音，多少会有理论

研究的胜利！

基层团体的学者半专不精，有点感想就想大喊大

叫，由于学术信息量的限制，难有新颖的发现与独到的

见解！但在治学严谨方面，起码应当思考问题深入一

点，做到为人谦和诚挚。现今表演艺术团体确实需要一

批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人。培养思考能力，让舞蹈人

才拓展视野，更新观念，轻松愉快地感受到现代的思维

方式与行为方式，理解和把握多种方式，以问学与研究

的方式，以学习中批判的姿态与舞蹈知识世界对话，有

利于高扬舞蹈家最可宝贵的人文精神！这是笔者的一个

出发点！

当知识的心灵世界打开之后，我们不太熟悉的知识

与理智，可以逐步熟悉，贴近，直至把心灵点亮。本书

的目的之一就是引导舞人以全部状态进入深入思考，最

后由读者自己进入系统思考！走进舞蹈艺术的阳光世

界，用知识点燃舞人理想之火光，把握机遇与可能性，

适应到处存在的考验，把一切变得有可塑性。在排练场

中探寻美，在舞台上感受形象美，在工作中欣赏形式

美，在创造中创造韵律美，在观众中收获舞蹈艺术美，

在读者心灵中探索知识纯真美……这些应当是写作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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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宿点。

与读者一齐探索专业知识，希望心灵更加纯真，情

感更加丰富，行为更加文明，意志更加坚强，理想更加

崇高，知识更加富有，批评更能获益。研究性学习具有

开放性特点，具有探求性与业务实践结合的特点。争取

在研究中获取书外知识，启迪中应用知识，业务中解决

问题。在排练场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有利于体现科学

发展观，扩大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机会，更有利于培养

参排人员的创新精神，提升实践能力、技能运用、深入

体验、善于质询、乐于探究、勤于动脑、努力求知等积

极的方面。当代舞蹈家要具有现代知识头脑，必须用积

极情感探索理论，能激发热情，调动创新欲望。

理论建设对一个表演艺术团体是必要的。涉及事业

发展，与环境配合的和谐发展，旨向综合实力的提升。

理论帮助根本合力的凝结，利于群体知识结构，群体学

力的优化，利于合作水平的提高。创作共同体与演出共

同体，每一成员有踏实认真的探索习惯，尊重他人艺术

劳动与艺术成果，在工作中严谨求实，不断进取，敏锐

发现问题、主动提出问题、积极解决问题、互动品评问

题、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结合、搞活问题情境、重视实

践体验、推进表达交流、科学总结提炼，利于推出成

果。

一个团体上升到研究层次，质疑中启发思路，探究

中补充知识，创新中改变方法，实践中高水平递进，益

于适应市场经济的挑战。无疑，探索是一个感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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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品知识，感动自我，改进学习，发现新论，实现价

值，体现价值，在新的知识阳光世界里，创造新的艺术

生活将会更有意义。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与帮助笔者提

高中有新的启发与收获。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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