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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克里斯托弗·班纳曼 教授 PROFESSOR CHRISTOPHER BANNERMAN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

舞动跨文化对话

目的与范围

本文集是“跨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倡议始于2009年在北京上演的“舞动无界”，继 
而以文艺表演和研讨会的形式成为公共活动中的亮点，随后历经了台北2011、北京2012、
伦敦2013和北京2014的演出，最终发展为“跨艺”项目。这一潮流还催生了一系列文字性
作品，包括个人公开发表的论文、网站博客文章和评述以及个人和团体撰写的报告。这
是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的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首次作为一个团体全情投入进行文字性创
作。演出后发表的各种文章表明，“跨艺·舞动无界”（ArtsCross/Danscross）这一汇聚
平台在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体现出这一项目打动和启发人们的方式方法之广泛。鉴
于笔者同事兼共担主任之责的许锐和王云幼教授为本文集特别撰写了论文，笔者只好勉
力撰写此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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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中有些论文源自对舞蹈编排过程及结果的观察，有些是对根本性问题的探
讨，尤其是我们不得不向他人说明我们的方法和/或背景之时。有鉴于此，有些论文对
东亚地区的舞蹈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探讨，为英国的舞蹈界人士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
此前不为他们所知悉的背景。因此，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不仅能使读者对“跨艺·舞动
无界”项目有初步了解，也能使其对舞蹈实践、舞蹈表演以及相关艺术家和学者有所了
解。这种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国界的沟通正是“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本质所在，因
此，这一版《编舞实践》（Choreographic Practices）附有中文本是一件特别令人欣慰和
兴奋的事情。顺便说一句，中文本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可在线获取。

最后谈谈与正文有关的几个问题。正文中的中文姓名和术语均用拼音表示，《牛津
英语词典》将“拼音”一词定义为“汉字拉丁化注音和拼写方案”，它们在汉语圈和英语圈
中的使用日渐广泛。但对于那些来自台湾的姓名，则采用较为古老的威妥玛式拼读法，
因为台湾地区一直在使用这一系统，尽管他们也会以拼音注释文中的中文。所有中文姓
名均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除姓名以外的所有中文词语，均在拼音后随附简体中
文。

项目设计

本项目于2009年启动，当时我曾撰文论及对筹备本项目过程中具体讨论的一些看法
（Bannerman 2014）。我的设想之一是本项目最终应成为一个在舞蹈教室内进行分享的
工作坊性质的项目，届时可以邀请一些嘉宾参与分享过程。因此，当我发现许锐已经预
订了保利剧院时不免大吃一惊，要知道，保利剧院在当时可以说是北京最大、最负盛名
的剧院，其座席量超过了伦敦的沙德勒之井剧院（Sadler’s Wells Theatre）。他向我解释
了尽可能广泛地分享这个项目以及在中国专业环境中上演的重要性。

本项目初期一直向专业舞蹈表演的实践与标准看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2014
年“跨艺·舞动无界”阶段，这说明本项目在项目设计、参与者、编排与实践方面的决议
无不受到ResCen网站所说的“通常的艺术市场压力”的深刻影响。这种应用研究模式在学
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可，科林·罗伯森（Colin Robson）的《现实世界研究》（Real world 
research）就是其持续魅力的见证。该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目前发行的是与基兰·麦
卡顿（Kieran McCarten）合著的第四版。不过，我最近越发意识到一些萦绕在表演艺术
研究领域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源于应用性理解和对更为偏爱理论化的“学院”实践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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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的差异。我在两者之间不做任何价值判断，因为它们对于舞蹈表演都具有重要意
义，但我不认同的观点是：将任何源于“学院”的认知都看成是更高级的见解；我认为以
专业实践为参照定位“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是一项根本性的原则，它可以确保通过研究
得出的认知能够通过具有外部有效性的模式得以验证。

但很显然，演出无法采用上演1-3部作品的原有模式，节目本身从总体上也未必能表
现出统一甚或互补性的一套审美。它更有可能是对某种主题即兴作出的一系列简短的、
试验性的反应，这些主题源自将各种不同背景的舞者、编导和学者汇聚在一起所形成的
创意性氛围。尽管舞台表演的场地和许多惯例都是为营造专业表演氛围而设计，但内容
却被着意设计为对某个单一的、有可能具有刺激性的主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这些反
应源于探究过程，来自艺术研究。内容设计旨在使整个节目完全围绕着核心主题展开，
事实证明这有助于激发编导的热情，也为观众观赏节目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当然，主
题并不是编导必须考虑的唯一因素，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戏箱”吧。

编导的“戏箱”

“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将众多编导、舞者、剧场制作团队和学术观察员汇聚在一
起，探究跨文化背景下的创作过程。对于编导，我们检验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1942）“艺术收得越紧就越自由”的观点。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戏箱”：
创作历时14天，舞台表演时间最多10分钟，舞者最多6名，务必使每个合作团队都有代
表参与，要求他们以某种方式体现上述观点。此外，所有编导一致同意，学者可观看排
练并就其所见此发表博客，编导自行决定本人是否撰写博客，准备将专业表演背景下的
作品创作进行公开分享。

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浩繁任务，我时常惊讶于编导们因地制宜的适应能力，有
时甚至会觉得他们陶醉其中。我明白，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模式可能有悖常理，与传
统做法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总认为应该为艺术家提供一个有助于其创造性思考的环境，
并认为艺术家应在不受制约或没有压力的保护空间内“自由挥洒”。我也理解艺术家需要
安全空间，过去我也一直乐于为他们提供这样的空间，但由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出资方
要求获得大众化的成果，这促使我寻求有助于催化创作的因素，以检验斯特拉文斯基的
观点。专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优势也值得我们注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每个合作伙伴
看待实践与研究的方式方法、他们是否相互结合及相互结合的方式方法以及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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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都有明显的差异。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提醒，使我们注意
到：英国合作伙伴不可能认为我们的模式会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大多数人所理解。然
而，专业的演出制作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实践是我们众所周知、可共享且相对稳定的工作
环境。此外，与ResCen旗下的艺术家一样，那些参与“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创作工作的
艺术家是在基于学科分工的体系下开展工作，因此，即使学科界限被刻意模糊或打破，
艺术家头脑中的边界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概念依然存在。

由于专业表演背景，英国前不久发展起来的对学术圈外研究“影响”的评估不会影响 
“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我们已经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充分利用艺术专业正常的营销和
报告机制，尽管开展这些活动的预算非常有限。这些编舞项目的工作背景还要求包含艺
术专业的某种模式，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被视为新兴剧目创作的舞团；在为编导量身定
做舞团成为行业主流的情形下，这种模式在英国却比较少见。对于一个以研究为主导的
项目，这是一种颇为保守的做法，但它能为舞者提供有益的学习环境，无论他们是刚刚
入行还是正处于艺术生涯的发展中；它还为那些希望扩大观众和专业人脉、创作出比正
常演出作品更为简短的试验性新作品的编导提供了有益的学习环境。尽管如此，正如洛
佩兹·德拉·尼叶塔（Lopez de la Nieta）在其论文中所言，那些来自英国的、习惯了在
为编导量身定做的环境下工作的编导有时会发现用来甄选舞者的试镜程序是一种陌生
的、稍显随意的体验（2016）。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是我根据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初期参加由罗伯特·科汉（Robert Cohan）领导的编导研讨会中的体会进行修正
而来，我重新设计了科汉20世纪50年代从路易斯·霍斯特（Louis Horst）那里借鉴而来
的基于任务的方法。有趣的是，科汉本人最近在约克舞蹈项目（York Dance Project）的
支持下重新采用了这种模式，汇报演出（该模式不包括公开演出）于2016年8月在英国
密德萨斯大学举行。1需要指出的是，“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编导任务能够更为轻松地
达成：一位编导足以完成三名舞者30秒钟的舞蹈动作：他们只需在工作收尾前引述主
题。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也许这表明艺术家们急切希望拥有创作并上演其作
品所需的时间、空间和舞者。艺术家们似乎也欢迎这种研究氛围，尽管他们对研究的理
解并不总是与英国学术圈采用的模式一致。当然，在英国，人们对此的理解也各不相
同，对于一个新兴领域而言，这一点可想而知，而且这种模式也是人们所欢迎的。

我参与英国杰伍德舞蹈编导研究项目（Jerwood Choreographic Research Project, 
JCRP）2的经历使我了解到目前存在于不同专业和学术圈的各种观点；一些申请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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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观摩排练过程。 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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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编导研究与实证性实验类似，是一种以行业为重点的研发项目，而另外一些申请者
则将其研究活动归入哲学和思辨领域。“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对众多艺术家的方法和成
果兼收并蓄，可以说维拉·塔星（Vera Tussing, 2013）和余彦芳（2011）在该项目中所
做的工作是成功的，他们提出了不少实际工作方面的问题，而苏威嘉（2013）、赵梁
（2013）、郭磊（2013）、阿瓦塔拉·阿尤索（Avatara Ayuso, 2011）和里卡尔多·巴斯
凯雷尼（Riccardo Buscarini, 2013）创建了微型研究，这在其他背景下是不可能得到支持
的。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艺术家继续在其他专业表演环境对其研究进行发展和展示。其
他艺术家如吴易珊（2012）、黄炜丹（Dam Van Huynh, 2013）、瑞秋·洛佩兹·德
拉·尼叶塔（Rachel Lopez de la Nieta, 2013）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创作了凝练简洁的作
品。3英国编导被选中得益于专业艺术领域同行的推荐和帮助4，他们推荐舞者、提供排
练室、以及一些技术支持和作品展示的机会，这通常会被欣然接受。我们有必要重申，
这些机会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繁荣非常重要，人们希望“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对艺术家
有所裨益，为其提供创作和展示作品的机会，同时有助于艺术家和学者们建立国际联系
和人脉网络。同样重要的是，郭磊（2016）、瑞秋·洛佩兹·德拉·尼叶塔（2016）和
吴易珊（2016）三位“跨艺·舞动无界”舞蹈编导也为本文集提供了论文——他们的观点
与学术观察员的观点相互交织，都对表演实践和我们领域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学术观察员的作用

本部分为项目描述，不做过多的探讨，因为本文集收录的论文和每篇在线博客讨论
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对项目设计的演变和源自“跨艺·舞动无界”
项目的活动作一番评述。最为重要的是，所有经挑选担任观察员的学者本身都具备实践
方面的背景。因此，每个观察员都对排练室的活动有明确的了解，尽管他们的职业特点
决定了他们是在办公室环境中撰写批评性研究文章。在北京舞蹈学院，这种做法发展成
为一种“分离综合症”，本项目试图打破这一现象。这些学术型观察员还意识到，他们的
作用是以带有些许传统的人类学立场的参与者兼观察者身份参与项目，与从事该项目的
艺术家保持有限的正式交流。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这样一个事实：本项目把
台湾海峡两岸的参与者集中在一起，他们共同创作并讨论作品，轮流充当主人或客人。
鉴于形势的政治敏感性，明确角色定位看来是加强人们信心的恰当选择，在长期受儒家
影响且对社会规范敏感的东亚社会，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惯例。5

在每个节目中，学术观察员们会亲临排练环节的后半部分和正式演出，然后在每次
演出后举行的会议上阐述他们对此进行的反思。随着本项目的展开，学者们的非正式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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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逐渐演变为半正式的研讨会，这种研讨会的特点是：学者们分为若干小组，分别探讨
不同的主题并将其向全体成员汇报结果。这些主题通常是在每次演出后会议上提请讨论
的非正式意见。这些非正式意见或博客通常会以论文形式公开发表，对于那些筹备期限
长但个人有强烈体验的项目，学者们会通过这些渠道表达各自的意见和思考。对我而
言，“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每次演出都会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一个记忆“库”，在这个记
忆库中储存着浓缩的、近乎蒸馏提纯的种种形象、对话、动作和感触，各种意念、观
察、突显的碎片、关注的细节和高度情绪化的时刻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有幸拥有能够
讨论共同观察结果的有利位置，包括如排练过程中的具体时刻、力求动作完美的舞者、
编导策略的运用和作用；我们的幸运还在于能够在演出结束后甚至演出过程中进行这样
的探讨。有时，我们会对编导过程进行长达数天甚至数周的跟踪讨论，有幸跟踪创作过
程并以内部人士身份进行探讨和对话是我们享有的两大优待。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
下，本文集收录的研究论文都是我们急需的思考的产物，尽管有些源于在演出期间发表
的博客文章。我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因此我尽力使自己从演出接触地带的高度激情中摆
脱出来，重新定位我的言行方向，力图找到恰当的方式，向那些不在场的人士表述某些
已经发生的事情。

有机会成为内部观察员是一种幸运。虽然艺术家们经常忙于参加气氛热烈的工作会
议，但和他们的非正式讨论后来竟也演变成几次分享观点的会议。当然，这需要掌握好
分寸，为艺术家们留出充分工作和思考的时间，避免学者们的观察行为不当扩展，进而
延伸成为积极参与艺术家创作过程的行为。在“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举行五周年纪念的
时候，首次登上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作为“春华秋实”展演（2014）的一部分；随着
此类演示活动的发展，学者与艺术家的对话显著增加。作为国家大剧院观众培育计划的
组成部分，编导、演员和学者们的展示和相关作品摘要纷纷在北京当地的非艺术类高校
亮相。这种模式后来所有变化，以艺术性与学术性兼具的综合性演示形式现身于上海
2014年人类表演学国际大会（Performance Studies international, PSi）。看来，这是一个
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促成了对艺术手段、策略和演示准备过程的广泛讨论，现场观众
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也许不可避免地，人们有时会通过“了解和熟悉”这个棱镜审视创作过程和作品本
身，从“文化”一词的至少两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艺术或文化习性，是个人的文化背景
和社会理念与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从文化角度看，是现实社会在艺术世界中的体现。强
烈的反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数量不多，但总有一些需要“留住”的时刻和事件，以
便我们对它们及其引发的反应进行审视、思考、再审视、再思考。早在启动北京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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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学者们进行讨论。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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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http://rescen.net/blog4/2012/11/in-beijing-in-the-thick-of-it/）时，我就谈到这一
点。鉴于学者或艺术家不太可能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投身舞蹈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通
常是满怀着对艺术的激情跋涉在这条道路上的。因此，他们在许多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包括：性别刻画，特别是艺术家取材于传统人物或经典舞蹈形式而创作的作品中的
性别刻画；编导言传身教方式的适当性问题，这种方式是指编导向舞者一招一式地讲授
既定的动作要领，而舞者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编导的要求去表演；编导是否应该事先设
计舞蹈动作或借鉴利用以前的作品；当编导要求舞者接受超越其训练和以往经验的新理
念时，舞者应何去何从？其职业道德和实际行为的界线在哪里？ 

我们无暇对“跨艺·舞动无界”项目进行全面剖析，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方面既有
困难和挑战，也有心满意足和兴高采烈的时刻。在一个令人心情振奋的研究领域，这种
情形很常见，但就“跨艺·舞动无界”项目而言，这些困难是众多不同视角、不同背景和
不同理解在一个合作项目中相互磨合时不可避免的现象，有助于人们加深理解、交流知
识经验。与大多数情况一样，那些纠结、需要解开的难点对我们的裨益最大。这些困难
还源于那些比表演艺术研究更为广泛的领域：一种并非仅限于某个特定学科或艺术形式
的认知方面的差距，这意味着我们相互了解甚少，即使已经有所了解，但至少也是不准
确的。

文字与行为的困惑

我曾谈到，本项目始于文字，继而转化为动作，现在又回归于文字。回归文字的过程
对我而言是一种挑战，因为我对白纸黑字的文字表达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在我试图
解释表演所代表的无限可变性的本质时尤其如此。我还曾惊诧于文字与行为有时竟会如
此纠缠——尤其是在探讨表演艺术研究（Practice as Research in Performance, Parip）6项
目时——以至于对行为的思考被误解为行为本身，或以文字解释某个舞蹈作品的“含义”
会被视为该舞蹈作品的本来“含义”。

就“跨艺·舞动无界”项目而言，将形象化、经验性和情感化的动作转化为马丁·威
尔顿（Martin Welton, 2016）在其论文中所说的“书面语言文字”令我感到别扭，而更令我
难以忍受的是文字本身又被来回翻译，例如从汉语译为英语，从英语译为汉语。每个人
都会遇到不熟悉的专用术语，如“民族舞蹈”，陈雅萍（2016）对此进行过探讨；还会遇
到本地化的含义，包括看似完全相同的术语拥有全然不同的含义，如“现代舞”，许锐
（2016）和王欣（2016）指出过这一点。这类术语是不容易解释的，因为它们的通常用

02_CHOR_7.2_Editorial_165_195.indd   173 2/22/17   12:14 PM

http://rescen.net/blog4/2012/11/in-beijing-in-the-thick-of-it/


克里斯托弗·班纳曼 教授

174    Choreographic Practices

图3: 董怡芬排练着《数字的声音》。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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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不是通过有意识或合乎逻辑的判定为基础，而是在使用它的群体中逐渐演变而成。
这里所说的使用包括批判性分析，这是对具体语境做出反应的有机过程的组成部分。术
语是一种工具，帮助我们在没有地图的情形下找到穿越未知地带的路径，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自己走出一条路。如此说来，我们经常面临怎样跨越语言、文化和背景障碍对术语
含义取得一致理解的问题。

在揭示和交流上述种种异常造成的紧张方面，无论东亚还是西方的研究者都无法保
持“完全一致”的理解，这种倾向也许在盎格鲁文化圈内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如格迪斯
（Gerdes, 2016:154）所指出的那样，在涉及到“普遍的”全球化的跨文化现代舞时往往如
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面临着自身潜在的自以为是和逻辑上的不一致性，还要试
图理解不熟悉的行为、术语和背景，并试图向他人解释这些行为、术语和背景。这些试
图达成一致性理解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字的使用，我曾在许多场合想起，人们是
多么容易被文字所困扰。“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使人有机会观察到舞蹈的直接形象化的
感性认知在促成理解方面的效果，与仅仅通过口头语言或书面文字获得认知形成鲜明对
比。这提醒我们文字是用来表述事物的，但它并非事物本身。舞蹈和表演艺术学者面临
的挑战是避免像中国禅宗六祖惠能大师所警示（Llano，2010）的那样迷恋于手指7，却
对手指所指的月亮视而不见，与其遥相呼应的是1200年后西方学者阿尔弗莱德·科尔布
斯基（Alfred Korzybski）的名言“地图并不是领土”（1933:58）。

公平地说，在“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刚起步时，我对这一领域一无所知，我想西方学
者和艺术家的情况大体与我一样。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北京和台北的合作伙伴一
样也存在这种问题，毕竟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分离。在这方面，我们的学习曲线既陡且
长，但它除了适时提醒我们艺术生命是一段永无休止的旅程外，学习本身也是一个极具刺
激性且令人乐此不疲的挑战。我们没有地图，对这一领域一无所知，对汉语也不熟悉，我
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文字问题，还有必要进行意义和背景的翻译与转换，我们曾探讨过这
个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仍要继续探讨该问题。我们要认识到，文字只是手指，而不是手
指所指的月亮；文字只是地图，而不是地图所标示的领土。但这种认识并不会降低“跨艺”
或任何表演艺术研究项目相关文章的重要性，而是恰恰相反：意识到上述“翻译”方面的困
难才能进一步认识这些文章的重要性。文字的搭配，即把恰当的词语放在恰当的位置并使
其与艺术行为保持恰当的关系，通常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具体到我们探讨的问题，我们
对彼此以及对历史、文化、舞蹈形式和行为的认知和理解层面的差距意味着文字是我们绘
制“地图”所必需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地图”了解自身所处的位置，并感知展现在我们面
前的新领域带给我们的新体验。这是一个将理性分析、反思性思考和着意梳理、激发整体
感及某种动态和谐感的直观感受及具象符号联系起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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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文字的危险主要源自其力量和效力。鉴于我们台北和北京的同事所具有的
舞蹈文化认知在西方并不普遍，远未获得它应该得到的认可，因此它在“跨艺·舞动无
界”项目中具有特殊意义。例如林亚婷（2016）对于来自台湾南部排湾族的舞蹈家布拉
瑞扬（中文原名“郭俊明”）编排的《勇者》的跟踪报道。这些报道对该舞蹈进行了详尽
的描述和本土与国际借鉴，阐释了不断演变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如果没有这些文字
性铺垫，读者几乎不可能理解所报道的内容。文字报道与形象表达和在线视频相交织，
全方位阐释同一场舞蹈演出，提升了其重要性，并通过“翻译”演绎出更多的含义。

文字、翻译与含义

在撰写本文时，我认识到“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翻译会造成原意的偏移和模糊，
这恰好缓解了我对语言表达的担忧。我们的每次翻译都会涉及释义，而每次释义都有可
能造成对原意的模糊，也就是说，译文总是与具象、固有的解答或定义有所偏离。以宽
容的心态看待这种模糊也许是一种反学术的态度，但这种模糊很可能比那种自以为是的
确信更为准确。研究翻译理论的张佩瑶（2012:156）提醒我们：“人们普遍认为，人文学
方面的认知并不是与人无关的，而是因人而异的。”虽然这一事实得到普遍承认，但这
则提醒仍是有益的，部分原因是它使那些积极关注艺术行为与艺术研究不断形成的新关
系的人士确信：我们并不是这个看上去光秃秃的“空间”中仅有的耕耘者。张佩瑶接着谈
到：“在认知的加工和产生阶段，研究者要承受周围环境的压力，受到知识界主流趋势
的影响，立足于传统并被传统所撕扯，被个人素养、意识形态和社会偏好所塑造。”
（2012:156）。我们要获得具有一定可靠性的认知所面临的潜在干扰因素非常多，这对
我们创作并展示作品的方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以前曾撰文（2006）探讨过盎格鲁文化圈认识论对于“固定”的偏好，即构建一个固
定、具体的基础作为理解某事物的前提8。因此，理论通常被描述为“基础性”（underpin-
ning）实践，是理解学术框架的组成部分，与法国人注重关联性、具有潜在能动性的“综
合性认知”（com-prendre）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综合性认知是一种注重关联性的认知方
式，承认各要素重新配置的可能性。中国人也倾向于承认事物的流变性，高度重视对方式
与途径的了解，力求“知道”；认为理解就像清晰明澈的光，故形象化地将其称为“明白”。
看来，法语和汉语中关于认知的术语更接近丽贝卡·卢克斯（Rebecca Loukes, 2016） 
引用杜威和约翰逊（Dewey & Johnson）所称的“情境”；他们对“情境”的理解并不是逐
项、分化的方式，而是以综合、整体的方式，具体到我们探讨的问题，是指注重关联、
不断变化的方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艺术行为及相关思考所代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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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斯蒂芬妮·萨克森梅尔（Stefanie Sachsenmaier, 2016）赞同这种方式，她将艺术表
演领域的研究与创作定义为“思考和行为相关领域的横向激活”（Manning 2016:138）。这
一定义包括两个方面：她对认知的表述用的是动词而不是名词，旨在抵制“将其固定”的
做法；激活是注重关联性的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具有动态定位效果，因而暗示着对思
考、实践和我所认为的对表演行为的直觉反应等领域的重新定位的可能性，这种表演行
为有时体现为该行为以想象的形象再现。

张佩瑶在阐述翻译理论时提出的“推手”模式这一暗喻很有帮助，并且非常适合“跨艺·
舞动无界”项目。“推手”模式意味着它意识到两种动态对话力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持续的
交互作用，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轻柔协调的动作”（2012:161）。她把“推手”表述为一
种高妙的太极拳手法（以往的英文文章中多采用直接音译，即“tai chi chuan”），指出这
种模式“为取代与当今人文领域各学科许多研究行为和理论探讨普遍采用的二分法思维模
式”提供了多种方式（ibid；162）。这种模式适用于“跨艺·舞动无界”项目，这种适用性
体现在许多方面：它兼采西方和中国的学术成就，它为玄妙的思考赋予了有形的实体并
将实体与精神联系在一起，它提出了对立双方相辅相成的动态、对话过程，它要求各表
演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它要求有一定的意识性和敏感性，它谈到了深深扎根于中国但
在西方也得到践行的具体形式，最为重要的是，它所探讨的翻译行为旨在实现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这种积极的、对立双方相辅相成的
特点使我想起了“积极阅读”的说法，这似乎是阅读汉语文章的必然做法，事实上也是我们
在中国对待某些交流和表演的必然做法。异乎寻常的是（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我竟
然发现我父亲1946年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硕士论文探讨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这里有超越了单纯翻译的释义方面的问题。在涉及到汉语的情况下，这种困难
尤为令人气恼；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弄清读者的真正意思是我们进而面
临的难题。在中国人看来，阅读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作者与读者间
的互动。

（Bannerman, L. 1946:ix）

当然，对于一份以舞蹈设计编排实践为主题的刊物来说，对文字和翻译的困难性和
模糊性进行如此冗长的探讨并不一定必要，因为这些问题是该领域内在的问题。然而，
在“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中，这些问题被上述三方翻译问题和“翻译”并不是仅涉及文字
的孤立性任务这一事实放大了。“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发生于亲身体验型“接触地带”，
这种“接触地带”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区域，而是一个移动式“区域”——我们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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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的种种关系为之提供了持续性。定期集会的核心圈学者谈到了不断变化的现实位
置，但我们以往的探讨和经验意味着我们还认为它将成为我们正在回归的一个熟悉场
所。经过一段时间后，个人见解和一些过去不熟悉的专业术语会变得根深蒂固，推动对
话向新的领域延伸。正如庄子所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9（Ming 2013:203）。
这样一来，我们越来越能认识和探讨各种不同的理解，并重点审视我们自己对舞蹈的一
些看法，包括某些并未明言的看法。尽管我们并未将之与地理位置明确联系起来，但我
们在回顾中明显感到本项目不断变化的背景是观众体验的一个关键部分。现场的变化必
然伴随着主客作用的变化，这是孔子使用过的一个隐喻，借以抵制任何强行施加的解
释。我们同样反对本项目沦为盎格鲁文化圈跨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或表演艺术流派身
份评论的形象表现，因为舞者的身体和文化背景及其丰富多彩且相互交织的经历和关系
无不体现在他们的舞蹈体验中。

许锐（2016）在阐述中国的舞蹈流派分类时谈到了对舞蹈和文字的认知。这是一种
思辨性的理解，只有通过对舞蹈表演的直接体验，才能对其有充分的理解。正如一则被
误认为中国古代格言的谚语所言：“百闻不如一见”。10  我也只是在应邀前往拥有中国一
流舞蹈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讨论“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时才充分认识到这一
点。这次访问的主要活动是展示性舞蹈表演，表演使人非常信服、直接地领略到该学院
在中国现代舞发展中的重大影响。诚如许锐（2016）和王欣（2016）所言，中国的现代
舞与西方所熟悉的舞蹈截然不同。这种亲身体验使我瞬间对相关说明有了清晰明确的理
解，对那些背景性的东西有了更多的体会。恐怕只有直接观赏舞蹈表演才能有这样的理
解和体会。当天在中国人们解放军艺术学院上演的许多作品都具有易于理解、叙事性、
情感奔放、出自艺术大家和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等特点，这正是中国现代舞的特征。11  在
某些方面，我对舞蹈的看法与萨莉·贝恩斯（Sally Banes, 1987:xv）对美国舞蹈的看法是
一致，我们都认为，当现代舞变得比芭蕾舞还要精英化时，必然会要求回应。在中国，
现代舞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回应，而在英国，堪与之相比的是马修·伯恩（Matthew 
Bourne）等舞蹈编导家，他们代表着脱离常规的世俗化、大众化方向。然而，中国舞蹈
对精英化倾向的反应与西方的截然不同——它体现了中国的背景。虽说解放军艺术学院
舞蹈表演的体验是理解舞蹈的必要前提，但不可否认的是，口头解释必不可少，它使我
超越了自己亲眼所见，领悟到了更广泛的意义，这是不借助相关说明而单纯地观看表演
所难以体会的。因此，虽然我赞同现场演出的极端重要性，赞同对舞蹈表演及其氛围的
视觉、听觉和总体性感受，但我仍认为“跨艺·舞动无界”表演将一无所知的参与者纳入
了许多超出我以往体验到的诸多舞蹈领域。因此深化理解有赖于文字解读和舞蹈观赏的
相互交织，这是一个深刻而不失积极、能够顺时变化和重新定位的交互认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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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舞蹈而言，促成深入理解的舞蹈体验是接触地带的主要特征。对于我来说，接触
地带是一个涉及不断转换的相关性连接点的催化空间，这种相关性连接点是合作伙伴之
间的熟悉点，但通常仅把三个合作伙伴中的两个连接到一起。有时，讨论会专注于“民
族”等概念，北京舞蹈学院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学者们对此是了解的，尽管采取的形
式有所不同，但西方学者对此一无所知。在其他方面，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和西方学者们
发现他们在对20世纪后半叶发源于美国的现代和当代舞实践的体验方面有着一致的理
解；而北京舞蹈学院和西方学者对俄罗斯芭蕾舞剧目有着相同的理解，因为他们都经历
过俄罗斯芭蕾舞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12

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不是很长，而北京舞蹈学院的学者们经
常承担舞蹈阐释的任务——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西方人对中国舞蹈的表演传
统和产生背景几乎一无所知，而他们与台北同事的对话充其量也只是时断时续，这种情
况并不足为奇。有一次，北京舞蹈学院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同事们进行交流，他们的
速度非常快，以至于翻译难以跟上进度，而讲英语的与会者无法搭话。我要求慢一点，
他们礼貌但明确的回应说，他们正在消弭存在了五十年之久的沟通鸿沟，因此需要抓紧
时间。在那一刻，我们对这次对话更为广阔的背景和重要性方面的一些感知变得明确起
来了，对历史的抽象认知也因个人的亲身体验而变得真实生动起来。

当然，那些相同的特征是艺术家创作过程内在的，因为他们要处理形体训练中的千
变万化，对舞蹈编导角色的种种期望，以及口译和概念脱节方面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
促使人们提出问题：何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舞蹈吗？在排练室的实地体验中，有
些问题通过实地形体训练得到解决，另一些则需要耐心和信心，这些都需要充足的时
间——当然，再充足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尽管我们可以说，艺术家是在他们都很熟悉的
专业实践系统内开展工作，但正如吴易珊（2016）在文章中所言，在现实中，编导的期
望和舞者的不同体验提出了一些重要挑战。他们的接触地带涉及到语言、形体和概念方
面的商讨和翻译，这些商讨和翻译活动基于这样的认知：其过程通常被观察、记录下来
并在线发布，其结果将会在专业场合的表演中分享，并向公众公开。

鉴于这种压力、潜在的误解、实体和概念方面理解差异，以及偶有冲突的经历，结
果必然迥异，艺术家的专业性和他们对待作品的真诚性也会凸显。他们在接触地带的努
力以及他们在表演和人际关系方面所获得的成果令人欢欣鼓舞，使我们意识到舞台表演
的力量。我们将接下来的“认知差距”部分中明确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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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差距

我之所以使用“认知差距”这一术语，部分原因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概念，往
往是形成研究论题的前提条件。要研究怎样酝酿产生新的认知以弥合现有认知差距的计
划，就必须先认清现有的认知差距是什么。“认知差距”这一概念还暗含着要认清已知领
域的开端和终端，而已知领域的终端则意味着差距的开端。研究论题以人们可理解的术
语撰写，将认知的开端和终端置于人们的思维可以“看到”的范围内，以便人们利用新的
认知弥合现有的差距或中断之处。

尽管在跨文化表演艺术领域还有众多其他项目，但西方与东亚之间的认知差距之大
不容否认，也许称之为“深渊”更加贴切。正如威尔科克斯（Wilcox）在《中国舞蹈：一
片广阔天地》（Chinese Dance: in the vast land beyond）序言所指出的，2008-09年“跨
艺·舞动无界”项目开始时，关于中国舞蹈的文献非常稀少。美国舞蹈节的原创出版物
《东方与西方相会于舞蹈：跨文化对话中的声音》（East meets west in dance: voices in 
the cross-cultural dialogue）（1997）中就有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舞蹈界名流、学者
和业内人士为其撰写的文章，其中有些人，如林怀民和平珩参与了“跨艺·舞动无界”项
目，而另外一些人，如欧建平、杨美琦和曹诚渊则参加了该项目举行的活动，并给予我
们工作中肯的建议。尽管如此，“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可用资源仍严重不足，考虑到
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动规模、人口数量和丰富的表演文化，该项目所取得的支持之少令人
吃惊。我们希望本文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东亚地区舞蹈的历史、发展和目前关注
点，但由于东西方认知的“差距”，这方面的沟通非常困难。我曾经谈到，尽管置身于舞
蹈练习室，我们也只是对细节比较熟悉，缺乏总体上的把握（2014）。今天，我依然认
为我们对东亚地区的历史、背景或目前关注点缺乏足够的了解或认识，更谈不上对其舞
蹈领域的教研机构、组织结构、学者和艺术家有何了解。

有鉴于此，我提出了一些我认为有必要知道和宣传的东西方历史上的共同点。这些
共同点有的体现在发展的性质和时序上，有的则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无论如何，这两
方面的基本主题和事件有望增进人们对其间关系的了解——我认为，这种关系首先需要
在英国乃至更广泛的西方世界确立，我们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合作伙伴对西方国
家的动态有着更多的了解，我们需要扭转这种不平衡性。

对于参与“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各合作伙伴来说，1951-5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
岭，因为这是二战后和中国内战结束后的新秩序开始形成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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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成立，当时毛泽东雄心万丈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正如曾撰
文介绍首个“舞动无界”项目（2011）的保罗·雷（Paul Rae）所言，这句话至今仍然能
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令人瞩目的是，在时任总理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央民族歌舞团于1952年成立，以此
为起点，新中国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展开。两年后，北京舞蹈学校（后来改名为北
京舞蹈学院）成立。随后，在前苏联芭蕾舞专家的影响下，中国舞蹈彻底改变了发展轨
迹、实践表演和审美倾向。尽管受到外来影响，中国舞蹈及其民族特征始终与后来发展
为代表该国特色的民间形式和古典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1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胜利后，战败的国民党将中华民国政权迁到了台湾。对于
台湾而言，1952年是一个转折点，陈雅萍明确指出：

 蒋介石总统撰写了《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他在书中不仅列出了包括舞蹈
在内的艺术应遵循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指导原则，而且明确宣布官方艺术政策的重
点是把战斗文艺奉为主流，颂扬民族文化。

（2008:36）

此文奠定了民族舞蹈运动发展的基础，坚定地把舞蹈置于“捍卫中国和中国文化代表
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大背景下（Chen 2008:39）。

由此看来，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中国大陆”）还是“中华民国”（下称“台湾”）， 
构建乃至重建舞蹈形式、制定政策体系和训练制度都是当时的重大战略性要务。威尔科克
斯（2012:220）引用孙颖等专家的说法指出，在中国大陆，舞蹈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受到抑
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衰落中。孙颖认为，舞蹈和戏曲等表演艺术的衰落发生在明清时
期，即14-20世纪，部分原因是当时流行的女性裹足风俗。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威尔顿
（2016）在论述绘画时提及的在多项艺术领域颇有影响的清朝乾隆皇帝于1774年禁止女演员
在北京登台演出，姜进教授在《女扮男装》一文中曾探讨过这个问题（2009:28）。

与中国舞蹈最近几百年来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宫廷舞蹈的悠久历史以及存
在于众多艺术作品中的各种舞蹈与音乐表演艺术形象，包括著名的唐代敦煌莫高窟壁
画。有趣的是，台湾的刘凤学教授就中国古典舞蹈提出了与北京舞蹈学院学者们截然不
同的看法；她不仅利用中国的文献资料，还查阅了当时被派往中国的日本使团遗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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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档。这些文档由日本皇宫图书馆在公元710年收藏14。形成上述观点（由刘教授所领
导的新古典舞团表演所展现）的宗旨截然不同于北京舞蹈学院讲授的艺术形式所体现的
宗旨，北京舞蹈学院讲授的艺术形式被视为现代舞的变体，利用各种历史元素创作，旨
在向当今观众表达其中国身份的认同和文化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复兴进程并非仅发生在东亚地区，克里斯
托弗·弗雷灵（Christopher Frayling）在推荐《英国节日：国土与人民》（The Festival 
of Britain: A Land and Its People）一书时明确指出：

 哈里特·阿特金森（Harriet Atkinson）的著作论述的是更加深刻的问题：1951
年遍及全国的展览会与“热爱故土及其历史”项目……旨在调和传统与现代主义，
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英国身份认同。

（Atkinson and Banham 2012:2） 

尽管这可能看上去仅与政治具有些微关系且以亲善面目出现，但当代评论者指出，
《英国节日》一书与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lee）领导的战后社会主义政府有密
切关系。由于该书出版后的政府更迭，南岸展览厅很快被拆除，仅有皇家节日音乐厅得
以保存，据说是因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将其视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多年来，一提到云霄塔（Skylon），人们总有一种神秘感。
云霄塔曾是英国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它好似悬浮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穹形建筑物上，
象征着获得新生的英国对未来的信心。15后来云霄塔消失了，直到前不久，它的最终结
局才被人们所了解，这归功于《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2011年的一则
报道：受雇拆除云霄塔的公司的一名董事保存了一块残片，后来他把这块残片交给了自
己的孙子，或许他是想为这一曾经名噪一时的当代建筑物留下一点见证。

因此，对于每个合作伙伴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不寻常的时期：它见证了作为政府
部门和警察机关参与的、直接关系到民族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大型项目的艺术活动的兴
起。或许可以理解的是，鉴于其不久前的经历，东亚地区的艺术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政
治色彩，但英国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成立于1946年的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继承了战时
机构——音乐与艺术促进委员会的工作，这是艺术与英国政府联系在一起的鲜明例证。
当然，英国遵循“保持距离”原则，政府并不干预艺术委员会之类的专门机构的决定，但
人们对这种机制的效能存在争议（Hewison 1995:33）。毫无疑问，政界人士也对此提出
质疑，英国《国会议事录》1954年2月关于资助芭蕾舞的讨论部分即是例证（HC 
Deb，1954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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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发生的许多事件在后面的论文中都有提及，为此，萨克森梅尔和王云幼
编撰了中国舞蹈大事记，陈雅萍详述了台湾的民族舞蹈运动。就“跨艺·舞动无界”项目
的发展历程，我们对“民族”等概念进行了了解与探讨，旨在理解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舞
蹈、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反响。这一点颇为重要，因为中国大陆编导，如赵铁春、赵小
刚、张晓梅和郭磊，都是借鉴利用民间舞蹈元素创作新作品的民间舞蹈专家。这方面的
讨论激发了目前对“民族”舞蹈的意见交流，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舞蹈学者江东为此专门为
我们撰写了论文，陈雅萍则从台湾人的视角做出回应。16 

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及以其来描述舞蹈所体现的民族身份认同（Jiang 2016）还有种
族、民间和文化表达等更深、更广的含义，海外华人聚居区的政府和文化界人士也在不
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现象，但当代英语使用者很难将二者联系起来。在讨论怎样将这一
术语翻译给英语读者时，我们经过多番争论，决定不加翻译。原文保留该术语的做法不
仅符合著名中国翻译家玄奘的翻译理论（Cheung & Lin 2014:158），还可提醒英语读者
该术语具有特定的背景；如果贸然以“种族”或“民间”之类的术语加以阐释，则有可能引
起误解。有趣的是，在不久前，我还不会认为各合作伙伴对这些术语习以为常。我会认
为，在英国这样一个人口和文化构成多样化、语言和世界观全球化的国家，民族、种族
和民间文化之类的概念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在我撰写这篇文章前不久发生的英国脱欧
公投事件使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不同的视角。我突然意识到移民、身份和文化问题看来
比我以前想象的更加棘手、更有争议性，英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意识似乎在不断膨胀。
英国艺术怎样反映和/或挑战这种动向目前尚不明朗，而且目前弥漫着一种对于未来的
不确定性的氛围。鉴于上文已经谈到本项目的三方合作伙伴在20世纪50年代初都经历了
重建阶段，我们接下来将分析在随后的岁月中，另一个重要影响的出现：美国文化和美
国现代舞产生和影响。

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舞蹈团曾于1954年在英国演出，1967 年发生了一件重
要的事情：罗宾·霍华德（Robin Howard）成立了伦敦当代舞蹈团，由曾供职于葛兰姆舞
蹈团的舞蹈家罗伯特·科汉（Robert Cohan）担任负责人。该舞蹈团后来更名为伦敦当代
舞蹈剧场（我曾在这里从事舞蹈表演和编导工作15年），附设一所舞蹈学校，现名伦敦当
代舞蹈学校。这些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英国舞蹈的发展，可以说催生了舞蹈培训与表演领
域的众多项目。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资助的舞蹈团在随后的多年中迅速增多。在此期
间，英国舞蹈在表演和训练方面深受美国影响，莫斯·坎宁汉（Merce Cunningham）、杰
德森教堂（Judson Street Church）前成员和特里西亚·布朗（Tricia Brown）都产生了很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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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舞的引进是在吴晓邦等先行者的努力下蹒跚起步的。吴晓邦曾在德国
和日本接受舞蹈训练，但因政治动荡而被打断。中国舞蹈界与美国现代舞的持续接触真
正肇始于杨美琦。她曾在纽约待过一段时间，并于1986年参加美国舞蹈节活动，后来促
成了西方现代舞者与编导和中国艺术家的合作，《东方与西方相会于舞蹈》一书（East 
meets west in dance，1997）曾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广东现代舞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
立的，随着对中国大陆和香港舞蹈卓有贡献的曹诚渊的加盟，该现代舞团始终是中国舞
蹈界的一支活跃力量。有趣的是，中国现代舞发展之初也曾受到抵制，因为中国政府倾
向于将其视为颠覆性因素，也许还有目前尚不明朗的原因。

台湾舞蹈数十年来一直深受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青年舞
蹈编导林怀民对美国197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决定做出的
反应。美国的这一行为被视为对台湾的背叛，林怀民决定拒绝西方的影响，建立新的舞
蹈审美观。现在这种新的舞蹈审美观已经通过云门舞集的努力被人们所熟悉，云门舞集
现已成为拥有巨大国际影响的舞团。不过，美国现代舞团体和艺术家频频到访台湾也对
台湾舞蹈实践的发展和训练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台湾舞蹈文化的蓬勃发
展。

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舞蹈界的丑闻被揭露后，台湾和其他地区对美国现代舞团前来
演出和交流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在美国，舞蹈等艺术是用来展现“美国的创造力、思想
自由和文化实力”战略的组成部分（Saunders 1995），与苏联采取的国家扶持艺术的做
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人认为，美国这种做法无异于官方对先锋派艺术的支持，引发了
对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的国际关注和支持。中央情报局操控事件曝光后，很自然地引起
了人们的强烈反应，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艺术家刻意用其作品迎合中央情报局的意图。这
一事件还引发了一些颇具讽刺性的看法，例如，中央情报局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成
员——热衷于艺术的高材生所具备的艺术素养竟远高于美国总统或美国公众。总之，自
相关文件披露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2012年《政治与舞动的肢体》（Politics and the 
Dancing Body）展览以来，人们不再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舞蹈表演了。

就“跨艺·舞动无界”项目而言，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彼此间交流舞蹈方面的知识经
验，在舞蹈史以及现实的政策与做法方面寻求共同点用处很大。事实上，许多参与我们
项目的人士对美国现代舞蹈规范和表演有直接的体验，并参加了这方面的政策讨论。我
认为，我们三方合作伙伴中的任何一方都曾深受美国舞蹈的影响，但现在都形成了深深
扎根于本土的舞蹈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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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各方合作伙伴最近几十年来舞蹈发展史上的一些共同点后，我感到有必要在
最后介绍一下我的本土文化。这是因为我们针对“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工作进行沟通时
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西方对东亚缺乏认识与了解。威尔科克斯指出了美国舞蹈文化与
学术中的霸权性质以及后来亚洲舞蹈和美国亚裔舞蹈的边缘化，我认为英国也是如此，
这是不容否认的。尽管英国艺术资助系统制定了一些资助项目，但这些项目并没有持续
关注东亚舞蹈。不过，我也急切希望避免霸权和边缘化问题的讨论，有时我觉得这也是
个不小的问题。

这是因为不断提及边缘化问题会加强主流势力的地位，这里所说的主流势力是一种
国际化的力量，有时指的就是欧美舞蹈。边缘化问题还可能导致对后殖民主义、移民社
群和少数民族舞蹈等西方问题的讨论，根据此类辩论的通常做法，这些讨论并不全然适
合东亚的历史或现状。当然，这些话题会引发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东亚地区在世界总人口以及世界经济与文化活动总量中的占比
很大，在历史上曾为世界发展与现代化做出过重大贡献。将我们的合作伙伴说成边缘化
者，无意中就把我们自己当成了核心，这不是我们希望采取的方式，而且在报道称北京
的亿万富翁比纽约还要多的今天，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学家保罗·科汉
（Paul Cohen）呼吁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以抵制在学术和公众心目中占主导地位
的西方种族中心注意论调（2011）；顾明栋（2013）对西方知识经验的产生过程持批评
态度，提议采取超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方式。当然，这与“跨艺·舞动无界”项目
无关，但我希望我们能够营造一个让每个合作伙伴畅所欲言的环境，并接受他们对历史
和现状的看法。每个合作伙伴都会被问及与其历史和现状有关的问题，这也并无不妥。
同样地，潘维斯（Pavis，1992）使用的“目标文化”之类的术语对于如“跨艺·舞动无界”
等交流项目未必恰当，而且我也在这里指出，我们并没有要求该项目中的作品一定是 
“跨文化的”。尽管这一项目从总体上看是以跨文化对话为主题，但艺术家有权决定自己
作品的性质，虽然作品的表演需要借助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演员。

我经常觉察到的边缘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源于我前面谈到的“认知差距”问题，这是中国
历史以及中国在知识和文化领域的贡献在西方认知体系和公众心目中被边缘化的结果。
我以前曾撰文论及历史时代划分问题（Bannerman 2009），谈到邦布拉（Bhambra，2014）
详尽阐述现代世界的形成史是怎样在西方被刻意重构的，刻意重构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欧
洲的发展起源于它自身。这一观点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遥
相呼应，他认为，就像古希腊人将其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古罗马人一样，现在英国人又将
其知识和经验传递给美国人。以这种方式看待文明、帝国和知识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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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观念。确实，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1969年执导的电视系列片《文明》
（Civilisation）完全以西方成就为中心，《西方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est，Roberts 
1985）虽说更加微妙，但也是以肯定西方霸权为前提的。17

在伦敦期间，我每天前往市中心的普雷斯舞蹈中心上班时都要经过圣潘克拉斯教
堂，其建筑风格使人不禁想到雅典卫城。无论是伦敦的教堂，还是华盛顿国会山（设计
仿照一座罗马神庙）上的诸般形象，深深扎根于我们头脑中的西方文明观总是显得那样
真切可靠。事实上，伦敦和华盛顿的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都是以人们心目中的古希
腊和古罗马建筑风格为蓝本，这印证了格雷灵的观点（2014）：“17世纪以来……英国及
其建立的帝国是建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艺术基础上的。”古罗马人早在公元前5世
纪就离开了英国，因此，那些认为我们与古罗马人有直系传承关系的说法是非常离谱
的。其实，西方辩护士为英美相继执掌霸权给出的道德和知识上的理论基础就是在很大
程度上虚构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传承。尽管有大量证据证明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大不列颠
图书馆网站上标明，其藏书中有一本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且标注日期的印制体书籍”
（British Library 2014）。当然，这本书指的是汉语版《金刚经》。大英图书馆网站还提
供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详细背景性信息，但对于他们如何将这本书收入囊中却缄口不言，
只是以“本书在1907年由探险家马克·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发现”一带而过，这是另一个
有待未来解释的问题。

在序言部分，我用了很长的篇幅阐述“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方方面面，从排练厅
到舞台，从艺术家到学者等等。我并不认为本项目能彻底改变英国和东亚对彼此的认知
和理解，但我们通过舞蹈把众多艺术家、学者、翻译人员、观众以及其他许多注重相互
交流的人士汇聚在一起，进行公开、丰富、多样化的长期性交流。舞蹈有其自身的力
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我们连接到一起，使我们通过身体动作和超自然的方式、通过
即时的直接感受和由此引起的反思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所有参与本项目的人士，所有向本文集热心投稿的人士，以及
所有对我悉心指点以弥补我以往经验之不足的人士。如本书有任何错讹，皆因本人疏漏
所致，我期待未来在我们合作的日子里对其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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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3年伦敦“跨艺•舞动无界”  谢幕，Robin Howard Dance Theatre, The Place。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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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关于约克舞蹈/科汉合作项目的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yorkedance.com/cohancollective/choreogra-
phers-and-composers/。奇怪的是，关于古尔班基安基金会率先扶持的原课程信息未能查到。

2. 英国杰伍德舞蹈编导研究项目（JCRP）是一项国家舞蹈网络计划，由杰伍德慈善基金会支持并由DanceX-
change提供。详见http://www.dancexchange.org.uk/programmes/jcrp/

3. 详见ResCe网站： www.resc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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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括英国艺术委员会、沙德勒之井剧院、普雷斯舞蹈中心、“足迹艺术”工作室和独立艺术咨询师特丽莎·
贝蒂。

5. 关于儒家哲学的讨论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详见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nfucius/

6. “表演艺术研究”是布里斯托尔大学戏剧影视系和Baz Kershaw教授领导的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该项目
由艺术与人文学研究理事会的前身艺术与人文学研究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详见 http://www.bris.ac.uk/
parip/introduction.htm。

7. 惠能在回答尼姑无尽藏的问题时说：“真理是与文字无关的！真理好比是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却是你我的
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却不是明月，看月亮也不必非得透过手指，不是么？”

8. Bannerman，C.，Sofaer，J.和Watt，J.（编辑）（2006）《探索未知领域：当代表演艺术创作过程》。伦
敦：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出版社。

9. 庄子带着一丝挑衅口气继续说道：“吾安得夫妄言之人而与之言哉？”（Ming，2013：203）。 

10. 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出自孔子之口的一句中国格言，但威廉·萨菲尔在1996年4月7日《纽约时报》上撰
文指出，这句话出自20世纪40年代的纽约广告界。根据里贾纳大学的说法，这句话影响很大，1992年作为
美国谚语出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美国谚语词典》中。详见 http://www2.cs.uregina.ca/~hepting/
research/web/words/history.html#TOP

11. 有趣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舞蹈表演还包括一些颠覆了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军事舞蹈”陈旧模式的作品，
这种表演通常包括一部由男演员主演的作品，这些男演员的戏装和动作使人想起了马修·伯恩的《天鹅
湖》。解放军艺术学院还在Facebook上有一个页面，尽管Facebook网在中国已被叫停。详见：https://
www.facebook.com/pages/Peoples-Liberation-Army-Academy-of-Art/488047791321866。鉴于习近平主席解散
了一些招聘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生的演艺公司，该学院的未来尚未确定。

12. 台湾得益于优秀的芭蕾舞教师，这从舞蹈生的能力上可见一斑；但台湾没有成立有影响的芭蕾舞团。如
需了解关于台湾芭蕾舞现状和舞蹈演员周子超经历的更多信息，请查阅戴维·米德（David Mead）的文
章。周子超目前在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蹈演员。

13. 威尔科克斯的文章再次为本次活动提供了更多背景性信息。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拒绝担任北京舞蹈学校
首任校长的吴晓邦对在舞蹈训练中引进西方舞蹈特别是芭蕾舞抱有强烈的反感。假如他当初接受该职位，
中国舞蹈史可能会遵循一条截然不同的轨迹。

14. 对重新建构的唐代舞蹈表演的评述见：http://www.nytimes.com/2002/03/19/arts/dance-review-the-tang-
dynasty-s-harmonious-formality.html

15. 关于英国南岸节举行地云霄塔特征的更多信息，详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art-
blog/2008/jul/09/skylonwhatsthepointofrebu

16. 江东论文的缩略本见ResCen网站：www.rescen.net

17. 描述前者的BBC网页竟然也略去了英国人和英语，鉴于“印度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
的核心。英国人统治着最大的非欧洲人群体，这是其他欧洲人未曾做到的……”，这很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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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舞蹈创作
跨艺•舞动无界
后现代
文化时差
文化时态
编舞
跨文化表演

许锐 XU RUI
北京舞蹈学院

从“跨艺·舞动无界”看中国舞蹈创作
的后现代文化时差与文化时态

【摘要】
“跨艺•舞动无界”在一个共时态的舞台上提供了直观的舞蹈形态上的文化参照，不仅反映
出中国舞蹈创作与西方舞蹈创作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文化时差，也反映出自身所处的一种
混合的文化时态。由于缺乏对西方社会文化根源的认知，我们对西方现代舞蹈所建立起
来的认知还是比较笼统和片面。我们在大量运用现代舞编舞技法创作中国舞的同时，却
未关注和理解到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出现与传播，这也成为“舞动无界”项目中呈现出
的最大的文化时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文化上对外的效仿和对内的坚持纠结演
变成一种混合的文化时态，舞蹈领域的“现代”、“当代”、“后现代”几乎全是混杂不清的
概念。实际上无论是“现代舞”还是“当代舞”，两者都同时包含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成
分，都是现当代时态里中国舞蹈的“文化混合体”。因此，一种坦然看到时差，自信面对
时态的文化态度亟待建立。后现代已经包含了对世界单一秩序与标准的质疑与抗拒，在
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全球的多样化重塑，同样也意味着中国舞蹈在这个多样化重塑进程
中的发展与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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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是始于2009年北京舞蹈学院和英国密德萨斯大学表演艺术创作
研究中心 (ResCen) 合作的一个国际舞蹈创作研究与演出项目，2011年台北艺术大学舞蹈
学院加入。国内外一线编导、舞蹈研究学者和舞者同为活动的主体，构筑了一个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平台。2009年北京“舞动无界”的主题是“起舞于动荡世界”
，2011年台北“舞动无界”的主题是“不确定的等待”，2012年“舞动无界”再次回到北京，主
题为“光与水”。每次都有来自国内外的编导根据主题进行不同视角和不同风格的独立创
作，构成整台世界首演的当代舞蹈作品晚会。同时国内外学者全程观测和研究创作过程
与演出。

由于这是一个由学者主导的研究项目，作为项目的联合主持人，我们一开始就在项
目的设计上有学术上的考虑，例如学者如何参与到实践者的创作过程、如何体现跨越国
界的文化交流等等。在舞蹈创作方面，和很多类似的国际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现代舞领
域不同，我们在编导的选择上有意识地挑选了不同创作背景的编导，尤其是让中国传统
舞蹈的编导也参与到创作中来。因此“跨艺·舞动无界”在一个共时态的舞台上提供了直
观的舞蹈形态上的文化参照，吕艺生教授从中注意到了西方编舞家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
的后现代艺术观念，也注意到了西方学者将中国编舞家的创作称为“中国式的现代性”
（Mezur 2011），并认为这导致了对话上的错位与交流上的障碍。这不仅反映出中国舞
蹈创作与西方舞蹈创作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文化时差，也反映出中国舞蹈创作自身所处的
一种混合的文化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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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的消解——后现代文化时差在舞蹈创作中的三个向度

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舞蹈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舞蹈，此后
由于战乱和文革的影响一度中断。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真正地受到西方现
代舞蹈的全面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舞蹈的发展是非常深远的，尤其在舞蹈创作方面。
但由于缺乏对西方社会文化根源的认知，尤其是没有真正体验到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宗
教与理性危机，我们对历经百年发展的西方现代舞蹈所建立起来的认知还是比较笼统和
片面。其中一个凸显的现象，就是我们在大量运用现代舞编舞技法创作中国舞的同时，
却未关注到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出现与传播，就更谈不上理解了。通过观测“跨艺·
舞动无界”的创作过程和舞台呈现，我们从三个向度都能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文化时差。

1, 过程：舞蹈编导与舞者平行的工作方式

由于从创作过程就开始进入观测，学者们很直观地发现了中国编导和西方编导在工
作方式上的不同。中国编导往往在创作中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这不仅意味着他们掌控
排练全程，还意味着他们几乎独自完成对作品的构思与设计，对作品的产生成形起到决
定性作用。例如，2009年“舞动无界”，张云峰在创作《最黑的夜最亮的灯》时，完全把
握了作品的整体结构和动作设计。在创作过程中，他把设计好的动作一点一点地教给演
员，然后更细致地指导排练。有时候他对动作的掌握程度甚至超过了演员。由于他对中
国演员非常熟知，所以排练和作品呈现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其他中国编导的工作方式大
多类似。两名英国编导肖伯娜（Shobana Jeyasingh）和凯莉（Kerry Nicholls）对中国演
员的使用则不甚顺利。她们也是将自己编排好的动作教授给舞者，但由于身体训练背景
不同，她们在将自己的动作语汇风格转移到中国演员身上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直接
影响了作品的最终呈现。但另外一位英国编导乔纳森（Jonathan Lunn）的《北京人》的
工作方式却完全不一样。他的创作和排练方式并不一味以自己为主，而是使用了中国古
典诗词和戏剧文本作为参考，让演员自己设计动作对文字进行直接的诠释，他则对动作
进行重组编排。换言之，演员大量参与到创作中，编导设置了一种不确定性的方式来寻
找灵感，成为一个平等的引领者而不再是唯一中心。这在澳大利亚编导约翰（John 
Utans）以大量演员即兴为主要架构的创作过程中更为明显，他的《水痕》甚至让演员
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即兴式的演出，每一次演出都会有所不同。这种让演员参与编创的做
法在海外编导的排练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却让习惯了“被教”的中国舞背景的演员很不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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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京人》 编导： Jonathan Lunn 摄影：刘海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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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舞蹈中心结构意义的消失

2012年“舞动无界”有两位来自欧洲的编导作品呈现出更加突出的后现代特征：英国编
导瑞秋（Rachel Lopez de la Nieta）的《北京水桶布鲁斯》和德国编导罗宾（Dingemans）
的《完动物》。两位编导不仅在排练过程中花费大量时间与演员对话、聊天、做游戏，
并且作品的舞台呈现也打破了我们对身体技术的期待。《北京水桶布鲁斯》以轻松暧昧
的氛围让舞者、水桶和水构成独特的一组关系，动作和只言片语的台词传递出都市人群
具有不确定性的生存状态。近乎于直觉的意识流特征，和《北京人》相比无论是身体技
术还是作品主旨的指向性都更为弱化。而《完动物》则几乎完全消解了身体技术，只是
将舞者、他们的言语以及文字的碎片拼贴在舞台之上。演员们以接近自然的状态在台上
叠衣服、踱步流动、喃喃自语……很多人对这样的作品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因为结构
的碎片化和意义的平面化使得作品的中心消失而难以把握。人们不知道作品要说什么，
不知道演员的情感状态是什么，就连身体技术的观赏性也消失了，只剩下梦呓般的零散
感觉。即使在中国开放的今天，这仍然对我们的审美习惯构成了巨大挑战。相比较之
下，围绕着主题和立意为中心的结构方式，以及叙事、情感和技术的要素仍然是中国舞
蹈创作的偏爱，其中不乏现代结构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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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京水桶布鲁斯》 编导： Rachel Lopez de la Nieta 摄影：刘海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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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基于尊重个体意识的审美判断

在对作品的评价方面，同样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了。我们习惯的评价是在主流意识的
引导和规范下进行的，有时候主流意识甚至会对“另类”的评价构成压制和扭曲。例如前
文所说的“主题立意的中心”就是一种主流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判
断：即只有这样才是好作品。这与后现代艺术基于尊重个体意识的审美判断是非常相悖
的。因为后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拒绝系统性和集体性的统一解说，拒绝指向性
的价值判断，以此彰显非中心的、多元取向的价值观。在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研讨交
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别。与国外学者更多客观性的描述研究和开放式的论述不
同，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作出某种判断和结论；与国外学者对个性表达相对坦然与宽容的
接受心态相比，中国学者更容易流露出好恶的态度与官方语境的影响。2011年台湾“舞
动无界”的论坛让这种不同更加明显起来。因为拥有更多西方背景和国际经验的台湾学
者参与进来，他们和大陆学者之间可以通过没有语言障碍的中文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
比较，而台湾学者的视角显然比大陆学者更加偏西方一些。从某种意义而言，对艺术的
解读是后现代艺术观念非常重要的部分。正是因为阐释美学等一系列学说的出现，释放
了个体解读和批评艺术的权力，才支撑起后现代艺术的多样化实践。

由上述可见，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心的消解，以及对不确定性的认可成为“舞动无
界”项目中明显呈现出的文化时差。记得《完动物》演出之后，有人问道：“这还是舞蹈
吗？如果这样那不是谁都可以当编导了吗？”这个包含了强烈否定感的问题却恰恰道出
了后现代艺术观念的核心，即否定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本质，竭力抹杀艺术与非艺术之间
的界限。从这个意义而言，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对既有
艺术秩序是一种解构，所以美国当代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会在他的著作
《艺术的终结之后》（2007）中断言艺术已经终结。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一些中国传
统舞蹈编导的创作产生质疑，觉得他们的创作不够“现代”。这种同样带有某种倾向性的
疑问，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和思考这种文化时差。即中国当代舞蹈的创作必须
要满足某种西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要求，才能够成立或被认同吗？或者说，中国舞蹈
所包含的一些传统文化特质在今天就一定“不现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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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当代？后现代？——中国舞蹈创作的混合文化时态

我们所看到的后现代文化时差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进程所决定的。中国作为曾经的泱
泱封建大国，在近现代被工业化革命中崛起的西方列强所侵略，经济国力的崩塌附带着
文化优越感的丧失。自近现代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反思和徘徊就不曾中断。换言之，
中国农业文化的自我进程被强行中断，从而在很长时间内对自我文化质疑，并激发了对
西方工业文化的效仿和追赶。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改变，我们未
能真正深刻地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使得这种对外的效仿和对内的坚持纠结演变成一种
混合的文化时态。

在中国舞界，这种纠结的表征就是“现代”、“当代”、“后现代”几乎全是混杂不清的概
念。“现代舞”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笼统与宽泛的概念。很多人并不了解西方现代
舞产生的深刻社会背景和特定的发展时期，而只是迷失在现代舞光怪陆离的形式当中，
几乎用“现代舞”来指称一切与传统舞蹈不同的新奇舞蹈，并有意无意地将现代舞划入较
为“异端的”舶来品范畴加以排斥。问题在于，与芭蕾传播固定的舞蹈形态不同，现代舞
本身并非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或形态进行传播。现代舞更多地在演示着新的艺术观念与可
能，已经不能成为一个以地域或具体形态来进行界定的舞蹈类型。西方的现代舞传入中
国，其实最终产生的应该是中国自己的现代舞。

更严格的狭义的西方现代舞是针对古典艺术的现代艺术，具有特定的历史时期限
定，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身的文化发展在西方现代艺术这段时期是缺失
的，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从西方接触和引进，而此时西方已进入后现代时期。与此同
时，中国舞蹈在传统舞蹈的发展方面也与西方模式不一致。首先中国古典舞与西方的古
典芭蕾不同，是一个当代重建的体系，本身已经成为融汇东西方舞蹈文化的体系，并非
真正的传统样式。“当代中国古典舞”这样的表述本身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的文化时态。
其次，西方的性格舞本身是作为古典芭蕾舞剧中的附属物发展起来的，前苏联和东欧的
民间舞也沿用了比较单一的舞台艺术经典化模式。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所涵盖的范围与形
态却要广得多，虽然从民俗性上与民间层面的文化联系很紧密，但在舞蹈创作方面尺度
更为开放，创造的成分更大，呈现的样式更多元。由此，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
在创作上不断突破传统限制，最终导致目前的舞蹈分类以增加“当代舞”的概念来加以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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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纸钱》 编导：赵铁春 摄影：刘海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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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舞”的出现，成为中国舞蹈分类体系中新生事物，但却未能加以清晰的界定。
当前舞蹈比赛当中出现的分类混乱是争论产生的根源，而分类混乱本身又来自于舞蹈比
赛标准和规则的僵化。突出的例子是当部队舞蹈和“现代化”的传统舞蹈等凸显在舞蹈比
赛当中的时候，我们旧有的标准体系显得无所适从，于是采取了非常简单的增加种类的
办法，而不管整个分类体系是否协调统一。西方的“当代舞”（Contemporary Dance）本
身是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是“现代舞”（Modern Dance）的时态延续。狭义的“现代舞”
本身在文化时态上是相对固定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时期的，而“当代舞”概念的使用更多
在欧洲，基本相当于美国的“后现代舞”（Post－modern Dance），是延续着现代舞时期
的当代发展。早期现代舞本身甚至已经被称为“古典”的现代舞。当然两者之间的界线并
非截然分开，当代舞只是表现出比激进的现代舞时期更平和、宽容、多元的后现代特
征。因此西方的古典（Classical）、现代（Modern）、当代（Contemporary）或者后现
代（Postmodern）形成一个相当连贯的时态发展链条，成为专业艺术舞蹈的基本结构。
民间舞蹈则基本不纳入这个专业舞蹈的体系，而只是作为外围与业余层面的舞种存在。
中国的“当代舞”本来也是意图作为中国舞蹈在当代时态下的反映，但是却和现代舞割裂
开来，以至于缺乏了连贯的发展脉络和整体性。请注意，这种割裂并非时态顺序上的割
裂，而是质疑“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文化主体上的割裂，这就与西方的“当代舞”概念造成 
“名”符“实”不符的混淆。于是，中国的“当代舞”最后似乎成为了容纳那些受到现代舞影
响而超越尺度、属性模糊的中国传统舞蹈创作的种类，中国的“现代舞”则似乎成为了西
方工业文化色彩的现代舞蹈在中国的移植与生长。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统统错位
在当代的时空中成为一团乱麻。实际上，无论是“现代舞”还是“当代舞”，两者都同时包
含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成分，都是现当代时态里中国舞蹈的“文化混合体”，美国学者珍
妮（Janet O’Shea）将其称为“跨文化作品”（2011）。

其实早在90年代，学界就已经看到了中国传统舞蹈在现代进程中的突破与走向。当
时出现的创作型舞蹈在传统形态上的创造和发展，就已经造成了对中国古典舞和民族民
间舞的类型风格产生某种疑惑。于平曾撰文认为“类型风格的冲淡与这类创作舞蹈的崛
起实质上意味着既往舞蹈分类原则的解体”，并进一步对现代中国舞的概念进行了阐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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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舞”作为中国传统舞蹈的“新的综合”，是一个需要加以限定的概念。
它不是指现代存在的一切中国舞蹈，而是指中国传统舞蹈的现代风格，是我们传
统舞蹈的当代走向。

（于平，1990）

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国现代舞”还是“现代中国舞”，在中国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认
知和发展现代舞，甚至谈“现代舞”色变，因此也就缺乏一个连续和完整的现代舞时态发
展。最终导致开创性的现代舞被边缘化，却把传统舞蹈的创新发展“挤”成了当代舞。我
们可以看到，参与到舞动无界的中国编导们，无论是什么舞蹈的背景，当面对自由和开
放的创作空间时，很自然地就走向了偏向于现代舞和当代舞的创作。然而，最终的舞台
作品呈现其实根本难以区分是现代舞还是当代舞。这目前看起来是两个领域，其实最终
会走向融合。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就是忽略现代的时态，而将它们都统称为中国的当代
舞，一个融汇了现代和传统、西方和中国的正在进行时的舞蹈类型。

我无法在此对“舞动无界”所有中国大陆的舞蹈作品进行描述，但按照一个简单的归
纳可以一窥端倪：

通常被归入现代舞编导的作品包括《却道天凉好个秋》（王玫、刘梦宸、陈茂源、
马灵芝2009）；《李珊珊》（家园2011）；《众水与圣言》（张元春2012）；《向莫言
致敬》（万素2012）。

通常被归入中国舞或当代舞编导的作品包括《最黑的夜，最亮的灯》（张云峰
2009）；《信与不信》（赵明、柳宁2009）；《纸钱》（赵铁春2009）；《苍原夜歌》
（张建民2011）；《天音》（张晓梅2011）；《草民》（赵小刚2012）；《对他说》 
（刘岩、陈茂源2012）。

实际上最终作品根本无法区分哪个现代哪个当代。《向莫言致敬》运用了海阳秧歌
的素材，《纸钱》运用了胶州秧歌的素材，哪个更“中国”呢？《苍原夜歌》混合了古典
舞和蒙族舞蹈的语汇，《众水与圣言》尝试着诠释圣经中众生的拯救，哪个更“西方”
呢？《草民》借用了古人抚琴和古岩画的舞蹈形象，《天音》呈现了萨满般的迷狂追
寻，哪个更“传统”呢？《家园》展示着跋涉路上的前行与回望，《信与不信》解读了禽
流感对人类信任的伤害，哪个更“现代”呢？《对他说》实际上是中国舞和现代舞编导的
合作，直接描绘人与人之间感动心灵的互相关爱，何必管它中国还是现代呢？《却道天
凉好个秋》更有意思，用了古诗词作为题目，作品却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最具有后现代气
质的中国编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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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坦然看到时差，自信面对时态——今天应有的文化态度

当很多人带着纯粹看演出的心态看“舞动无界”的剧场呈现时，忽略了一个研究项目
的过程与学术意义。例如，编导在排练中有着时间、演员、作品条件等很多限制：排练
时间只有三周，每天只有三小时；演员不熟悉，训练背景各不相同；作品时长只能10分
钟以内；演员人数不超过6人；时刻面对着研究者的观测，等等……国外的编导还要面
对语言沟通与翻译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创作和排练活动中应有的状态。而这些在
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创作活动与研究活动，尽管具有偶发性，但却设置了一个
个生动的案例，反映着跨文化交流的某种必然性。也正因为如此，2012年“舞动无界”学
术论坛也首次设定了一个主题：“实践研究过程中的翻译与诠释”。在跨文化的语境中，
翻译演变成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不仅有文字的，也有身体的，更有文化的……并且翻
译并不意味着诠释和理解的完成。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看到文化时差，审视文化
时态的平台。

中国舞蹈要走向世界，先要有开放自信的心态。“舞动无界”的意义在于将不同文化
面貌的创作与研讨置于一个开放的平台上，以“无界”的模式开始，却会发现“有界”的存
在。这对于今天年轻一代的舞者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无法被隔绝在所谓传统的绝缘世界
中，他们必须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完成自我的探寻旅程。因此，一种坦然看到时差，自
信面对时态的文化态度亟待建立：守成并不意味着封闭，开放并不意味着投降。就像台
湾原住民出身的编导布拉瑞扬，他游学世界，作品和经历打上深深的西方现代舞文化的
烙印，但他却在某个时候强烈地感受到要向山地民族的传统回归，没有人强迫，没有人
设计。这种回归不仅自觉，更是蕴育新传统的可能。这也提醒我们要摈弃以感情好恶来
判断文化的倾向，那只能流于肤浅和简单，因为接受并不意味着拥抱，理解并不意味着
喜欢。接受和理解需要更宽广的胸怀和更深厚的理性积淀，而拥抱和喜欢更多的是感性
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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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现代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后现代本身包含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否定。如果
说现代是试图在打倒古典权威的同时建立起新的权威，那么后现代则彻底放弃了建立权
威的企图。最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化”，这个概念本身也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意指西方
现代性在全球的传播导致了文化的趋同，从而引起学界的忧虑。这种忧虑已经包含了对
世界单一秩序与标准的质疑与抗拒。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后现代在一定程度上也意
味着全球的多样化重塑，同样也意味着中国舞蹈在这个多样化重塑进程中的发展与生存
空间。英国学者埃米琳（Emilyn Claid）认为“舞动无界”本身就“强调了一种内在的不确
定性：一种未知的、潜在的变形和对于边界的重塑”（2011）。研究后现代艺术观念，
有助于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普世价值，有助于理解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和社会进程。接受后
现代的艺术观念，意味着也给了自己发展的空间。接受不是以否定自己为代价，排斥也
不意味着自己强大。

对于当代舞蹈而言，“存异”比“求同”更重要。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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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伦敦 跨艺·舞动无界

【摘要】
傩文化是世界性的活态艺术，我的故乡中国江西省就有传衍至今的傩舞。我想借“跨
艺·舞动无界”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现这一蕴含着中国人生命观、宇宙观的古老文化。
所以这个以傩舞为元素的创新作品《Mask》就诞生了。我试图想通过《Mask》的创
作，在这一古老傩文化中进行思考，即，探寻面具的背后，人心灵栖居的真正欲求或某
种归属感。

2013年“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在它的发起地之一伦敦进行。每一次的主题都非常不
同，而这次的是：“离乡，在别处”。面对这个预先设定的主题和在异国的创作环境，这
些条件促使我的创作想用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表达出该主题的当代性。九位编导中，作为
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编舞者，我借用的是中国古老文化中极具特色和神秘气质
的“傩舞”来表现这个命题，因此作品中出现了某种实验性的色彩。

傩文化是世界性的活态艺术，我的故乡中国江西省就有传衍至今的傩舞。我想借跨
艺·舞动无界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现这一蕴含着中国人生命观、宇宙观的古老文化。所

04_CHOR_7.2_Lei_213_218.indd   213 2/22/17   12:17 PM



郭磊

214    Choreographic Practices

以这个以傩舞为元素的创新作品《Mask》就诞生了。《Mask》以它独特的舞蹈语言、
丰厚的文化内涵以及我与六名舞者在互动中，共同对其进行的新的艺术解读，这些都使
它显得不仅独一无二，同时也与我们这些现代人产生了共鸣。

我试图想通过《Mask》的创作，在这一古老傩文化中进行思考，即，探寻面具的背
后，人心灵栖居的真正欲求或某种归属感。古老的傩是富有个性的舞蹈语言，而它描述
的却是人类某种共同的存在境况——我们需要借助一种“象征”呵护心灵，获得安慰，掩
藏恐惧等等。此外，源自“傩面”强烈的符号性特征，我想通过这个作品让更多的人来关
注和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江西的民间傩舞中，跳傩的民间艺人要特别遵从一
项传统的祭祀法则——“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由此，我的创作中也试图借用
面具来展示人的两面性，或者说是复杂性。面具遮挡了真实的面孔，但同时对“面孔”又
赋予了新的意义。

在我选择的六位舞者中，他们可谓是非常不同的。一位来自英国的舞者，一位来自
台北的舞者，一位来自北京舞蹈学院芭蕾专业的研究生，一位是我亲自带的中国民族民
间舞的研究生，另外还有两位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成熟舞者。这六位国度不同
或背景不同的舞者共同参与到我的作品《Mask》中，我的思想不断地与他们产生互动和
碰撞。尤其是来自英国本土的舞者Katie Cambridge，起初完全陌生的肢体语汇和需要翻
译才能深入理解的过程，使她非常焦急。甚至有一次在排练中大哭，那时候我是有些担
心的。但后来连续三周的排练到最后演出的过程中，她逐步理解消化了我的意图并很好
地融合了进来，让我看到她巨大的变化和潜能。因此，我在作品《Mask》的结尾部分特
意为她安排了一段solo。作品中，她带着神秘诡异的面具，耀眼的红头发，身体表达出
原始朴拙的极富生命力的能量，舞者Katie的表现可以说让这个作品变得更加神秘和多
元，强烈地显示出了不同文化交融后的“化合反应”。演出结束后，Katie给我写了一张卡
片，她告诉我说非常感谢我引领她认识这个古老的中国文化，她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打算以后更深入的去了解，也有可能在她编创的作品中加入傩的元素。看到这张卡
片，我非常的感动和高兴！此外，创作中我还发现，由于训练体系的不同，使得每个舞
者都显得独一无二。在面具遮盖了他们面孔的时候，他们身体富有个性的张力释放得更
加令人惊异。

 
“跨艺·舞动无界”像一条纽带，将编舞者、学者、舞者组成的跨学科、跨领域的人们

联系成了一个大家庭，实现了真正的“跨界”，体现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元化的共生
与共荣、交流互鉴的和谐。我十分赞赏这样能够激发创造力和激情的国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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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舞者赵知博。 摄影：Ke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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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舞者Katie Cambridge。 图片：北京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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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研究团队在江西省石邮村采风考察。 摄影：赵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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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解析“民族”:台湾的民族舞蹈及“民族”
概念的流变

【摘要】
在历次的“跨艺·舞动无界”活动中，人们对汉语里“民族”一词的含义以及能否将其复杂
的暗示意义充分翻译为英语进行了多次讨论。中国学者江东提交的一篇论文追溯了20世
纪50年代以来这一术语在中国大陆舞者和学者们中的用法。本文是从台湾的视角针对江
东论文给出的回应。本文回顾了1949年后台湾的民族舞蹈运动，将其意识形态根源追溯
到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救亡运动，并在国民党政府灌输民族主义政策背景下分析舞蹈改
革问题。本文不仅分析了民族舞蹈运动中“民族”一词所代表的含义，还探讨了20世纪70
年代民族情感内容的转变和“民族”这一术语在当今台湾的社交媒体和文化论述中的销声
匿迹。但在中国大陆，这一术语仍被广泛使用，正如序言中所指出的，参与“跨艺·舞
动无界”的中国编导们大多是民族舞蹈专家，并使用这方面的词语。

05_CHOR_7.2_Ya-Ping_219_228.indd   219 2/22/17   12:19 PM



陈雅萍

220    Choreographic Practices

在台湾，“民族”一词背负着格外沉重的意义。1949年，国民党（KMT）兵败于共产
党后撤离大陆赴台。此后数十年间，通过“民族”见诸社交媒体和文化论著的频率，可以
看出台湾这座岛屿认同政治的演变。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而由孙中山于1912年创立的中华民国（ROC）则在台湾存续，并于此后至
1971年间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

20世纪70年代，一连串外交危机让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地位遭逢了重
要的转折。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其在联合国占有了中国席位，到1978年与美国断
交，危机达到顶点。因为这些“民族”危机，民族情感在7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一次大涌
现，但这份情感的内涵却也同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后数十年间，“民族”一词变得越
发充满矛盾，甚至令人困惑。70年代已然隐隐涌现的台湾意识，常与中华民族主义的修
辞与情感混陈并行，直到80、90年代台湾意识才转化为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

客观地说，台湾人已经日益意识到，在国际社会使用官方名称“中华民国”的机会日
渐萎缩，同时现行的惯用名称“台湾”也同样不被接受。因此，对他们而言，“民族”的概
念显得愈益遥远且令人费解，于是在现今的社交媒体和文化论著中也就愈发销声匿迹。

民族舞蹈

中文里“民族”既指“国族/国家”（nation）2，也指“种族”（ethnicity）。20世纪50年代
初期，台湾将其与“舞蹈”合在一起，首创“民族舞蹈”一词，显然是作为“国族的舞蹈”的
统称。当时，“民族舞蹈”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何志浩（陆军中将、民族舞蹈推行委员会
创会主席）常在论著中用“国舞”（national dance）来表示“民族舞蹈”，以此强调该舞蹈
形式的官方地位和文化政治意义。“民族舞蹈”一词在1952年推行委员会创会期间出现
时，它的范围囊括了中国汉族、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和台湾原住民的舞蹈。因此，“民族
舞蹈”是奠基于“国族”概念发展而来，而如此定义主要源于该词出现的历史环境。国民党
党政军一体发起并推行的“战斗文艺”运动，旨在宣传反共思想，提升反共复国士气，民
族舞蹈即是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战中，国民党主要实施了两大重要战略：一方面贬抑共
产主义政权，另一方面将中华民国美化为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正统的中国。
民族舞蹈在后者的实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56年，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在一篇讲话
中强调了该任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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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我中华民国正在文化复兴时代，民族舞蹈的提倡，实为一件切要的事。我
们今天参加这个竞赛会，宛如欣赏我神州大陆，锦绣河山；以风土言，有若平原
麦浪、海上波澜……；以风物言，有若采茶、采桑、渔樵、游牧、纺纱、织锦诸
般舞式……。总之，这些民族舞蹈，诚于中而形于外……，舒展民族情感，表现
时代精神。3

以上这段话生动地体现出，一年一度的民族舞蹈比赛是如何营造出一种中华民族团
结统一的“幻象式国族主义”。4一个爱国、勤奋、向上的“中国”形象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合
法地位及其在50、60年代期间对于台湾社会的统治至关重要，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白
色恐怖”时期，大批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被诬陷犯有间谍罪或叛国罪而遭迫害。

民族舞蹈和民族复兴

何志浩将军195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新的民族舞蹈，必须包括三个要素：一
是中国的, 二是群众的, 三是现代的。”5从何将军所提这三点的连结中我们能够得知，国
民党政府对现代性的独有诠释主要源于二十世纪初期于中国萌发的各种国族改良运动，
并在1949年后延续至民族舞蹈推行运动的意识形态内容之中。以蒋介石在1934年至1949
年在中国大陆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为例，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细节，从食衣住
行、排队等礼节，到应对进退和诸如刷牙、洗澡、健康饮食等个人卫生问题都有所规
定。日常行为改良即意味着中国人民身体的改良，当时认为这是建设强盛中国的关键。

根据社会学家黄金麟的说法，早在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推行新民说等国族改良运动
时，就已提出个体(个人身体素质)的改良是国体强健的基石、个人行为素质的提升是国
家整体道德提升的基础等观点。6与欧洲现代性强调个人意识觉醒和理性自主不同，在
战乱频仍的中国提倡现代化，首当其冲是出于民族复兴和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志趣与欲
望的考虑。

蒋介石认为，现代化就是军事化。因此，新生活运动倡导“要服从领袖的指挥”、“要
养成习劳服役的习惯”、“行动进退要合于军队的纪律”、“衣食住行要合于军队的生活”等
军事训练的教条。7 他相信，如果能贯彻执行新生活运动，中国人民将转变为“现代国
民”。呼应新生活运动中军队引领社会的观点，民族舞蹈运动在创始之初曾反复强调的
口号即是“良兵是良民的榜样。” 事实上，民族舞蹈最初在军队中发起，后来才推广到教
育系统和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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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运动虽然与“新生活运动”并无直接联系，但却是国民党战后推行的全国国
民改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希望能够借此实现全社会军事化，进而收复大陆，同
时在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对台湾人民进行“再中国化”的工程。民族舞蹈运动推
行之始，团体舞即为首选表演形式，在国家庆典和国家领导生日等重要场合尤为常见。
民族舞蹈通过集体舞动的形式让年轻一代动员起来，不仅将他们打造成模式化的中国人
形象，还锻炼了他们的身心，成为集体当中遵规守矩的一员。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社会最重要的舞蹈活动就是每年的民族舞蹈大赛。比赛巅峰时
期曾吸引全台各级学校和私人舞蹈社数万人参赛。8舞蹈主题和内容虽充满意识形态教
育或政治宣传信息，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舞蹈运动时期是舞蹈推广受众最多的时期，
城镇农村地区的人们都参与到该运动中来。换句话说，舞蹈是大众的活动，而不是精英
阶层的专业。据李天民的研究报告表明，台湾地区私人舞蹈社的数量从50年代末的40家
左右增长到60年代末的200多家。9当时多数舞蹈教师都是女性。在多数女性只能从事工
厂作业员、店员、帮佣或其他社会地位不高的工作之年代，民族舞蹈盛行对于女性经济
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回顾这一时期，这也许是民族舞蹈对台
湾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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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内涵的转变

虽然70年代民族舞蹈比赛仍吸引众多的参赛者，但那也是台湾的舞蹈生态开始发生
重要变化的时期。1973年云门舞集创立，1976年新古典舞团成立。10它们的出现及其在
文化圈迅速获得关注的现象表明了，台湾舞蹈的发展重心从民族舞蹈转向现代舞。现代
舞崛起和民族舞蹈衰退所反应的是，战后政治现实和文化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9年后，由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仍处于交战敌对状态，台湾与中国大
陆有近四十年的时间禁止官方和民间的往來，如有违犯将遭到严厉的处罚。因此，民族
舞蹈中的许多舞蹈形式实际上缺少现实参照，特别是边疆舞和民俗舞等舞种更是如
此。1949年后，由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仍处于交战状态，台湾与中国大陆有
近四十年的时间禁止官方和民间的往來，如有违犯将遭到严厉的处罚。因此，民族舞蹈
中的许多舞蹈形式实际上缺少现实参照，特别是边疆舞和民俗舞等舞种更是如此。11经
过几十年的重复表演，这些舞蹈形式难免陷入僵化与失真的窘境，难以取信于舞蹈从业
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舞者。与官方主导的民族舞蹈运动相比，美术和文学界早在50年代
就出现了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艺术、文学之间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反映出大批艺术家
对于中国艺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思考，同时也表达了他们渴望冲破当局战斗文艺种种限
制规定的企图。云门舞集和新古典舞团70年代在文化圈出现的时候，也着力于探索融合
古今中西，尝试新形式、新语言的实验。与停滞不前的民族舞蹈相比，当时的许多文化
人和学者认为云门和新古典的舞蹈在美学上更有创新性，文化上更具代表性。

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处提到的，70年代是中华民国的“民族危机”时期，所谓的“民族
情感”的内涵在此期间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面对国际盟友们的背叛，同时又意识
到光复大陆无望，许多人开始在新的现实情境下重新看待认同政治。年轻的艺术家重寻
文化根源的热情空前高涨，而此前他们曾是西方文化和艺术的狂热拥抱者。由于国民党
政权国家教育文化机器宣扬大中原主义，台湾当地的风土、历史和文化生活长期受到忽
视甚至压制，70年代年轻人开始采用与官方保守教条不同的方式对中国传统进行全新的
阐释，同时也将注意力转向台湾本土。

云门舞集创立人暨艺术总监林怀民在70年代的著述证实了当时“民族情感”的特殊形
态。在他的短篇文集《说舞》中，有许多篇章表达了他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景仰，同时又
强调台湾民间文化艺术实为其当代的体现。12在讲述舞剧《小鼓手》的创作过程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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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民说道：为了在舞台上重现古代中国端午节的传说，他在高楼耸立的现代台北市一
隅，发现旧台北的风貌，古老的龙山寺和窝居于巷落之中的传统手工艺店铺。他在文章
的结尾处写道，云门舞集与大鹏剧校合力把端午赛龙船，这个和中国年纪一样古老的故
事搬上舞台。希望让观众在教科书之外，和我们一起更鲜明地体认这个节目所代表的意
义。到底，民族的情感不是建立在几句动听的口号，而系于许多生活中使人相亲相近的
风俗习惯。13

民族舞蹈的两条道路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同年，台湾与中国大陆开放民间交流。许多民族舞蹈从
业者都来到中国大陆学习民族民间舞及其训练体系，来北京学习的舞者人数尤众。14过
去二十年间，民族民间舞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民族舞蹈的内容。舞蹈从业者和舞蹈院校
也用“中国舞”一词取代了“民族舞蹈”的称谓。15一年一度的民族舞蹈大赛中开始出现模仿
或购买自北京的舞目，该现象长久以來一直遭到一些舞蹈教师和专业人士的批判。该类
型舞蹈继续在私立舞蹈社风靡，主要是因为比赛培训和入学考试的需要。相较而言，它
对台湾专业舞台表演的影响不及现代舞或当代舞。

蔡丽华于1988年创办的台北民族舞团却是个特例。16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名字中带
有“民族舞”的字眼，但该舞团的官方英文翻译用的却是“民俗舞”（folk dance）而不是 
“民族舞”（national dance）。这一用词表明，“民族”一词在台湾社会的意义发生了变
化，变化始自70年代，这一点上文已说明。台北民族舞团的舞目和之前的民族舞蹈有一
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前者主要取材自台湾传统民俗或宗教表演，如艺阵或庙会游行的舞
步。在台北民族舞团的部分作品中虽可看出受中国大陆影响的痕迹，但舞团一直坚持以
台湾民间舞蹈作为自己的招牌。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追随者，如2012年在台南创立的鸡
屎藤新民族舞团。17

2001年，一年一度的“中华民族舞蹈比赛”18正式更名为“全国学生舞蹈比赛”，此时距
离民进党首次在总统选举中打败国民党刚刚过去一年，在比赛名称中去掉“民族”一词清
楚地表明将比赛去政治化的，要甩掉此前背负的意识形态包袱，重新进行定位，成为一
项专属于学生、专为教育目的而开展的活动。虽然比赛的官方网站上还是写明要推行中
华文化，比赛舞种也仍然包括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俗舞，但现在的参赛者只是单纯将其
作为舞种来进行学习，而不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体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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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混杂作为身份认同

“民族”一词近年来几乎销声匿迹，或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与“国家/国族”概念相互剥
离，这恰恰说明了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身份未明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
推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及其所界定的民族主义框架，使得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民
族”的概念与含义更感日益疏离。用“中国舞”的字眼取代“民族舞蹈”即是为了摆脱该舞种
与认同政治的纠葛，同时对该舞种的地理文化根源予以认定。

现在，在大多数台湾舞蹈院校当中，中国舞与芭蕾和各种现代舞蹈一样均属于术科
教育的课程內容。20当然，每个学生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舞蹈形式作为主、副修，但
学校通常鼓励学生培养多元的技巧能力，特别是当学生进入专业舞蹈领域或从事编导等
职业时，尤其鼓励他们多接触不同舞种。换句话说，跨舞种、融合不同身体训练体系的
混血基因已经成为“台湾(表演性)舞蹈”最为显着的特点之一。回顾过去，民族舞蹈极力
展现和维护正统“中华”之举不过是迷思而已，事实上，战后呈现的大批民族舞蹈表演却
是来自不同背景舞者的创意创作，他们中有的来自中国大陆，有的是在日本殖民期间接
受教育。自17世纪起，台湾就受到各种殖民势力的侵略，岛上居住的许多族裔因为不同
的原因在不同的时间来到这里，台湾究其历史就是一个多种源混居之地。“民族”这一概
念因其单一化、中心化的性质，对于21世纪的台湾人民来说在本质上过于局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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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民族情感内容发生的微妙变化将在本文后续章节“民族情感内涵的转变”中进行详细讨论。

2. “国”可以解释为国政之国、民族之国、国土之国。文章中使用中国拼音法拼作“Guo”，而台湾人通常采用
威妥玛式拼音法进行拼写。

3. 张其昀，1959年，“民族情感与舞蹈”，《民族舞蹈论集》，台北：民族舞蹈推行委员会，第2页。 张其昀
的文章中所述某些景象只能在中国大陆看到，如麦田、放牧等。有些可以在台湾看到，如采桑、浣纱、织
锦等。但由于使用中文经典作品古风文字进行润色，读后则使人顿生江南地域情怀。

4. 关于50、60年代的民族舞蹈比赛中营造“幻象式民族主义”的相关讨论，请参考文献陈雅萍 （Chen Ya-
ping），2008年。 

5. 何志浩，1959年，“中国舞蹈的整理与改良”，《民族舞蹈论集》，台北：民族舞蹈推行委员会，第15页。

6. 黄金麟，2001年，《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社，第
70—76页。

7. 见“新生活运动须知”、宣传印刷品。

8. 例如，1971年的全国年度比赛就有超过一万人参加。决赛前，各县市会举办地方赛，参赛人数数倍于全国
赛段。

9. 李天民，2005年，《台湾舞蹈史》，台北：大卷文化，第542页。李天民为战后数十年间最活跃的民族舞
蹈教师和倡导者。

10. 此二者为台湾最早的专业舞团，时至今日仍属台湾最重要的现代舞团。新古典舞团创始人和艺术总监为刘
凤学博士。

11. 关于民族舞蹈，特别是边疆舞等“被創建的传统”，请参见陈雅萍文章，2008年，第34—50页。

12. 林怀民，1982年，《说舞》，台北：远流出版社。

13. 林怀民，1982年，说舞》，台北：远流出版社，第44—45页。

14. 民族民间舞相关讨论，请参见本辑中江东教授的文章《“概念”的语境及陈说—关于“民族民间舞蹈”概念的
有趣话题》。

15. “中国舞”现为台湾所有舞蹈院系课程的标准术语称呼。“民族舞蹈”的称谓现已完全消失。

16. 很长一段时间，台北民族舞团为台湾唯一的专业民族舞蹈团。

17. 该舞团英文名中将“民族舞”译作“民俗舞”之意。

18. 中华通常译作“Chinese”。但其所指“中华”更多为文化概念，而非政治实体，如提及“中国”时则政治意味更
多。

19. 该比赛有四大舞种：中国古典舞、中国民俗舞、现代舞和儿童舞蹈。请参见官网 http://www.perdc.ntnu.
edu.tw/index/list.php?catalog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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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作者执教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独创以根源体系为重点的培训课程。与其他舞蹈院校将中国舞自成
体系不同，北艺大视中国舞为东方舞蹈大类的一个分支，该大类下还有武术、戏曲武功身段、太极等。该
校中国舞教师孔和平和郭晓华来自中国西安，90年代赴台北前曾在香港从事舞者职业。根源体系教授的目
的不是为了推广纯粹主义，而是要让学生能够亲身体验传统根源体系内在完整的身体逻辑，希望能够借此
对身体和动作有更深的认识，鼓励学生在编舞创作时进行多元且深入的创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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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韦尔顿 MARTIN WELTON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起舞鸟鸣间：“跨艺”项目中的氛围与
翻译

【摘要】
本文作者就2011年至2013年间“跨艺”项目中跨文化表演背景下对形象化、情感和美学进
行超语言翻译的三则实例展开观察。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提出，文化认
知应当以“分歧”而非“差异”（2011年）为基础，笔者结合西方氛围现象学和中国美学，
将身体动作作为氛围作用进行了审视。通过仔细研读舞蹈排演中的翻译实例，包括布拉
瑞扬·帕格勒法作品《不确定/等待》（2011年），刘岩作品《对他说》（2012年）和 
利卡多·布斯卡里尼（Riccardo Buscarini）作品《无法登陆》（No Lander）（2013年）。
笔者主张，对情感性氛围美学加以关注，有助于理解“共同感觉、不同感受”等“跨艺”模
式下跨文化表演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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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朝郎世宁之作《锦春图》，国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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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展示的画作为清朝郎世宁所作的花鸟画卷《锦春图》（据现代西方资料约为18
世纪前后作品）。郎世宁又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系意大利
传教士，1715年赴中国，娴熟掌握中西绘画技法。郎世宁的画作不仅妙在两种不同审美
的融合、对照，更在于两者并行不悖，却能（如弗朗索瓦·于连所言）“相得益彰”
（2004：24）。本论文虽以表演为首要研究对象，然而郎世宁画作中央出现的美丽小
鸟确属妙手偶得，鸟鸣啾啾恰好为笔者本文中探讨的情感体验提供了范本。鸟儿与背
景、画家与画作就此为跨文化美学的氛围和翻译提供了讨论基础。

2012年秋，《锦春图》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数码艺术展展品在北京798艺术区展出。
郎世宁的画作融中西绘画风格于一炉，其本身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该场来自台北的中国
经典瑰宝展览，无论是否为数码展，都具有其重大意义。在大陆与台湾（即所谓“两个
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分离70年之后，该次展览事关重大，标志着文化
活动和政治经济外交一样，也可以作为调和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友好的有效手段，其特
殊意义在此不再赘述。2011年至2013年间，“跨艺·舞动无界”这一国际研究项目及其在
台北、北京和伦敦展演的项目作品也反映了北京与台北关系的逐步回暖。2012年12月，
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同期进行的“跨艺·舞动无界”活动中，来自英国、中国大陆和台
湾、日本和美国等地的艺术家和学者齐聚北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实验、表演和研讨活
动。三年间开展的三场活动虽以现代舞为中心，但其对于翻译的实用主义及其广义哲学
和美学内涵也有相当程度的关注。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和艺术家受邀前来，对
我们用以表达各自身体和认知的措辞术语开展研究，同时也观察我们如何通过话语、动
作和思想进行转换表达。每次项目会上，来自各个参与方的编舞都会被邀请创作一小段
基于各自背景的实验作品。由该方挑选的舞者经过为期3周的集中排练，进行最终作品
的展示表演。1 整个排练和表演过程由一个有多元同质文化背景的学者小组进行观察，
然后围绕提出的问题各抒己见，并进行研讨和专题讨论。

“跨艺·舞动无界”作为跨文化合作项目，集中围绕创作和观摩新作品的过程开展活
动，其中所涉及的各种翻译行为某种程度上须按例实施。译者、源语对象和目标对象须
共同合作，达成不同语言术语的相对公允的译法，即便随后可能还要接受质疑或微调。
有时，翻译可能需要围绕“世界主义”之类的概念开展复杂的（甚至偶尔是难解的）讨
论，但是翻译又能促使我们开始构建舞台艺术术语的词汇库，将“幕后”、“黑场”、“入
口”、“重力”、“中心”等纳入其中。随着项目的推进，创新派和学院派的与会者都开始设
法以手势表达言语、以行动表达想法。通过这种做法，同时观察译者在合作活动中为传
达实际意义所作的工作，研究逐渐明朗起来，我们认识到交流、修正和转换都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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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意思”，而不是简单地以一个词或词组取代另外一个。这就意味着艺术家、译者和
学者之间的对话常常需要通过动作、手势、感受和意象，表达目标语言中具体术语措辞
的意思。同时明确的还有，大量此类翻译并非体现为书面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排练
厅、街头巷尾、演讲厅和咖啡馆的人际交流。换句话说，翻译不仅包括人们相互交流的
话语本身，还包括他们说话的方式和地点，以及他们所助长或营造的文化和情感氛围。

郎世宁结合中西美学的创作和“跨艺·舞动无界”活动中的现代舞创作均形成了历史
对照，有助于采用更为广泛的美学和氛围概念，对这些舞蹈表演范例进行研究。下面，
笔者将论述，郎世宁不但融合了不同文化的表现方式，同时还整合了不同文化表现方式
的看法。因此，“气氛”所体现的是一种供以观察的媒介，它也将美学引入到一个更广泛
的思考中---环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正如吉诺·伯梅（Gernot Böhme）所描述：

 它涉及到感知者与被感知者一个共同的现实。被感知者的现实是其表达的程度
和范围，而感知者的现实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她所能感知到的，通过形体所
表达出的气氛的程度和范围。

（1993:122）

 伯梅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场景”在舞台美学和景观美学中具有相似性，通常都被
认作具有普遍的宁静、忧郁等等的气氛。

为此，除《锦春图》外，笔者还将郎世宁为乾隆皇帝设计的园林作为研究跨文化氛
围美学的原始资料。从该角度来说，郎世宁将欧洲透视技法与中国风景美学体验相结合
的做法，推动了关于氛围与中间地带的讨论，该中间地带不仅是概念或实践的中间地
带，同时也是借助习惯差异影响自身体验的一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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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景则明

通常，人们对郎世宁画作的解读几乎完全集中在虚实对照上——画中央的锦鸡得“写
实之真”，而锦鸡所立山石则具中国古典画作“就虚之妙”。此之谓“借景”，即画作中不同
元素通过融合或“互借”，以造“光明”的美学效果，其美学情状体验更超画作各部之和
（Zou 2002）。此种体验的突出之处在于，郎世宁的借景技法，表面体现为画作不同元
素之间的留白，实为画作与观赏者形成分割，营造虚实联络或光照之效。不单画中锦鸡
与背景互借以营造更为强烈的美学效果，中西画法及表现亦各借其妙，增益其效。在
此，需要特别声明和阐述的是，笔者并非将中国美学的借景特质与欧洲氛围营造混为一
谈。既然两者都追求总体大于各部之和的美学体验，画作、观者、环境可视作互为“调
和”，所以就此进行有限比较似也可行。

郎世宁后成为乾隆皇帝宫廷画师。在乾隆的统治下，广东港国际贸易繁荣兴盛，乾
隆本人对“欧洲艺术”的偏爱在其御准创作的绘画作品和一系列园林设计中均有充分体
现。在上述园林设计中，大片石墙上采用的透视画法营造了欧洲生活的“情境”。李启乐
（Christina Kleutghen）主张，所绘“情境”不仅让乾隆在园林中就能对文化背景和地理位
置与中国相去甚远的欧洲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同时还将异国风情带入中国，在园中营
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感（2013：98）。此情此景，加之圣驾亲临，于中国情景之中
翻译甚或“借用”一片欧洲“情境”，则虚实之间时时处处皆是皇权。

薛伟德（Nigel Thrift）主张，园林设计要有“布局意识”，通过线条和细节的排列组
合，营造“各部之和大于整体”的“美学/情感效应”（2009：121）。他提出，园林创造了 
“捕捉和放大情绪”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沐浴在意象的情感氛围之中”，从而“增益日常生
活”（2009：123）。笔者认为，这些放大的情绪、情感的气氛、增益的日常生活环境宜
称之为“氛围”。薛伟德认为，园林和舞台表演都有创造“各部之和大于整体”氛围效果的
能力。马里齐奥·帕里洛（Maurizio Paulillo，2011）指出借景一词可约略译为英语中
的“scene”（景象），但此译法未能体现原词中以心、以情观景的内在意涵，所谓“情”，
即身临其境，触景生情之意。2

郎世宁为乾隆设计的园林，不但使用了欧洲生活情景和绘画技巧，同时还将前所未
见的舞台表演技法引入中国。李启乐讲解道：“十二面墙上挂十二幅画，以第十三堵墙
为中心，分六列互为交叠呈V字形并行排列两侧，最高处亦放置一画，摹仿舞台场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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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2013：91）。这些场景效果一方面增强了“身在别处”的视觉感受；另一方面，又同
时营造了此时此刻的体验，由此可感受到邹晖所说的“文化差异趋于融合”的效果（2002
：362）。郎世宁在为乾隆设计的园林（极像《锦春图》）借景时，不是简单地将欧洲
概念生硬塞入中国背景当中，而是出人意表地建立形象化联系，让“本国”触角能在异国
美学的形象化中由彼及此发现自我。借景与氛围不可混为一谈，在郎世宁的画作和舞台
园林设计中体现为，其所营造的情感体验可作用于人、地、物，却又不能还原为形象的
一人、一地、一物。它既能让人即刻产生主观体验，而又触手可及，切实地体现出他
人、他地、他物之特质。

在柏梅（Gernot Böhme）所著的《氛围是新美学的基本概念》一文中，他试图将氛
围归纳为“人、事或环境共同‘着力’产生的空间”（1993：121）。他还发现，通过环境或
景观美学等范例话语，可将这些概念拓展至其它维度。和薛伟德不一样的是，柏梅不太
关注戏剧歧视，即认为表演需要立刻脱离理性存在而进行。3他认为，事实上只有在“角
色”体验的基础上才能谈论营造和接纳氛围，那也就难免让人联想到戏剧表演的范畴。
他还进一步依托表演艺术提出舞台设计是氛围美学营造的范本。然而，有人或者会驳斥
说，他的观点更多地是为了附和汉斯·蒂斯·雷曼（Hans Thies Lehmann）提出的后戏
剧剧场思维，而不是为了营造或阐释英语环境中常与剧场联系起来的文学类“戏剧”。在
强调“戏剧过程的奇特瞬时性和空间性”的表现时，雷曼提出，后戏剧剧场理论更多地关
注“氛围和状态的布置”（2006：74）。4虽然雷曼探讨了“冷漠”“幽闭恐惧”“轻松”等氛
围，鉴于氛围对他所称的后现代戏剧的决定性意义，他还是不敢明确提出自己通过该词
想要表达的涵义。柏梅则更为直接，将氛围刻画为人类情感和环境特征的“中间地带”
（2000：14），而剧场只有象征意义。剧场氛围是一种情绪，既由观众产生，同时客观
来看，也可由不同设施的通感和交际干预达成，如音乐、灯光、设置、手势等等。下文
中笔者将探讨，剧场氛围可以视作他人或与他人共同营造和体验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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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戏剧剧场如雷曼所说“脱离了可知的精神世界”，因而转向了“强烈的物质世界的阐
述”（2006：96），成为舞蹈的代名词。以上两种提法在艺术水平上各有千秋或会遭致
质疑，但是笔者认为可以明确一点，即戏剧和舞蹈不再以语言和姿势为轴、端坐身心分
离假设的两端。事实上，笔者主张，舞蹈作为一种遍及全球的剧场艺术（区别于社会表
演），与非语言概念或称“无语之言”概念关系不大。特别是从现代舞的全球语境来看，
它更有可能是作为一种氛围营造手段。请注意，这并非抹灭舞蹈的意义，而是认为舞蹈
营造推动了身体动作之间产生的美学和情感氛围，笔者不想将语言或姿态看作表现或形
象化内在含义的渠道，而是从行动和实例中寻找柏梅提出的语言、动作、时间和文化之
间的“中间状态”，在此状态中语义的两项转化或者非为必要。

下文中，笔者将呈现“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三年间关于中间状态的三则案例，每则
案例都是氛围和翻译的中间地带，三年间正好是一轮活动的开始，更为巧合的是，其举
办地也是一个中间地点——北京。每则案例的开始处，笔者都是用了现在时态，以增强
体验感，同时也为确保此后进行的讨论在距离和时间上无缝衔接。

起舞鸟鸣间

 2012年11月12日，北京。天气晴、温度低，常年笼罩首都的浓雾尚未散去。在
北京舞蹈学院新大楼七层一间宽敞明亮的工作室内，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身形轻盈
的年轻男子正在手舞足蹈。房间铺有舞蹈地板，四周堆放着脱下的冬衣，一群成
年人在衣服旁席地而坐，全神贯注地观看。一位年轻的女士不时打断两名舞者，
温和地指导他们如何修正刚才的动作，要求他们再做一遍。她看着男孩的脸，向
他做着手势。男孩则认真地看着她。然后，他们返回场地，重新排练。

 马蛟龙（男舞者）和范杰（男孩）正在排演《对他说》（Say to Him），这是光
与水主题活动的十二支现代舞作品之一。该活动及创意为“跨艺·舞动无界”项目
的最新安排。四周围坐观看排演的成年人分别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的学
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范杰今年8岁。这是他第一次跳舞，作为一名聋哑儿童，身处这些精英专家之
中，他既无法直接听懂他们讲的话，也没有能力理解话语当中包含的各种技法和
概念。他的动作有一种精巧、淳朴的美感。马蛟龙是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舞
蹈演员。他的表演让人惊讶，虽然身形轻盈却体格强壮，通过极简单的动作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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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舞者马蛟龙和范杰在手语翻译全贵云指导下排演《对他说》。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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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完成无穷无尽的表达。他绝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舞者。凭借天生的才华和内
化的知识背景，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很乐意与同事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

  当天下午，编导刘岩不在现场，但是编导助理陈茂源和手语翻译全贵云全程都
在示范、打手语，微笑着引导排演过程。我无法听懂的讲话内容，也搞不懂重点
在哪里——舞蹈编排已经确定（开幕晚会就在一周之后），陈茂源和全贵云正在
试图将表演者的注意力从表演形式转移到具体细节上。虽然编导、编导助理和表
演者都是中国人，但是范杰听不见，而且他还是个孩子。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
不同，成年人和孩子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自然，这位听不见的中国孩子所使用
的语言与他的搭档不同。而且，这孩子没有受过舞蹈训练，并没有舞蹈技巧和知
识积累。舞蹈术语要用不同方式说给他听或者为他翻译出来。之前已经说过，在
唤醒身体转移重心、前庭、动觉和触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存在共同的
理解力。虽然他们之间不存在英国编导和中国舞者之间进行的那种跨文化交流，
但是通过观摩排演过程，我明白了在这种翻译中“聆听”的重要性。这种聆听不是
关注语言的语义细节，而是要聆听由此产生或推动的氛围，聆听此刻此境，这一
点至少应该与语言和语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全贵云把范杰要做的动作示范给他看，并且指出方向和时间点，她还将自己和
刘岩想要他尝试、体现和表达的感受告诉他。有一刻全贵云的指令显得特别激
烈。我转向我的翻译，问她全贵云在对表演者说什么。“她需要多点感觉”，我的
翻译说。

  “带着感情再来一遍”可能是最典型的舞台口头禅了，我当然不满意翻译刚才的
答复，开始他们给出的指令明显更长、更复杂。全贵云说的“多点感觉”对我是有
帮助的，我可以按照英语中这句话常见的意思来对眼前的情况加以理解。但是这
句话的中文背后隐藏着什么感受？在“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排演中，表演指令
译作“感觉”的频率令人惊讶；惊讶之处在于这个词不断出现，而它在英语当中却
是个极其模糊的词汇。

现在，我要重新回顾一下，同时也转为过去时态。我不想苛责我的翻译常译云，这
项工作的确非常困难和复杂。下面是出现上面的翻译后，我和她进一步讨论的结果。我
问她，全贵云想要的是不是要有感觉或感情，或者是要求舞者更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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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常译云对她最初的翻译做了一系列调整。最后，她还和内地和台湾的同事进
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此，我并非一字一句复述他们讨论的内容，而是描述讨论的大致
情形。当时，他们有很多不同意见，认为全贵云是要让舞者尝试a）聆听；b）努力感受
全贵云的感受；c）努力感受全贵云的感受和思路；d）努力使他们的双人舞做到“思维
一致”。最后，常译云终于说出了这层复杂的意思，其实这层意思用中文中的“共鸣”就能
涵盖。

“共鸣”和“感觉”一样，是一个多层含义词汇，在英语中常译作“resonance”（共振），
在物理学中形容同步振动，在人际交往或对话中形容互相理解的状态，或者用更加感性
的词汇形容，就是不同个体不约而同、感同身受的行为。同许多中文词一样，如果按照
字面意思理解，这个词汇还有一层更富诗意的内涵。“共”指一起分享，而“鸣”则指声
音，特别是鸟鸣或歌声。从字面意思来看，共鸣指许多鸟在一起唱歌形成的效果。

某种程度上，“共鸣”和英语当中的“cognate”（同感）属同源词，但是“共鸣”所形容的
情感要超出人们的体验和感受。实际上，如果我们再来看看鸟鸣声的字面意思就会明
白，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情景，鸟鸣就在鸟儿周遭的空气中激荡。中国大陆和台湾的
同事热心地给我说明了上面提到那层诗意的涵义，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个提法，共鸣有其
切实存在的声学特质，在说出“共鸣”这个词的时候，说者鼻腔也会发生共鸣。这一点提
醒了我们，话语不仅是通过声音传递的意思表示，同时还是听者和说者之间感受到的声
音本身的往复激荡。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茂源提出要有共鸣的指令，其实就是要求舞者
减少主观感受形象，同时考虑他人的存在，就像众鸟齐鸣一样。这不是孤鸟独鸣，每一
只鸟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众鸟齐鸣共同营造的情感/美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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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跳跃

 2013年7月27日，伦敦。虽然开了窗，这炎热午后的空气还是沉闷压抑。在伦
敦当代舞蹈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密集排演，很多人要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
点，舞者们都累了。他们的疲惫像潮湿的空气一样，真切地弥漫在空中。时间非
常紧迫，编导利卡多·布斯卡里尼(Riccardo Buscarini)非常努力地与舞者沟通，
想让他们在一系列连贯、循环的动作中加入自己想要的力量感，然而他的要求在
沉闷的空气中却如石沉大海，毫无作用。因此，他相当沮丧，可是无论他还是我
们这些坐在把杆下观摩的学者都不禁有一种感觉，心想并非舞者的问题，而是粘
腻的环境在作祟。许多跨艺项目的编导都是站在房间四周进行指导，而布斯卡里
尼却和五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的舞者靠得很近，并和他们一起做动
作。从他说的母语意大利文到英文，舞者及其翻译讨论欧洲观点和参照标准时，
还要翻成中文，布斯卡里尼反复尝试向他们传达观点、言语和行动。然而所有人
好像在沉闷的空气中慢到停止了下来，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要想尽办法跨越语
言、文化和经验的鸿沟。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布斯卡里尼走出去寻找思路，学者们开始埋头记日记。舞
者们退到房间的四周，敲击着手机屏幕，思绪飘出了房间，飘离了伦敦。两位台
湾舞者吴乘恩和方自强讲了一个手机里看到的笑话。他们笑着，傻傻地打闹着，
开始卸下舞蹈带来的疲惫。其它人则抬头仰望，浅笑着，身体也变得柔和而亲
切。因为他们轻快的互动，氛围开始轻松了起来，也许是为了迎合房间里逐渐轻
松的氛围，他们不久便跳跃起来。他们跳得好极了——小踢腿、击腿跳，还有各
种他们奇思妙想的跳法。布斯卡里尼回到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离开时候那一度凝
滞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还闷闷不乐的人群已经欢笑起来。

这些欢笑和跳跃与布斯卡里尼的作品《无法登陆》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是它们用一
种间接的方式对作品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当然，表演者之间成为朋友是很重要的。
在那个周末，五个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背景的青年一起出去玩了一个晚上。快乐和良好
的关系有助于合作。跳跃这种小动作没有言语的翻译，也没有概念和术语的翻译。但
是，跳跃有助于建立空间和情感的亲密度，翻译也需要这种亲密度来促进彼此的理解。
而且，因为发生在排演室的角落和排演间隙，跳跃为舞者建立了一个共同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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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Riccardo Buscarini 排演着《无法登陆》。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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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者都感到，他们共同进入了远在排演之外的一个美学空间，一个连他们自己都
不知晓的空间。

“最好玩的是”，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说：

 “在硬硬的弹床上弹跳。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这种弹跳，直到把床垫跳塌……大
小腿肌肉高度兴奋，一个充满力量、钢铁般的跳跃，停在空中那一瞬似乎就是永
恒，身体也在跳跃间调整方位、完成动作”。

（2008：316）

据塞尔所说，暂时从自己习惯的重量中解脱出来，跳到顶点的时候就有改变的可
能，尽管人们最终还要回到熟悉的地面。我们小时候在床上跳跃就是为了暂时把世界抛
在脑后，探索全新的可能和现状的改变。悬在空中的乐趣就在于始终要回到地面。回到
地面就会想再次回到空中的难度，要费多少力气，当然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上次着陆是否
顺利，以及父母的床垫有多贵。跳跃就是同时关注行为本身和你想要参与的氛围。

《无法登陆》团队的嬉戏跳跃符合“跨艺”项目创作跨文化表演节目的要求，同时又
在创作间隙回到“真实的世界”，这既是自我表达，也是对他人的回应。在应付姿势、弯
曲、扭转、推拉等各种动态时，他们找到了应对某种力量时的共同动因，这种力量就是
重量，它能塑造动作，是对抗地心引力时需要转移的力量，是一种不属于任何人，但是
移动时又在他们之间流转的力量。

虽然开始的时候《无法登陆》团队只是在排演的间隙打发时间，他们的跳跃却可以
作为集体情状或氛围的实例，氛围一旦形成就不能还原为身体因素。在那个炎热的下
午，一开始团队还想要努力地跨越语言和经验的差异寻找共同的目标。通过离开地面、
在跳跃的最高点共同感受重力转移和位置偏移，舞者在跳跃的同时也改变了氛围，就在
这个氛围中他们在午后的炎热中继续排演。他们的跳跃不是要介入彼此的体验。他们也
没能解决语言和舞蹈的个人理解差异。但是，通过一起跳跃，短暂地占据一片共同的空
间，他们利用肢体共同创造了一片强大的无形地带。

让我们暂时回到郎世宁的《锦春图》及其结合中西画法的绘画风格，其出彩之处正
是在于画作的留白。虽然很容易将这些未画出的元素归结为缺失或虚无，但这些词死气
沉沉，和画作本身的勃勃生机格格不入。如果将之称为空虚，也违背了这些元素在画中

06CHOR_7.2_Welton_229_253.indd   241 2/22/17   12:31 PM



马丁·韦尔顿 

242    Choreographic Practices

注入的特有生命力。笔者认为，在画作中众多不同的中国和欧洲表征之间，这留白的存
在意义重大，因为这些留白赋予了画中表征一种共有的差异，虽然这种共有差异“失去
了其符号象征表达功能”（Jullien 2004：93）。这些留白的关系如同异之于本异，起初听
来似为赘述，但是它们给予画卷上的景象一种美学氛围，能够带来特有的观赏感受。在
观赏《锦春图》中的空白处时，我们所体验到的既非写实也非抽象，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的一种体验、一片无形地带。虽然无形地带主要是指对立双方之间存在的真实空间，它
也必定是坐落在差异之间的一片领土。也许双方会一直争战不休，但是与这片领土接壤
的各方都会向其注入自己的含义。同样地，虽然翻译本身必定涉及到一种语言向另一种
语言的意义转换，但达成这种转换必定要先建立一片无形之地。

当然，很难将《无法登陆》团队的各种跳跃称作翻译行为本身。但是，虽然这些动
作并不涉及言语的翻译，却照样让舞者转变了氛围，从死气沉沉、词不达意的情状转变
为其乐融融、目标一致的状态。这里不是主张身体动作比言辞更加有力，而是说身体之
间和语言之间一样，也能够发生翻译行为。身体之间的翻译行为不是一个身体对另一个
身体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类似动作理解对方的意思，最关键的是与他人的身体共处一
地的感觉。这种翻译并非比较反思，而是关注（观看、聆听、触摸、转变等）在有他人
参与时自己情状的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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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怠的软实力

 2011年8月16日，台北。我打开门，空气盘旋而入，横亘在室外的潮热和台北艺
术大学工作室空调的清冷之间。我把人字拖放在玄关的鞋堆里，在靠墙的地方坐
下来，看向一边已经开始的排练。由一位中国大陆舞者和五位台湾舞者组成的团
队围圈起舞，每个人在轮到自己的时候会作简短的动作，编导布拉瑞扬·帕格勒
法（Bulareyaung Pagarlava，简称布拉）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看着。他很少起身，除
了用手势示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动作，发布指令的时候寓教于乐，兼顾指导和
情趣。

 舞者一直在试图理解布拉的想法，而他却一直在抗拒、在引逗，不停让舞者回
到老路上。他看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将音乐倒转，用手势指点舞者。这一切
对于田羊取中（舞团中唯一一位不是来自台湾的舞者）来说，特别难以理解，可
能还让他垂头丧气。其他舞者都懂布拉的作品。他和台湾舞者是同一个学校毕业
的，曾为台湾云门舞集和纽约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团编舞。能够和自己欣赏的人
合作他们很高兴。田羊取中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当代中国古典舞之中的蒙古舞，5

他身体强壮柔软，对编导要求的动作有很好的理解力。这都是从过去的学习训练
中学到的。他没有学到的是如何应对布拉这种风格，就像本届“跨艺”活动主题所
说的一样，“不确定、等待”的风格。布拉不给主题不说想法，而是让舞者转圈，
轮到他们的时候，才“做”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田羊取中拼尽全力，却发现要“做”
的动作比他学过的舒长的舞姿，低矮的舞步和优美的跳跃困难多了。他和同事们
跳着舞，可是编导很明显无精打采的，好像不想给他们编舞，同时又要指挥他
们，这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

 然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观摩的学者都坐直了。布拉坐着微笑。舞者的动作开
始一个个地变得流畅有力。田羊取中好像找到了内生动力，让他能够不役于外物
起舞。我们都被这样的集体创作吸引了。在各种绕转、转动、颤动和小跳中，我
们看到舞者互相带出了一种欢欣快乐的氛围。

在这个主要由台湾的舞者组成的团队中，作为唯一一位从大陆来的舞者，田羊取中无
疑承受了一些压力，他的表演不单是为自己，同时还有政治意义。作为一名艺术家他要
努力服从新的工作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在大陆与台湾分离七十年之后，他还要表达

06CHOR_7.2_Welton_229_253.indd   243 2/22/17   12:31 PM



马丁·韦尔顿 

244    Choreographic Practices

图4: 编导布拉瑞扬·帕格勒法。图片：跨艺·舞动无界 台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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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跨越双方之间的对抗空间。6比利（Bille）等人最近提出“文化、经济或政治条件……为
通过感观和情绪感知一个地方打下基础”（2014：31）。布拉的懈怠也许是一种对于道貌
岸然或相互斗争的积极对抗，稍有不慎这种道貌岸然或相互斗争就会进入到他的排演室
当中。他坐在房间的一边，很少对舞者说想法，即便说了也是一些难懂的口头指令，他
推翻了对这样一个跨文化项目 “编导”应有的形象认知。布拉是台湾东岸排湾族原住民，
台湾的顶级舞蹈艺术家，曾在美国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团工作，对于必然会影响到项目
进行的政治，或两岸分离或是东西分立，布拉不可能一无所知。他对于“不确定/等待”的
编舞策略就是对于两地同行喜爱的说教或合作方式都持一种积极抵抗的态度。布拉建立
的“官感”是对熟悉的对抗，是遏制带有文化、空间、政治存在感和理解的动作习惯。他
不要在排演室看到惯性，他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无定论的共同氛围上，最后，他
们做到了。

布拉让团队关注共同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双方差异造成的偏见或是亲密关系，他为
舞者间建立和分享共同的情状氛围和美学氛围打下基础。地理学家本·安德森（Ben 
Anderson）曾经写道“自然氛围是不确定的，是感官体验的重要资源……在现实生活
中，它们总是被人们感受和重新诠释，成为感受和情感的一部分，进而转变为其它氛围
的一部分。”（2009：79）。换句话说，布拉不是要抹杀差异，而是承认差异一定会继
续，同时又给团队制造机会，想象这种活生生的体验可能带来的可能性，虽然这样的氛
围空间无以言表，又转瞬即逝。

虽然布拉独特的排演方式提供了氛围营造的可能范本，但是这种对于表演气氛的关
注如何才能转化为跨文化表演实践中对于政治潜力的关注？和本文一样，“跨艺”项目中
的许多学术讨论和论著广泛地研究了项目中的“特写”素材，试图使用人种学或现象学原
理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审视排练厅中话语的特征，以及相关活动产生的直接现实效
果。7项目中有人提出，跨文化作品不是在工作室或舞台中创作或产生的，而是不同复
杂思想和行为在上述场所流动作用的结果。跨艺项目的参与者可以看作代表各自文化、
民族、机构或群体（如“舞者”群体或“学者”群体）的利益实体。或多或少地，我们都听
人说过，我们都在尽力地向他人展现这些利益，并通过解释、鼓动和交流等方式赋予其
意义。不管我们是否主动地选择这样一个角色，我们所在的机构也被这种所谓“软实力”
的传播所影响。软实力就这样在个人和政治实体间传播，通过其行为的固有作用,对自
己直接势力范围以外的空间持续施加影响。对于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来说,“软实力”是通过同化而不是直接的强制力来施加影响的(20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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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和智库德莫斯（Demos）联合出版 
《影响与吸引》，该调查报告以文化和“软实力”为主题，试图理清文化活动对其所在社
会的影响脉络。在该报告中，作者们列出了八条影响文化关系的“作用力”：

• 外交政策利益
• 创造积极形象的意愿
• 国家历史和传统
• 意识形态
• 资源
• 语言
• 文化资产
• 商贸

（2013:3）
 

根据以上列表，创意或文化体验的力量始终会转变为其他的力量。表演、舞蹈、绘
画、想象，它们本身只有作为意识形态、资本或政策的工具时才有力量。这就相当于否
定了参与者作为文化活动者的身份，同时也忽略了他们通常会用间接方式促进这种体
验，或从这种体验中汲取力量的事实。

观看布拉瑞扬的团队创作、排演《不确定/等待》（作品题目原样取自活动主题），
无法用哪个单独的动作或姿势代表或表达整个令人愉悦的释放的感受。看着这些舞者，
观者可以知道他们的动作中有什么，却不清楚他们希望表达什么含义。他们中流淌着一
种源自各自动作的力量感，但这种力量感需要其他人的积极接纳和继续演绎。“力量”在
这里指的是动作的力度，转换、转变、翻译的力量，而不是指其影响力或影响手段，不
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德莫斯报告中所列的“软实力”的力量。

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在200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里斯
讲座中提到音乐“力量”的体验，他主张“力量不一定要通过控制实现，也可以通过在各组
成元素中建立紧张感，蓄积力量而实现”（2006：5）。紧张感是一种动态关系，而不是
冲突。也许正是布拉对于移动的抗拒制造了一种消极紧张感，他的策略是聚集能量好让
舞团可以释放，该策略奏效了。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

 “我故意不告诉他们主题或是具体的思路，一个北京的舞者跑来问我：‘现代舞
我不会跳。您能不能至少给我一个主题？’我告诉他：‘不要想任何主题，只要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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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能做的动作’……我告诉他要坚持做自己能做的，并且让它最终成为你内心真
正想做的……我在等待一个由不确定产生的舞蹈作品，还能让我甚至有点儿惊喜
的作品。”

（2011a）

正如笔者极力主张的那样，由不确定形成的紧张感并非源自假想敌之间的差异，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差异。而是让团队从差异中跳脱出来。弗朗索瓦·于连提
出，我们的跨文化思维焦点，要从差异转向分歧：

 “不要根据我们可能事先已经掌握的信息（但是这种猜测是从哪儿来的？），就
直接对各方的同一性或特异性进行假设，分歧决定从紧张感中能得到什么，通过
分歧也能发现彼此。” 

（20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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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写到过关于翻译行为当中的“接触地带”。她解释说：

 接触地带是“人们之间的一个相遇空间，在此空间中会发生各种各样杂乱无章的
转换，因为不同的群体想要向其它群体表达自己，这可能会是一个存在暴力或破
坏的空间，但也有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理论空间，我们可以通过该空间探讨文化差
异和想象的可能性。”

（2013：57）

这一点与本文三个事例所开启的氛围空间中所发生的翻译和想象行为不谋而合。但
是，如果说将该过程中任何转变说成是“杂乱无章”，那就是忽视，甚至是否定了在这个
过程中发生非语言、靠感受和肢体表达的行为。

虽然舞蹈常常被称作一种“肢体语言”的艺术形式，但也可以将“身体言语”视为表达动
作共振时发生的响声和回响，而不只是把动作看作是姿势符号。凯莉·诺兰（Carrie 
Noland）写莫斯·坎宁汉（Merce Cunningham）时说：“身体动作没有外在所指；身体
表达的就是其本身（或说其动作本身）”（2010：50）。她主张这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对
绝无仅有的环境存在给予的形象化反应”（54）。诺兰认为，如果在探寻舞蹈表达内容
的时候将重点从表现转向形象化，则因其不直接占用或涉及实物可被视作“不及实物”。
因为“不及实物”，所以不能轻易从一件事物向另一件事物传递（即不能像一种语言转换
成另一种语言那样轻易），而是会固执地横亘在它们之间。

上文中已经说过，“跨艺”项目通过以上三个实例持续揭示出，语言翻译行为在不及
实物和间接活动中也有调和作用。其部分原因也许在于，舞蹈是一种交流体验的表演模
式，其效力更甚于语言；还在于其对于排演室中艺术家和学者的非语言交流有着更加实
用主义角度的关注。正如伦敦译者吴怡莹在博客中所说，对那些未曾说出的话、语言的
时机控制和动态特征进行调整和字句工整对照一样重要。“作为一名翻译”，她解释说：

 “通过对于‘能量’的感知可以感受到语言翻译的时机，就像中国的‘气’，当然这种
能量用气来表示也是比较含混不清的。当能量出现并在编导和舞者之间自行流淌
时，我会知道这时再进行口头翻译可能会扰乱这股新生能量。”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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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这种对于翻译的敏感性不仅存在于用一种表达模式替换另一种表达模式（如
同传），而是参与跨文化相遇中的观点，跨文化相遇中背景、语言、惯例和随之而来的感
受都会有理解上的差异或差距，基于以上，弗朗索瓦·于连认为，对话正是以此为基础产
生和进行的。于连认为，我们一定要在差距当中寻找“共通之处”，而不是双方的相似之处
（2009：62）。这样的翻译通过关注语言与语言的转换而非词汇的高度对应揭示了意义。

从《无法登陆》舞团的跳跃、布拉在排演中的懈怠、或者是刘岩《对他说》中儿童
演员和成人演员之间的共鸣之中得到的启发意义在于，翻译差异让他们对直接主观体验
之内和超出直接主观体验之外的感受加以关注。由他们共同动作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不
仅“位于”或弥漫于他们所占据的空间里，而且还是这空间中涌动的激流的一部分，正如
鸟声的共鸣所展示的一样，这共鸣会继续明确他们之间的界限。

就像鸟鸣一样，舞蹈中并无我们可以一望即知的实物，但是听着音调、音高和旋律等
音色的起伏，我们可以感到自己的存在发生了改变。柏梅将这种仔细的聆听称为注意力
与氛围在广义上的同步。这就需要“源源本本的聆听，不错过任何音调、声音和声响”，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聆听者感受到所有音调、声音和声响对于他们自己存在空间
的改变”（2000 17：18）.

与剧场舞蹈最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是天鹅，大家都知道天鹅和舞者一样，虽然优雅
但是沉默，想来似乎颇为讽刺。“天鹅”一词在英语当中的语源追溯至古德国和荷兰时
期，意为“歌唱的鸟儿”，从印欧语系词根*swon/*swen（意为“歌唱、发声”）。虽然多数
天鹅本身沉默无声（虽然神话故事相传它们会在死亡的痛苦中歌唱，所以在英语中才会
有天鹅之歌即死亡之歌的说法），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在欣赏和关注它们的倩影时可以
听到回响，因为它的姿态和动作在我们心中回荡。对于柏梅来说，这种欣赏就是属于氛
围，因为回响的不只是天鹅的动作和姿态，还有它们所散发出来的平静、柔软和优雅的
特质。这种特质就像歌声一样超出了鸟儿本身的范畴，我们则因此而动容、感动。就像
歌声一样，这些动作本身也是不持久的。他们营造的氛围消散了，又融入到其它涌流当
中。但是，就像那些我们不停哼唱吟咏的歌调一样，唱过以后还会在内心留下声响，未
来还有共鸣的可能。“跨艺”项目产生的影响还有待全面分析。不管田羊取中是否改变了
他跳舞的方式、像范杰这样的孩子在北京舞蹈学院的排演室中是否更加流畅自如，或是
《无法登陆》团队的舞者是否再次在无形地带跳跃失重，这些都还有待查证。但是，我
们大可推测，这样的体验也会在他人的心中发生共鸣，回荡、营造新的氛围，从而产
生“共同感觉、不同感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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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身体翻译: 原住民编舞家布拉瑞
扬·帕格勒法和他的《勇者》

【摘要】
本文以布拉瑞扬·帕格勒法（又名“布拉”）编舞作品《勇者》（2010年至2014年间）多
个不同版本的谱系为研究对象。布拉瑞扬曾为云门二团、拉芳舞团等台湾舞团编制舞蹈
作品，后与不同团队舞者（包括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TNUA）的校友、玛莎•葛兰姆
现代舞团、美国舞蹈节（ADF）以及来自台湾地区的原舞者歌舞团等）合作，最终于
2014年创立了自己的布拉瑞扬舞团（BDC）。笔者对布拉瑞扬近年来以原住民身份担任
自由编导的经历进行了调研，并以此为背景对《勇者》作品的发展演变开展探讨。借鉴
日本文化理论学家酒井直树（Naoki Sakai）的主体性和翻译概念，全程追踪布拉瑞扬通
过多年与全球不同民族和国籍的舞者合作，为原住民创意发声以及返乡回台湾东南部的
台东创办舞团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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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讨布拉瑞扬·帕格勒法（Bulareyaung Pagarlava，简称“布拉”）编舞作品
《勇者》（2010—2014年）不同版本的表演。布拉瑞扬曾为云门二团与拉芳舞团等台湾
舞团创作，而后与来自不同机构的表演者开展合作，如他的母校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玛
莎•葛兰姆现代舞团、美国舞蹈节以及来自台湾的原舞者原住民舞团等，并于2014年创
建自己的布拉瑞扬舞团。本文在探讨《勇者》作品演变历程的同时，亦将探讨过去几年
间，布拉瑞扬作为自由编导的原住民身份。本文借鉴日本文化理论家酒井直树的主体性
与翻译之观点，追踪布拉瑞扬通过多年与全球不同民族和国籍的舞者合作，为原住民创
意发声，以及返回家乡台湾东南部的台东创办舞团的历程。

酒井直树的理论将翻译视为社会互动和主体形成的过程，特别是19世纪时期日本的
国家建设和现代过程乃至18世纪时期的欧洲都是如此，他使用“渡越主体”一词解释（跨
界）协商对主体性形成的作用。1布拉瑞扬本人就是“渡越主体”的案例，展现了当代跨国
艺术家透过与日剧增的流动性对协商的必要性。

布拉瑞扬自2011年至2014年期间参加“跨艺·舞动无界”系列活动，同期推出其代表作
《勇者》的多个版本，该活动即可视为断裂性连接的翻译现场。

《勇者》（2010），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勇者》（2010）为布拉瑞扬创作，作品全长20分钟，起初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每
年五月举行的舞展之委托作品。事实证明，该舞蹈编排结构滋养力醇厚，能够激发每个
舞者探索、确认内心隐藏的憧憬或身份。《勇者》是布拉瑞扬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他的作品素材主要来自他个人，从该作品开始，他的作品素材多来自舞者。
特别是在创作《勇者》的过程中，他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工作了四个月之久，向舞者发
问，激发舞者探讨个人议题或开发个人独创舞步。他们就此突破藩篱、建立信任，展现
舞者内心珍视的事物。因此，该作品能够同时触动艺术家和观众，参与者通过作品能得
到内心宣泄。

《勇者》开场有十三名男舞者穿着宽松的便装逐一上台，介绍自己的名字、年龄、
家乡和理想。例如：

“嗨，我叫赖翃中，来自高雄。我希望有一天能创立自己的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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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我叫高芝正。我希望能成为美国芭蕾舞剧院（ABT）的舞者还有……跳《吉
赛尔》！”

“嗨，我叫张坚志”（说话的时候不停地举着哑铃），“我还没有女朋友，但是我有
喜欢的人了，我希望能强壮一点，就可以保护她！”

“嗨，我叫涂力元，来自中坜。我也没交过女朋友，但我刚刚失恋了。我希望恋爱
不要限制性别……”

这些舞者在表演开始前与观众分享他们的愿望，将幽默、自嘲和梦想融为一体，最
后上场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黄筱哲和黄筱庭，他们彼此模仿对方的动作，在爱德华·埃
尔加（Edward Elgar）《威风堂堂进行曲4》的激昂音乐中开始舞动。

表演中段处，音乐转为作曲家阿道夫·亚当（Adolphe Adam）知名浪漫主义芭蕾作
品《吉赛尔》（1841）第二幕的配乐。灯光渐暗，体型修长、纤细的舞者高芝正换上半
透明蓝色紧身舞衣，仰面躺在地板上，双腿伸直向上，仿佛要全力触及背景上投射的大
圆月亮。之后他又穿上长长的芭蕾舞裙，坐在有轮子的办公转椅上，由双胞胎兄弟推着
穿过舞台，使人想起19世纪《吉赛尔》在巴黎歌剧院演出时使用的绳索与机关之桥段。

表演第三段即终段处，音乐转为埃尔加的《威风堂堂进行曲1》，舞者竞放异彩，或
独舞、或双人舞或三人舞，舞台一时喧攘异常。如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简智伟跳的婆
罗多舞，其独特的快速曲臂和旋转动作，与同台大多数其它舞者跳的西方舞种形成鲜明
对比。展示完各自的代表性动作之后，舞团齐集台上表演动作难度极大的军训式动作，
如匍匐前进、跳跃等各种动作。舞剧高潮处，表演大厅回响着嘹亮的进行曲，气喘吁吁
的舞者成对来到舞台边缘，最后再次向观众重复他们的梦想，历经身心的挑战和宣泄，
酣畅淋漓。尾声处，全体舞者站成一横排，互握着手，带头的舞者引领他们围成一个大
圈，大声说出鼓励性的话语，仿佛勇者要向这世界进发。帷幕垂落，音乐停息。

围圈起舞形似台湾东部阿美族原住民的勇士舞蹈。据表演者许程崴说，他和舞作中
的其他男舞者对原住民的舞步非常熟悉，因为他们一年前曾接受该舞种训练，并在2009
年高雄世界运动会上表演。此外，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舞蹈课程中，原住民歌舞是必
修课程，不时能在每年的舞蹈系公演看到。（Hsu 2016) 依靠团结一致帮助个体克服逆
境，这种团体力量是布拉瑞扬文化背景及其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所受教育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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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勇者》（2010）中男性舞者扮演的吉赛尔. 摄影及供图：布拉
瑞扬·帕格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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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召唤

布拉瑞扬是一位来自台湾南部排湾族的编导、舞者。他十五岁进入高雄市立左营高
中舞蹈班，开始学习舞蹈。左营高中舞蹈班创立于1984年，是台湾首个为具有舞蹈天分
的学生提供特別课程的高中教育单位。2进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学习之前，布拉瑞扬使
用的是汉语名字郭俊明。进入大学后，或许因为原住民歌舞为必修科目，布拉瑞扬开始
对原住民文化产生认同感，并于1995年决定正式将名字改为布拉瑞扬，在排湾语中意
为“快乐的勇士”。在他的导师——已故编舞家、舞蹈家和教育家罗曼菲——的鼓励下，
他根据原住民少年在都市沦落风尘的悲惨遭遇创作了舞作《肉身弥撒》（1995年），更
于1996年1月毕业前夕举办个人独舞展，随即加入云门舞集。

根据舞蹈学家贾桂琳·谢·墨菲（Jacqueline Shea Murphy）的说法，在1970、80年代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之前也曾出现原住民舞者的崛起，与美国原住民现代舞蹈家的发展历
程类似。这些原住民舞者首先在主流的现代舞领域证明自己，然后再追寻自己的原住民
舞蹈之路。透过引用艺术历史学家佐伊·格里顿（Joy L. Gritton）的研究成果，谢·墨
菲写到1962年在圣达菲成立美国印第安艺术学院时说：“它同时受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
滋养生长，但也注入这个历程……大力引导印第安艺术家在竞争残酷的现代艺术市场争
得一席之地。”(Shea Murphy 2007: 204)

来自台湾的布拉瑞扬也有着类似的经历，早期他也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现代舞编导和
舞者，能够去国际级的重要场馆表演。1995年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毕业后，他加入台湾
云门舞集，做了几年独舞演员，此间获亚洲文化协会奖学金赴纽约进修。1999年，云门
二团成立，创始人暨艺术总监罗曼菲邀请他回国为舞团编舞。布拉瑞扬于2004年至2006
年间担任云门二的驻团编舞家。在此期间布拉瑞扬与云门舞集和云门二团合作，创作了
一批具有当代美学的舞作。他的作品甚至曾与德国大师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舞
蹈作品相媲美，差别在于布拉瑞扬有少量作品是根据原住民主题进行创作的。3他与排
湾-卑南族混血歌手、作曲家胡德夫（Ara Kimbo）联手，为云门舞集创作了《美丽岛》
（2006年），该作品知名主题曲以1980年代台湾独立运动为背景，由胡德夫演唱。2011
年，布拉瑞扬为云门二创作了《UMA》（排湾语中意为“家”），作品使用原住民音乐纾
解怀乡之情，怀念在家乡度过的童年。

离开云门二团后，布拉瑞扬与许芳宜联合创立拉芳舞团，许芳宜曾为玛莎•葛兰姆
现代舞团首席舞者，后与布拉瑞扬携手合作，两人自2006年至2010年开办拉芳舞团达五
年之久。舞团解散后，2010年至2014年转型期间，布拉瑞扬为国内外许多舞团和机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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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4年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学生表演布拉瑞扬作品《勇者》. 摄影：刘振祥；供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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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自由编导，穿梭于台湾和原住民部落间。他常提到与原舞者的合作，认为这是他职业
生涯的转折点，特别是对他与原住民文化根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4

原舞者舞团创立于1991年，该团早期由人类学家带领，依据实地采风将原住民歌曲
和民族仪式搬上舞台，并以此成名。该团于1986年在美国成立的美国印第安舞蹈剧场类
似，因为印第安舞团见长于将印第安仪式舞蹈如：咆沃（powwow）改编为舞台作品。5

原舞者自2007年从台北搬迁至原住民聚集地花莲东岸。该团首要录用条件就是成员必须
为原住民后裔，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当地找到愿意加入舞团並参与排练
的敬业好舞者。

2010年，布拉瑞扬受邀为屏风表演班与原舞者联合制作的《百合恋》担任编舞者。
该剧根据鲁凯族首领的女儿和大鬼湖社神的爱情传说创作，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在台
北国际花卉博览会每日上演三场，连续两周场场爆满。6原住民舞者可能并未受过专业
训练，但他们载歌载舞，以幽默的心态和积极的热情对待生活，吸引了许多观众重复观
看。

布拉瑞扬曾为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团创作《悲悼变奏曲》(2009)，该作品原先由许芳
宜与三名舞团成员表演并在美国巡演。由于该作品相当成功，舞团再度邀请布拉瑞扬创
作新作《追寻》（2011），作为该舞团《死亡与入口》（1943）的姊妹篇。《追寻》为
葛兰姆现代舞团2011年3月的八十五周年年庆演出剧目。7 紧接着在2011年夏，布拉瑞扬
为美国舞蹈节编创新作《风景》，倍受观众好评，作品配乐为斯蒂芬•莱许（Steve 
Reich）《六台钢琴》专辑中的极简主义钢琴乐，由拥有多民族背景、充满活力的美国
舞者表演，作品即取材自这些多元舞者的人生故事。当地记者写道：

 布拉瑞扬的名字将在舞蹈界大放异彩。《风景》一作是布拉的重大转折，此后
他将见称于“舞蹈名人堂”。很明显，一切才不过刚刚开始。

(Rudner 2011) 

与美国不同民族的舞蹈人才合作虽然获益良多，但中美文化差异让布拉瑞扬进一步
认清了自己的身份。8酒井直树写到：“结构完整的文化统一体或文化社会间的文化差异
是难以想象的。”(Sakai 1997: 122)。他认为译者是“渡越主体”，具有分裂的主体性，参与
到这场“暧昧不明的行为当中，在断裂中连接”，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与布拉瑞扬远离本土
文化后的“不完整”感正是由此而来 (Sakai 2009: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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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14年的五年间，拉芳舞团解散，而布拉瑞扬自己的舞团尚未成立，这再次
说明，这五年是他的转折期。在以下章节中，笔者将详细阐述他在此期间与不同机构的
合作过程，包括跨国计划“跨艺·舞动无界”（2011年、2012年、2014年）和原舞者舞团
（2010年、2011年、2013年）。此后他建立自己的布拉瑞扬舞团，首度创作《拉歌》
（2015年），将原住民歌舞和氛围轻松的场景相结合，有别于他之前为云门二团编创的
作品。

“跨艺·舞动无界”作为接触地带

“跨艺·舞动无界”是英国密德萨斯大学表演艺术创作研究中心（ResCen）和北京舞
蹈学院（BDA）于2009年在中国联合发起的国际合作项目。到2011年，该项目将台湾的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纳入其中，推动三地编导、舞者和学者创作和推广更多的跨国佳作。
三方合作机制建立后，“跨艺·舞动无界”活动共举办四届：2011年8月在国立台北艺术大
学；2012年11月在北京舞蹈学院；2013年7—8月在伦敦“老地方”现代舞蹈中心；2014年
再度在北京舞蹈学院举办，同时也是这座中国舞蹈的最高学府建校六十周年纪念的特别
庆祝活动。

“跨艺·舞动无界”的举办资金主要由密德萨斯大学表演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和各主办
机构提供，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机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资金来自台湾教育部，北京
舞蹈学院的资金来自北京市政府。密德萨斯大学表演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
英国研究机构拨款以及香港等地的私人捐款。

每个合作机构都可以从各自机构所在地选择三名编导（密德萨斯大学通常不限于选
择英国籍编导，只要在英国工作的编导即可），每年的主办方还可额外增加一名编导，
使编导总数达到十名。这些编导要在三周内进行紧密的排练，每周工作五天，每名编导
平均与六名舞者合作，在第三周结束时共同发表一个十分钟的阶段性新作呈现。

在笔者于2011年至2013年间参加的前两届活动中，舞者主要包括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
学生、北京舞蹈学院的舞团舞者和学生，还有少量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11年度国际创意
舞蹈营的国际学生参加。2013年在伦敦举办的“跨艺·舞动无界”活动中，参赛者则有所
不同，来自伦敦现代舞蹈学校和在英国受训的舞者加入到这场跨文化活动当中，与国际
化、多样化的国际编导团队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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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地意识形态、教育目标和课程规划不同，北京舞蹈学院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培养的舞者也差异很大。当时，北京舞蹈学院有10个专业院系，按照不同的舞蹈形式或
学习重点划分，包括中国古典舞系、中国民族民间舞系、芭蕾舞系、编导系、舞蹈学
系、国际标准舞系、音乐剧系、艺术设计系、艺术传播系、公共基础部和现代舞教育研
究中心（曾在编导系挂靠17年，后独立出來）。北京舞蹈学院的培养目标是专业化舞蹈
教育，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教育课程则添加了多样元素。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七年一贯舞蹈课程包含三年先修训练课程和四年大学教育。培
养目标是根据台湾文化的实际情况，均衡东西方训练体系。换句话说，要求学生接受原
住民歌舞、太极、中国武术、中国戏曲、中国舞等多种课程，同时还要学习芭蕾、现代
舞、后现代舞、编舞和其它多种亚洲舞种，如印尼爪哇岛、巴厘岛的舞蹈。国立台北艺
术大学目标不在培养单一专业的舞者，而是要培养均衡性强，能够运用智慧和创意、运
用身体的艺术家。因为教育理念不同，加之中国大陆和台湾舞蹈环境各异，编导要与中
国大陆和台湾舞者混搭组成的舞者们共事实为不易，因为这样的舞者对编舞和舞蹈审美
的认知各有不同。

2011年8月，布拉瑞扬开始与台北“跨艺·舞动无界”的舞者进行合作，当时他刚从美
国舞蹈节归来，正处于职业生涯转型期，从拉芳舞团的共同创始人和艺术总监转型为独
立编导，“跨艺·舞动无界”当年的主题“不确定…等待…”正好契合了他的心境。“跨艺·
舞动无界”活动联合创始人克里斯多夫·班纳曼（Christopher Bannerman）在一篇关于
2009年首届北京活动挑选舞者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探讨了舞者的学习训练背景，提到
他们缺乏参与中西方当代作品的经验，并决定创意是项目的关键，要同时考虑舞者的参
与度和中国古典民间舞的语汇使用。”9换句话说，布拉瑞扬面试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和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也不例外，其中有来自内蒙古、就读于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田羊
取中，田阳接受民间舞教育，从未接触过现代舞，所以当布拉瑞扬要求舞者进行即兴表
演并根据他的问题提供动作语汇时，他着实吓了一跳。

为期三周的实验活动接近尾声时，布拉瑞扬还在舞台上继续激发舞者们。演员表演
时他沒有将舞蹈內容定下來，而是通过麦克风发出指令，希望舞者能当场作出反应，让
舞者随时绷紧弦卯足劲。结尾处，男演员要全部脱光，在台上奔跑，仅用双手护住私
处，这是最让田羊取中感到震惊之处。虽然他拒绝了全裸舞蹈，但是在最后他与布拉瑞
扬的公开对话中，他还是表示了对布拉的支持，最后观众也看到了一个温馨的结局。

07_CHOR_7.2_Yatin_255_277.indd   263 2/22/17   12:48 PM



林亚婷

264    Choreographic Practices

表演过后，中国学者评论说，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编导张建民、张晓梅、李姗姗
相比，来自台湾的编导，无论是姚淑芬、赖翠霜、余彦芳还是布拉瑞扬都太“西化”
了。10布拉瑞扬当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正经历人生的关键时期。他对于自己
的原住民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事实上，他刚刚获得了台湾原住名委员会的补助，要制
作一部关于“寻根”的纪录片。简言之，他已经踏上了自我探索之路，要重新承接他之前
甚少自认的原住民传承，“跨艺·舞动无界”参演者给出的反馈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
要追寻原住民的使命。

隔一年的“跨艺·舞动无界”活动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作为再度受邀的编舞家，布
拉瑞扬选择使用《勇者》的编排结构，与舞蹈教育背景各异的新一批舞者们改编该作
品。然而，他还是要面对一定的挑战。一方面，因为北京舞蹈学院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课程设置不同，培养出的舞者也类型各异。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较专业，多数为中国古
典舞或中国民间舞背景，因此他们的舞蹈语汇也通常受限于舞种和舞蹈风格。并且，他
们更习惯的合作方式是，编导已有现成的作品情节、动作和型态，主要要求舞者进行反
复的排练，使得舞蹈趋于完美。但布拉瑞扬希望舞者能够提供个人独特的素材，以使每
个独舞动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另一方面，三周的时间太短，与他在国立台北艺
术大学的创作环境不同，布拉瑞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舞群中的九名舞者并从中发展
出舞蹈素材。三周之后，他就要在北京舞蹈学院全新的表演厅上演这出作品了，这样的
压力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与舞者建立互相了解和信任。然而，相较于原版《吉赛
尔》的段落，在北京排练过程中发生了有趣的“翻译”现象。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王
克曾学习中国民间舞，会跳孔雀舞。布拉瑞扬就让王克按照《孔雀公主》（著名白族
女舞蹈家杨丽萍）的风格跳孔雀舞，并用他的表演取代了《勇者》原版本中女性化的 
“男吉赛尔”一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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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布拉瑞扬跨艺·舞动无界2011作品《不确定…等待…》 摄影：
陈韦胜      供图：布拉瑞扬·帕格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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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文字翻译与身体翻译

“跨艺·舞动无界”项目自启动以来一直志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每次活动都会有一批
学者参与观察编舞过程，每天在网上发布博客文章，活动表演结束后还会举办研讨会分享
心路历程。另外，学者们还会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如笔者曾参加的2012年
在英国利兹大学举办的表演研究国际研讨会（PSi），以及2013年在挪威举办的舞蹈史学
者学会（SDHS）与北欧舞蹈研究协会（NOFOD）联合论坛，并致力于发表相关文章。

各国艺术家和学者在如此密集的时间内齐聚一堂，自然需要有优秀的译员。在2011
年台北“跨艺·舞动无界”活动中，笔者作为该项目协同主持人担任了多项文本翻译和口
译任务，同时还组织研究生为各排练室观摹和工作的外国学者担任翻译。2012年北京的
活动也是同样的安排，当时出现了许多“译不达意”之处，当时与北京和台湾舞者合作的
西方编导和学者都遭遇了这种情况。通过观摹排练与表演，参会学者要在活动即将结束
期间提交书面和口头报告（参与项目的工作要求），他们必须依靠学生译员帮助他们了
解华语编导和舞者的交流内容。

在居住英国並参会编导的罗宾·丁格门斯（Robin Dingemans）和安妮·骆佩玲
（Annie Pui Ling Lok）都曾对此失序状况发表过看法，罗宾原籍为新西兰，安妮则来自
香港。英国学者丽贝卡·卢克斯（Rebecca Loukes）有一篇就以《迷失在翻译中？》为
题对此进行了思考：

 在这些我们有幸见证的创作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正在经历翻译的过程呢？一个
想法、一个动作、一段记忆、一个意向、一种特定文化的身体表述，还是某些训
练本身？当然，这一翻译过程在同时间、多角度、各层次开展……到底翻译了什
么？怎么翻的？谁翻的？12

“迷失的翻译”现象经常发生在多文化背景人群集聚、因出于某些目的而需要进行交流
的情况中。学者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研究旅游文学和文化嫁接
的研究报告中，从语言学中借用了“接触”这一术语，並表示“接触语言，在语言学中指母
语不同的人群需要持续互相交流时所开发的即时用语”(Pratt 1992: 6)。她进而厘清“接触
地带”为“一种企图探索先前由于地理或历史等原因隔离的主体，如今卻因时空交集而得
以共存的现象”(Pratt 1992)。对于“以一种共存、互动，相互牵连的理解与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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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对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旅行者与‘被旅行者’之间的关系”的接触视角，这样的相遇
对“权力关系不对称”的人们是不可避免的(Pratt 1992)。

在一篇讲述台湾云门舞集及其参与国际舞蹈节巡演的著述中，延续人类学家詹姆
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将博物馆看作接触地带的说法，笔者提出国际舞蹈节的
场域即为一种“接触地带”13。来自密德萨斯大学的“跨艺·舞动无界”参会学者奥拉·约翰
逊（Ola Johansson）在他的博客帖中也提到了“接触地带”这一概念。他以翻译和误解为
背景，提出”跨艺·舞动无界”活动的参与者“逐渐达成各种合议，关于通过跨文化人际交
流所实现对于创作实践和文化观察的翻译条件”。他提出将“跨艺·舞动无界”活动看作 
“永远在变的‘接触地带’”，正如普拉特所说，“这是一个永远在商议的‘地带’，需要我们在
前行的过程中谨慎求索。”(Johansson 2012)

当西方的编导要求中国大陆和/或台湾舞者承担舞蹈任务时，有些编导和学者已经意
识到，该项目中多少隐含着令人尴尬的“殖民”意味。例如，在一天下午的一次参会学者
和编导的群体交流会上，欧洲裔新西兰编导丁格门斯（Dingemans）就表达他在中国工
作期间所体悟到的政治性，并视之为一种“后殖民”现象。延续2012年的主题是“光与水”，
他提到的水不仅是每天在排练室辛勤工作的舞者的汗水，也暗喻了“中国作为世界工人”
所流下的汗水——亦即中国作为一个一直在流汗水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彷彿成为了当代
全球经济中的工厂工人。14另一位在英国工作的编导骆佩玲则移民自香港，她向一些学
者讲述了自己来中国的感受。15对比她之前回香港的经历，她说回中国的感觉更像是回
到“母国”，好像终于找到了“生父母”（即中国）一样，而不是“养父母”（香港）。16

骆佩玲虽是华裔艺术家却只会讲粤语，因此她在与舞者交流的时候需要讲英语或通
过译者进行交流，这种体验不同于三位台湾的编导：布拉瑞扬·帕格勒法、吴易珊和蔡
慧贞。这三位台湾编导能够直接用国语和舞者进行交流。但是，自1949年国民党撤台
后，造成此后数十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分离，社会政治和经济差异造成两地间的某些词汇
和常见用法出现差异。吴易珊指出，北京说的普通话和台湾的国语之间仍需要翻译。例
如，台湾称“番茄”，中国大陆却称“西红柿”(Tsou 2013: 114)。因此，事实证明，“跨艺·
舞动无界”项目具备丰富的言语和身体翻译场景，可进一步提升海峡两岸编导的相互了
解。在身体翻译方面，延续之前提出的舞者训练背景之差异——如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
学还是北京舞蹈学院，或是布拉瑞扬后来紧密合作的原住民非专业舞者——笔者在此主
要指表演者的技术成面，以及来自三地舞蹈院校的舞者和编导经过这种接触地带的工作
所获得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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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瑞扬与原舞者舞团作品《找路》(2013)

2011年，布拉瑞扬根据德高望重的邹族领导人、教育家和作曲家高一生的生平为原
舞者舞团编创《回梦》，高一生于1954年台湾白色恐怖期间被处决。17这是布拉瑞扬和
原舞者舞团的第二次合作，由高一生的儿子扮演高一生，感动无数观众。因为该作品的
好评，原住民委员会委托原舞者的下一部大型长篇音乐舞台剧《Pu’ing：找路》(2013)，
选了布拉瑞扬担任编导。

Pu’ing在泰雅族土语中意为“根”或“寻根”。18这部作品主要围绕一个现代都市中生活的
年轻原住民角色，出发去寻找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一起事件的发生现场叙述。据说在1938
年，一位叫做莎韵的泰雅女孩送她的日籍老师入伍，途中她扛着老师的行李，在过桥的
时候跌落河中。

面对一群能歌善舞却缺少正规舞蹈训练的年轻原住民，布拉瑞扬要相应地调整编排
策略。他曾多次和舞团成员爬上莎韵的部落山坡，并在此基础上将步行作为主题动作贯
穿于两小时的作品中，配以演员吟唱的泰雅族歌曲和小调。舞台上那条弯曲的美丽小山
坡由王孟超设计，对于整个舞台设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舞者仿佛穿越时空不知疲
倦地或走，或单脚跳，或跨跳，或双脚跳，或匍匐前行。该剧在台北国家戏剧院首演
后，次年在台湾其它城市进行巡演。
 

《找路》的创作经历增强了布拉瑞扬创建自有舞团的信心，该舞团着重于重拾当代
原住民所关注的议题。2014年，他宣布发布新作《桠干》（Yaangad 2014），与他合作
的是三十几岁的台东卑南族原住民歌手兼作曲家桑布伊‧喀达德邦（卢皆兴），这也是
他为云门二团编创的最后一部作品。Yaangad在卑南族语中意为“生命”，《桠干》与布
拉瑞扬此前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因为登台的主角是歌手桑布伊本人，他的嗓音低沉浑
厚，仿佛要在堆满沙砾的舞台上唤醒围绕在他身旁的舞团。该作品舞步极少，是布拉瑞
扬脱离他先前倚重高难度技术作品的创作。自此他改为创作能够营造情绪宣泄的作品，
与他原住民传承中的部落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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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布拉瑞扬作品《桠干》 摄影：李佳晔 供图：云门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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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勇者》的三个制作版本

同年冬天，布拉瑞扬再度获邀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重演《勇者》，此次版本区别在
于以往演员皆为男性，而这群舞者中有一名女性。由于男性舞者表演时赤裸上身，该版
本在视觉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女舞者黄彦霖身着帅气的紧身带领舞衣和紧身短裤，以
男性短发的造型出现。在开头处的自我介绍中，黄提到自己和男舞伴不同，由于该作品
需要极好的耐力和上身的肌力，但因为自己女性的月事，本来对体力要求较高的舞蹈段
落就变得更具挑战，然而她很骄傲自己没有放弃，克服了各种障碍，并最终坚持挺过了
表演。

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排演同期，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版本，全采用原住民演员，于
当年10月的Pulima原住民艺术节开幕式献演。19

该版本《勇者》全原住民的特殊阵容主要为大学生年纪的业余舞者，或曾有过体
育、街舞、戏剧或歌唱经验者，但几乎都不是科班舞蹈人。八位舞者当中，多数曾在原
舞者舞团与布拉瑞扬合作过，除一位身材娇小、能力较强、名为高旻辰(Aulu)的原住民
舞者正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学习外，其它皆为爱好表演的素人。布拉瑞扬选择这
批舞者时考虑的是他们对于舞台表演的热情，不管他们体型胖瘦和身材高矮，有別于其
它全由专业舞者演出的《勇者》版本。

布拉瑞扬也曾为自己的独立制作而改编《勇者》，其中包括2010年参加新北市淡水
环境艺术节的表演时，他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校友和学生合作，在十三行博物馆进行
了户外表演。除在各种场合尽情表演外，该舞作还被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选为代表作参加
过两次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第一次是2011年应香港舞蹈团邀请，第二次是参加2014年在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以“搭起桥梁”作为当年主题的TARI 舞蹈节。2014年同时，“跨
艺·舞动无界”活动三地主办方轮过一圈后，为庆祝北京舞蹈学院六十周年大庆，该校
邀请几位曾参加该项目的编导为舞院的舞者重排原剧目，《勇者》再次代表台湾出席，
并成为晚会的压轴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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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瑞扬舞团和《拉歌》(2015)

2014年，布拉瑞扬忙碌于《勇者》的三版创作，分别与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北
京舞蹈学院和原住民舞者进行了合作，忙到年底，他准备好在台东正式成立布拉瑞扬舞
团，租用旧糖厂仓库作为排练室。开张伊始，布拉瑞扬即再发展先前的短篇小品《拉
歌》（拉歌从字面可理解为“拉手，歌唱”，但正好于年轻舞者称呼布拉瑞扬的昵称“拉
哥”同音）。

《拉歌》早期短篇作品，曾在2012年Pulima艺术节的开幕式上演出。这是布拉瑞扬首
次尝试采用原住民音乐和动作创作的当代作品，不同于他之前在云门二团纯依靠西方舞
蹈技法的编创手法。而2015年布拉瑞扬舞团主要由原住民歌者和业余舞者组成，与之前
多数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专业舞者的组成成员有所不同。2015年7月，笔者在新竣
工的新北市淡水云门剧场观看该剧，现场气氛轻松，演员之间、甚至演员与观众之间都
能交流自如，布拉瑞扬巧妙地凸显这种氛围，以显示对原住民刻板形象的自嘲和幽默。
舞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说起如何重新学习族语歌曲，从而重新接受自己的原住民文
化，还说到原住民在都市面临社会不公，生存不易，家庭对自己疏于照顾，但最终自己
还是原谅了家人。表演过程中，笔者和许多观众一样笑中有泪。台北首演结束后，布拉
瑞扬舞团即受邀首次出国演出，在多伦多湖滨中心参加加拿大国际原住民艺术节。布拉
瑞扬舞团还在当地藉由莫霍克族舞蹈家桑缇·史密斯（Santee Smith）所创立的卡哈维
当代原住民舞团工作室开课交流。

回到翻译主题，曾参与2014年北京“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卢克斯写道：“翻译需要
交流；也就是说，用已有的换未得的。但是由于土壤发生了变化，橘子变成了橙子。”20

就舞蹈而言，环境的变化也会滋养出身体的不同形态。布拉瑞扬的当代原住民舞蹈在华
语语系世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因为这样的舞蹈结合了台湾原住民情感与布拉瑞扬
本人中西合璧的舞蹈背景。通过更多的跨界合作，特别是与来自五湖四海“第四世界”的
原住民合作，可以实现身体交流和翻译的更多可能，进一步确立原住民编舞家的主体
性。

07_CHOR_7.2_Yatin_255_277.indd   271 2/22/17   12:48 PM



林亚婷

272    Choreographic Practices

总之，目前台湾的原住民表演团体既有最早的原舞者舞团，也有新成立的布拉瑞扬
舞团，还包括其它如2006年由女编舞家路之·玛迪霖和其胞弟巴鲁·玛迪霖在屏东南部
创立的蒂摩尔古薪舞集，以及由来自太鲁阁族的瓦旦·督喜于2012年在台湾东岸花莲创
立的TAI身体剧场，这些舞团近年来融合原住民元素，为观众呈现了成熟的原创当代舞
蹈作品，并在2015年爱丁堡艺穗节等国外艺术节中发表作品。布拉瑞扬持续为布拉瑞扬
舞团编创作品，在台湾和其他国际舞台中呈现，这一位“渡越主体”如何进一步发展原住
民的身体美学值得关注。本文回溯了布拉瑞扬所走过的舞蹈之路，讨论了他曾数次参与
的“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正是这些经历激发他对自己的《勇者》进行“翻译”，从而表
达不同舞者的身体特色，而“勇者”布拉瑞扬本人亦为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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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布拉瑞扬作品《拉歌》摄影：陈韦胜  供图：布拉瑞扬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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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中，1989年播放。

6. 参见屏风表演班《百合恋》网页：http://www.pingfong.com.tw/2010pingfong/2010firstlily/ 演出结束时，笔
者本人为该剧精致制作和诚意十足的表演深受感动。

7. 见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团网址：http://marthagraham.org/ press-presenters2/repertory/

8. 见布拉瑞扬TED×台北之演讲，“从心出发的编舞家”，2012年3月8日发布，https://youtu.be/PH_WvfQ-
0Pyk

9. 克里斯多夫·班纳曼，“策展：舞动无界的发展以及与庄子漫步”，Rescen 网网址http://www.rescen.net/
Chris_Bannerman/on_curation.html#.V4oRK1euats。此处的“我们”指他和另外一位项目创始人，北京舞蹈
学院的舞蹈学者、教育家与行政主管许锐，2016年7月15日。

10. 2011年台北“跨艺•舞动无界”期间笔者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所作现场笔录。

11. 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也有男性舞者跳传统孔雀舞。见张婷婷未公开发表之博士论文：“孔雀舞编创：
中国民间舞中的性别、种族和民族身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2008年。

12. 见丽贝卡•卢克斯2012年11月15日发帖，http://artscross.blog.ohu.com/245570365.html.

13. 见笔者“云门舞集《九歌》的根源与路径”收录于《舞蹈研究的对話：在亚太创作舞蹈》（吉隆坡：世界舞
蹈联盟亚太分会，马来西亚文化產艺术与遗产部，以及马来亚大学文化中心出版），15-32页.。

14. “跨艺•舞动无界”活动学者群访罗宾·丁格门斯，2012年11月14日，北京舞蹈学院。

15. “跨艺•舞动无界”项目合作伙伴足迹艺术的宗旨是增强、鼓励在英国工作的东亚艺术家，因此选择了安
妮·骆佩玲参与该项目；另外两位参加北京“跨艺”项目的英国编导（罗宾·丁格门斯、瑞秋·洛佩兹·德
拉·尼叶塔）为伦敦“老地方”现代舞蹈中心的现任驻场艺术家，“老地方”现代舞蹈中心也是2013年伦敦“跨
艺•舞动无界”活动的举办地。

16. 小组访问安妮·骆佩玲，2012年11月14日，北京舞蹈学院

17. 高一生（1908—1954），族名Uongu Yatauyogana，日文名矢多一夫、矢多一生，受过良好教育，邹族精
英人士。他领导族人重建部落，提高族人的生活水平。不幸的是，蒋介石在台湾进行极权主义，对于原住
民自治行为心存嫌隙。高一生因贪污罪被逮捕，后因叛国罪遭枪决。见历史学家张炎宪相关论述：“白色
恐怖与高一生”，http://s22.ntue.edu.tw/文化台灣卓越講座/images/re/白色恐怖與高一生.htm。

18. 《找路》纪念册和DVD套装（台北：原住民委员会，2013）：25。

19. Pulima为排湾族语，意为“手艺精细之人”。2014年第二届Pulima艺术节由台湾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
基金会赞助，当年的主题为“城市部落”，为各行各业的原住民艺术家提供作品交流平台，展示作品包括视
觉艺术、手工艺品、音乐和表演艺术。见Pulima艺术奖和Pulima艺术节相关网址：pulima.com.tw 

20. 此为卢克斯引用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174页，见卢克斯第五届“跨艺•舞动无界”项
目网页中的发帖：http://www.rescen.net/events/ArtsCross_5th_anniversary_RLoukes. html#.ViTSJbzY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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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洛佩兹·德拉·尼叶塔 RACHEL LOPEZ DE LA NIETA  
独立艺术家

《北京水桶布鲁斯》：跨艺•舞动无界

【摘要】
我以前从未到过北京或中国。本文试图表达我在北京舞蹈学院与舞者、随同翻译及爱人
兼助手本·阿什的协助下创作新作品的体验，在文化转变影响广泛的大背景下考察创作
过程本身的情况。作为舞蹈编导，我来中国前对中国的看法以及我在中国感受到的巨大
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着我的创作。我认为，与舞者进行细致入微的交谈是创作过程中理所
当然的事情。我既有旁观者的冷静，也有与他人沟通的渴望，最终我将这种感受和我在
新环境中的挫败和兴奋融入到最终的作品之中。

我那时还在英国，正打算带上本和我四岁的孩子去中国。本是我的爱人，也是我长
期的艺术合作伙伴和同游世界的旅伴。他1997年曾以舞者身份去北京表演，自那之后就
爱上了那里。他总是对我说，在家里一切都驾轻就熟，到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到
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的拉达克地区，此地曾与中国边境关系一度紧张。去拉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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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除香港电影和大众文学中描述的情景外）都来自于华裔移民和
在英国出生的华裔移民后代。我本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女儿，一直以来对于民族差异、文
化冲突和文化杂合深感兴趣、感同身受。

过去我跳舞，现在做编导，我现在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实践做法都是从以往的
丰富经验中得来的。儿时我曾受芭蕾的规范和价值取向影响颇深，现在则转为对舞蹈的
全盘研究，从自身的肢体与他人的关系，到舞蹈的空间和存在感，都有所涉猎。发生这
样的转变部分源于我对“东方”相关领域的接触和研究，如瑜伽、武术、气功和佛教等，
这些领域似乎都隐含着追求喜乐和持续深入“认知”的内在意愿，而我所接受的古典芭蕾
和现代舞训练并不以这种内在意愿和内生动力培训为目标。

因此在我出发之前，我对此行中即将发生之种种内心充满了疑问，其中既有人皆共
有的对未知的疑虑，又有具体到对北京舞蹈学院的疑虑。在我想来，北京舞蹈学院总归
是偏爱我的老冤家“古典派观点”的，到了那儿，我又要重新面对这一切了。我所秉持的
价值取向深受中国历史和哲学思想影响，在我即将参与的舞蹈创作中，这些价值取向会
在什么情况下影响舞蹈情境呢？

面对活动的既定主题“光与水”，我陷入了沉思。我决定解放思想，看看大家是怎么说
的，随便搜搜看谷歌上能找到什么讯息。我输入“水”和“中国”，出现了许多农民在田间
用扁担挑着一桶桶水的画面。这画面看起来很眼熟。前工业化时代的工人戴着标志性的
帽子，穿着宽松好看的衣服，看起来非常完美，符合大家对他们的模式化印象。我决定
就按照活动主题的字面意思来，用一桶桶水作为切入点，而光的元素可以由表演者控
制。从英国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到北京的时候受到了翻译的热情迎接。车行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般犹如疯
狂的电玩游戏。这时本对我说：“这我可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短短十五年，仿佛凭空
冒出一整座高速又摩登的城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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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被遗弃的自行车 。摄影：本·阿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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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在选角会上挑选舞者。不能超过六人！在英国我总觉得选角大会最多只能算
作用有限，人们戴着号码牌，也不说话，整个场面让我无法将他们与真实的人划上等
号，所以我通常会用其它方式来寻找合作者。当时我正在倒时差，看着那么一大群人像
是在上中国古典舞课，他们的训练非常出色。

我一时兴起就随便选起来，一个、两个、三个地都选了出来……然后舞者就分配给
了我。我很肯定自己是要了四个女舞者，最后却是两男两女，这到底是不是我选的人
啊？好吧，我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吧，也许像我的佛学老师说的一样，我需要放松，既
来之，则安之。

我的演员们通常都会紧密参与创作过程，合作构思作品，我会从一开始就确定这一
点。确实我也想过，在这次合作中能在多大程度上贯彻这一原则。合作初期本该进行大
量的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渗透到实际动作的各个元素中去，进而帮助提升作品终稿的
各层面内容。但是当我开始与舞群合作时，情况显然是这样的：

• 很难进行讨论，我交代他们做的事翻译过后就不是我开始想说的那个意思了，而且

• 许多我们赖以交流的文化参照系无法使用，有一回我提到猫王……却没人知道他是
谁……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简单点，希望我自己可以搞明白需要一个怎样的作品，也给自 
己一点空间，看看这些舞者都是些怎样的人。

他们与水桶共舞时有的是正儿八经，或可能带点垂头丧气，或简单按部就班，也有
共处一处各行其是的，在场纵览即可。我们的大多数舞蹈段落都采取了这种模式，我想
就我个人而言想看到的是，他们在运用如此平庸的素材、掌控这么大的表演空间时，会
出现怎样的艺术张力。我想我是要在舞者身上寻找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一些他
们不知道如何向我这样的人传递的东西。

想到水桶可能激荡出怎样的政治内涵也让我分外激动。当然，我喜欢观察这些训练有
素的舞者处理日常事务的反应。在工作室之外，到处都能看到水桶，在大学的街角、地
铁站旁，各种出人意料的地方，到处都能看到这些颜色艳丽的塑料桶。“外面的世界”无
处不在。百姓生活时刻都在真实发生，出租车司机等客的时候会练气功，街上有一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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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清洗美学。  摄影：本·阿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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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演出与倒影  摄影：刘海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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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在倒着走路（要不是来之前就对此有所了解，我真是要掐掐自己看是不是在做梦），
公园里我和本看到普通人在锻炼身体，他们与身体水乳交融，气场摄人，让我与本感动
落泪。处处都能看到强烈的冲突反差。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懂中文，不能阅读、不会
交谈，但是我可以更加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文化无声的行为和表达。原来习惯使用语言来
理解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层面没那么管用了，颜色和声音替代语言在思考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让我对周围的环境和人异常敏感（对于游客来说这可能是常事）。

通过这里人们的身体动作和姿势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关注人体意识以及人体与自
我、环境和存在的关系。支配人们走路、交谈和身体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给了我启示；
对我这样耗时费力打造身体价值的人而言，中国让人振奋！这样的一个日常、普通、用
着旧水桶、具象化的中国，比那些新鲜、开化、酷炫、全球化的舶来品更加让我激动。

当时，我在舞蹈室的工作已经开始略显尴尬了，演员们都不太清楚我想要他们做什
么。创作过程极度闭塞又完全开放，让大家困惑不已。这一切我和本早已轻车熟路，这
种一无所知的茫然、时而犹疑时而乐观周而复始的情绪，我们曾在无数次的创作中为此
痛过、乐过。我记得一个舞者说，他们本来以为自己知道怎么走，但是当我给他们指出
了方向后，他们反倒彻底迷失了！自此我们的心慢慢靠近。我认为，“迷失”蕴含许多潜
能，“已知”终止一切可能，作品就这样慢慢地浮现出来。

本忙着带孩子，买每天早饭吃的柚子，去最喜欢的地方吃饭，日益沉浸在我们新发
掘的独特的地方风情之中。忙碌之余，他会每天来工作室待上一个小时，在大量排练结
束后给我意见和全新的视角，同时帮助我创作动作素材。

最后，光和水的元素都加入素材中，其它元素也不断涌现。

困惑、精准、迷失、适应、悲伤、忧郁、相处时的疏离感、城市、孤独、平凡、
非凡、控制、混乱、目的、漫无目的、虚空、充实。

灰、蓝、棕、黑、白、红的颜色组合让我想到天然和人工，石头、水泥、尘土、
巨岩。

文化相异，人性相通。 

工人在田间弹奏着布鲁斯

爵士乐带出城市和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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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男人

中文普通话里有太多方式说“开灯”“关灯”，全看语境如何。

布鲁斯……这是每个人都能感知的音乐，我们都懂布鲁斯

我们都想弹奏

掌控，失控

城市之中，人山人海，诸事喧嚣，身处其间，偏偏更添迷失与孤独。

我们同病相怜。

一脉相承的是什么——人们的共鸣之处在哪里？

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一些人称其为轮回

观众是我们最后的元素……于我而言，也是最令人惊喜的元素。我对此并没有设定
预期，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看待我的作品。我和本慎重考虑了新剧场的空间规模，考虑
了作品如何才能融入场景，但是我不去想观众的事，他们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也无
从理解他们。多年来，我已对此萌生倦意，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艺术家总感到要
让自己的作品在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是难度很大的。艺术家太想将自己的作
品推向市场，而市场又素来不接受挑战性强的作品，因此情况糟糕的时候，艺术家可能
会因为压力而失了风骨和梦想。但是，试演当夜剧场满座，在沙德勒之井大小般的剧院
里满是观众，热情袭人。观众对作品的反响异常热烈。人们大笑、喘息，看来是真正享
受观赏的体验。放眼看去，他们实实在在是大吃一惊，但又不至于惊慌失措，他们真心
好奇，在一个文化交流的舞台上，这些新作品能有怎样的表现。至于当晚我本人的作
品，虽究其本质是概念之作，却大受观众喜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脑海中的“中国
观众”不知何故发生了变化，破茧成蝶。

对于文化和国际艺术实验的未来我满怀希望。在交流活动的困难和挑战中勇敢坚持
让我有了惊喜的新发现，交流不畅有时也是好事！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过程，以此互相了
解，这样的经历和对彼此的欣赏远比通过语言交流要来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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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舞者冯琦和宁琦  摄影：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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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北京之热情款待  摄影：本•阿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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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艺·舞动无界舞者的身体中心重力
分析

【摘要】
本文采用拉邦动作分析1（Laban Movement Analysis）法，特别应用两项重力质理论，作
者本人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本文对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简称TNUA）和北京舞
蹈学院（简称BDA）两校的舞者进行了比较分析。文中重点分析了如何使用拉邦动作分
析之劲力元素（特別针对重力元素）中提出的“身体中心与重心”。2011年和2012年作者
参加“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期间对两地舞蹈排练过程进行了持续观察。2012年10月、11
月间在北京参加“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三周时间内旁听了北京舞蹈学院的课程，通过
观察后认为，虽然两地的舞者都有中国舞的背景，在现代舞和传统中国舞的训练方式上
也较为相似，但两组舞者在训练过程中都采用了不同的中心重力，动作间舞者采用了独
特的个人空间概念。作者是一位持有证照的拉邦动作分析师(Certified Laban Movement 
Analyst/CMA)，拥有东亚和美国舞蹈界的丰富经验，她观察两地舞者在集中排演和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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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阶段对编导要求的响应情况，并通过拉邦动作分析法对响应情况进行分析理解。分
析数据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训练的课程提供了重要的教学信息。

通过在2011年台北“跨艺·舞动无界”活动中引入该分析方法推动了东亚体系之外分析
方法的应用，以下论述表明，人们关注在同场表演中不同文化的表现和观众的反馈：

 东西方艺术是否真如有时看起来那般泾渭分明？在这个变化不止的世界里，不
同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判方式在跨越彼此间可能存在的语言、文化、地缘政治和
地理距离的鸿沟之后能对彼此表达些什么？表演永远是合作的过程——可能是艺
术家之间的合作，或是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合作。如何跨越不同文化和不同参与
者之间的差异拓展这种合作呢？“跨艺·舞动无界”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学者、
决策者和观众汇聚在一起，共同创作、观摹作品、发布博客，向学术期刊和媒体
投稿，在工作室、舞台和网络上等场所彼此对话，对上文中的问题进行解答。

(Lin,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11)

工具——拉邦动作分析

本文着重论述了排演过程、北京舞蹈学院课程观摹情况、各地（英国、美国、北京
和台北）的学者交流情况、以及北京“光与水”（2012）和台北“不确定的等待”（2011）
两场活动中涉及的著述。参与这两场活动的编导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三地，各自
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举办该活动也让他们得以展望和开拓舞蹈合作的新的可能
性。2011年和2012年参加活动的舞者皆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和北京舞蹈学院，两组舞
者的参会为该比较分析工作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本文所提供的分析和阐释使用了拉邦动
作分析法，能够锁定不同训练背景的舞者在舞蹈动作中表现出的差异。两组舞者同根同
源，学习的舞蹈形式也互为相似，但是从表现来看，来自不同社会文化的舞者吸取的舞
蹈概念不同，接受的技术训练教育也各有不同。研究结果指出，通过使用拉邦动作分析
研究探讨以上差异可阐明各组舞者的地域性差别。

拉邦动作分析和拉邦舞谱以同一理论框架为基础，通过“关注空间方向、运行路线、
弯曲程度、各关节的伸展和转动”记录分析人体动作。2该理论体系由鲁道夫·拉邦
（Rudolf Laban 1879—1958）和相关业内人士共同开创，全球高等教育的舞蹈教程多数
采用该动作分析理论。通过学习，舞蹈从业人员可使用该理论体系诠释人体动作及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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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罗宾·科尼（Robin Konie 2011:1）将拉邦动作分析定义为：“用于人体动作观测、
描述、指令、表演和诠释的理论和体验系统”。当然，所有的理论体系都不可能宣称做
到文化中立，但本文作者在台湾和美国舞蹈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结合特定的地域
和学科背景对数据进行解读。

拉邦动作分析包含四个元素，即身体、劲力、动作外形以及空间和谐。四大元素
中，劲力元素强调表演者动作的内在意图。通过劲力元素可以解读不同文化和训练背景
在舞者身上的体现情况，进而影响舞者在舞台上的个人表现。此外，本文也在相关处应
用了身体、动作外形和空间和谐等其他拉邦的三大元素。

拉邦将劲力描述为具备重力质、时间质、空间质和动力流动质3四大因素的动力。运
用劲力作为分析模式的部分原因是训练舞者的自我分析能力，让舞者能够感受到动作和
内在意图的细微差别。对于舞者来说，通过长期练习，这些技术将与身体水乳交融，劲
力元素意识也终会成为惯性。下图展示了四大劲力因素和用于动作特征描述的两组反义
词。

表1：劲力元素表

劲力因素 活性劲力 惰性劲力

空间质 直接（一针见血） 间接（漫无目的）
重力质 强烈（撞击、有力） 轻巧（精致、轻快）
时间质 突然（惊人、意外） 持续（连续、无尽）
动力流动质 节制（有控制的收放） 自由（率性流动、不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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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和帕特•德贝纳姆（Kathie & Pat Debenham, 2008）在下段中讲述了重力质与舞
者情绪及意图之间的关联，而舞者的情绪和意图又能自然反映其学习训练背景，在观察
北京和台北两地舞者的重力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指导舞者培养重力激发意识以获得表现力，他们是在使用强度和力度，还是用
意念控制重力，营造一种与世无争的精致感？时间上看，他们是动如闪电之迅，
还是营造时间停滞、超越时空之感？帮助我们的舞者掌控动作的“饱满”感，这将
让他们超越已完成动作（即动作本身），趋近动作之外的表演。通过内心领会和
肢体表现，舞者就能完全表达动作的意图。

(Debenham and Debenham 2008)

拉邦动作分析的效用因此也得以提升，因为我们能够以其严密的分析体系为工具了
解身体动作，进而看清动作特征中的细微差异。在对舞者内心意图的研究中，该分析体
系能够生动展现舞者的特质和长期舞蹈训练的成果，从而让该项目中的编导和学者可对
差异之处进行分析和讨论。

结合背景开展项目研究

来自北京舞蹈学院和北舞青年舞团的10名舞者于2011年盛夏来到台北，另有学院的3
名中国舞教师与他们一同前往担任编导。来自台湾的40名舞者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台
湾舞者多数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多数舞者舞蹈训练背景相同，因为他们大多接受了
相同的大学部教育课程，部分参与活动的台湾学生是仍在攻读表演专业的研究生。

他们的任务是参与完成一项创作研究活动并呈现舞台作品，他们知道各国学者将会
对活动过程和作品进行观察和讨论。应英国密德萨斯大学“跨艺·舞动无界”办公室的邀
请，7位来自英国或其它国家的学者和5名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界学者共同赴会，同时参
会的还有3名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学者和8名来自台湾其它大学的学者。最后一天的
学术论坛，参与者包括来自其它5所大学舞蹈系的110多名观众，而当晚演出则有超过
300位观众。白天的学术论坛有一个环节是由10名编导展现他们的创作思路和对于创作
过程的看法。编导们特別提及在排演阶段，舞者尽全力的显现他们舞蹈最高能力，获得
所有编导的赞许。几乎所有编导都尽情观赏，同时也认识到，舞者一面要不断调整动作
达到理想效果，一面还要兼顾保留作品的核心编排，确实十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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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活动观察者和策划案主持人，笔者所掌握的内部消息皆以与学者讨论、排演阶
段的观察和台北活动期间调解的数次纠纷为渠道获得。台北“跨艺•舞动无界”网站收集了
活动信息并进行了报道，活动全程和各位学者的研究发现由此被记录下来，方便对相关
信息进行讨论和分享。活动的首要目标是在2014年活动尾声时著书立作，该目标目前尚
在进行中。笔者由于当时尚要承担管理工作而无瑕兼顾网站书写，因此当时整理出本文
中相关研究成果的草稿，未能在2011年活动的网站上分享相关信息。以下是笔者根据不
同排演阶段、会议和表演期间的观察发现所作的自我书面记录：

 舞者的选拔需要从80名申请者中进行，选拔过程中，相对现代舞、中国舞或抒
情芭蕾背景较强的舞者似乎让北京舞蹈学院的编导更感兴趣。一位北京舞蹈学院
的编导甚至从自己学校的舞群中挑选出大部分舞者，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些舞
者已经具备了她所寻找的风格。来自英国的3位编导则认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舞
者很适合他们的舞蹈。选拔过后的会议中，作为策划案主持人，我还特意对所有
编导进行了提醒，要求每位编导的队伍都要同时有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和台湾舞
者，如此才能实现增强参会各方合作的目的。

(Wang 2011)

作者还发现，不仅编导想坚持舞者的选择是属于熟悉自己的动作者，连舞者也在选
择动作熟悉的舞作和舞风、希望参与他们能够应付自如的舞蹈。下面这篇作者的笔记说
明出，在三周排练时间内完成一部可堪表演的作品，舞者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一位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舞者向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编导提出要求，希望
能够换跳別支舞，因为才排练一天，他已经发现自己不能按照编导的要求表演好
这种风格的舞蹈。并且，他很想去跳另一位台湾编导的舞，在“跨艺·舞动无界”
之前他早就在寻找机会和那位编导合作了。他的请求遭到拒绝，而且被说服回
到指定的舞蹈角色。在最后的展演中，这支舞蹈效果极好，舞者本人表现尤为出
色。他自己对我说，这段经历对他及其后来的舞蹈有巨大的影响。

(Wang 2011)

这位男舞者毕业于2012年，通过对他的观察我发现，在项目开展期间把他难住的动
作特征后来却改变了他。过去他习惯只表演某些动作特征（如肢体单线条的伸展动作是
他的长项），而现在他已经摆脱了这个习惯。他还学到如何将重点转向某些细微的动作
（如细微手势和躯干复杂的扭转等）。他现在能充满自信地展示抒情动作，结合微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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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扭转和拉邦动作分析当中的轻巧劲力(Light Effort)，不像过去总是习惯使用强烈重
力质和直接空间质因素作为动作样式。

几位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虽然他们对自己学院的导师很
礼貌很顺从，但他们想跟的是某一位来自北京的编导，因为北京的编导使用的是他们熟
悉的舞蹈技术。在我的观察中发现，离家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全新环境，已让他们感觉压
力，加上求好之心，更造成他们的焦虑。以下为舞者之间的对话，系笔者在一次非正式
访谈中记录：

 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在刚开始排演的时候总是很安静。他们拼命想要领会台湾
编导的指令，而台湾编导讲的中文带着一种他们不习惯的口音。而且，他们听英
国编导讲话还要依靠翻译。他们遭遇的挑战不单是语言障碍，还有这些“异族”的
命令，他们要对编导的指导立刻作出动作上的反应，而这些实验且具探索性的动
作又如此不同于他们以往见过学过的动作。有时舞者可以完成一些与要求动作相
对接近的动作，但是动作特征却不符合编导的预期。另外，他们比较习惯偏自由
流畅的动作，而编导要求的却是沉重、踏实的动作。

（Wang 2012）

即便如此挑战，在最后登台表演时，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其实完成了让所有编导都
满意的动作。一位台湾编导说他很高兴，因为他“带出”了每位舞者的潜力，而每位舞者
无论是来自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这位台湾编舞者还补充说，激发
不同背景的舞者在他的作品中彼此交融实为快事。他认为用自己的作品完成“跨艺·舞
动无界”的主题恰如其分，因为在创作过程中既有“不确定”也有“等待”。这位编导还在小
组演示阶段播放排演期间所录的影像。他开心地称整个过程为释放人体内在潜力之路。
（布拉瑞扬2011和2012）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个举办地点——北京，10位来自台北的舞者和20位北京
舞蹈学院的舞者在飞雪的寒冬相会，共同参加2012年10月在这里举办的活动。因为活动
改在学期内举办，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无法将原定的舞者带到北京。因此，赴京舞者的舞
蹈背景十分相同，其中三人还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一年级新生。10位舞者中有9位在
台湾接受舞蹈训练，还有1位来自意大利。莫罗·沙驰 (Mauro Sacchi) 是舞蹈研究院理论
组的留学生，同其它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舞者的舞蹈背景大为不同。因此在北京开展的
研究重点关注5位有类似舞蹈背景的舞者，他们都曾学过玛莎·葛兰姆 (Martha G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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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技法、中国舞、芭蕾、太极、武术、台湾原住民舞蹈及其他台湾训练课程中囊括
的舞蹈形式和风格。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因其严谨的艺术专业培养知名。学校开设了高中到博士阶段的课
程，240名学生受教于20位国际以及国内舞蹈专职教授以及50位兼任教授。从高中到大
学部的7年舞蹈训练课程虽与美国舞蹈学校学制类似，但学校也意识到舞蹈理论课程的
重要性，因此还教授包括拉邦动作分析、舞蹈动力学、舞蹈鉴赏、东西方舞蹈史等等舞
蹈理论课程。上文中所述各不同形式和风格舞蹈技术课程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在现代舞领
域执业，有些甚至还能去专业的芭蕾舞团跳舞。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中西舞蹈并
重，以下为专业训练内容介绍：

  通过在高中阶段开展严格的舞蹈训练，为学生专业从事舞蹈职业打下良好的基
础。三年高中课程包括两方面学习：通识教育和专业训练。

专业舞蹈技法课程包括西方舞步、东方舞步、即兴创作和实习阶段。为期四年的
大学部教程要求学生掌握东西方舞步的相关技法。东方舞步课程包括太极、中国
戏曲动作、中国武术和印尼舞蹈等特色课，西方舞步课程则注重古典芭蕾和现代
舞教育。学生可从东方舞步和西方舞步中二选一作为主攻方向。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网站：课程资讯 2013)

来自北京舞蹈学院参与“跨艺·舞动无界”策划案的舞者都出身中国古典舞专业，这
一点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情况有所不同。下图由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提供，也可在学
院网站上搜索。该图表明北京采用的舞蹈训练方式与台北相当不同。除基本功和技巧素
质课程外，它还比较注重传统舞步训练，如身韵4、袖舞5、剑舞6、敦煌舞7、武术和戏曲
8等。北京舞蹈学院还采用剧场保留剧目和知名精选舞蹈作为日常技法训练的补充。

在北京期间，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和英国的几位学者观摹了北京舞蹈学院的中国身韵技
法课。授课的男老师高度强调脊柱扭转动作，即躯干呈螺旋状扭转以及采用环形轨迹展
开动作。他在教学中的说明和熊卫在台湾开创的太极导引技法课相近，云门舞集多年来
善用这些技法。笔者观察发现，其中充分运用了空间不确定的间接劲力和圆弧形状，即
拉邦动作分析术语中的空间曲线(Arc-like Directional Shape) 。另一个教室的一位年轻女老
师也展示了劲力因素的同类特征和空间的环形路径，但对身体中心、腰和盆骨的使用较
多。同一教室另有一位资深教师在旁口头辅导教学，配合这位年轻女老师做了一些动作
的演示。这位资深教师指导学生开始时要深呼吸，提醒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到身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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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北京舞蹈学院网站：古典舞系主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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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位老师在教学中发出了相同的指令，但较为资深的那位在后来演示时，动
作的重心较低。另外，在教授身韵课程时，两个班的老师在下沉起势之前都有预先做了
重心先上提，再启动的动作。笔者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舞者动作进行分析和比较时发
现，身体中心的使用及其与重力的关系是两者最大的差异。

总结
关于既有长期的舞蹈训练造成舞者动作特色的重大意义，本文中已多有例证，其中活

动排演阶段观察的相关情况更为力证，因此，在得出结论之前要对以下几点进行明确的说
明。第一，2011年和2012年“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中的北京舞蹈学院舞者专业都是中国古典
舞。通过北京舞蹈学院网站和参会舞者的访谈可知，现代舞并非该专业必选课程，而有志
于专业在现代舞领域发展的台北艺术大学舞者则接受了从美国现代舞到欧洲戏剧技法等大
量不同风格舞种的学习。在台北艺术大学大学部学习的四年中，舞者规定要学习各种不同
舞蹈风格的课程，事实上，要比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的课程更多样化。另有一点或许值得开
题专门研究的是，通过课堂和排演阶段能看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的差异。
或许因为台湾舞蹈国际交流交往的历史较长，台湾教师和编导的教学偏重以学生为中心，
灌输式教育偏少。台湾舞蹈界在70年代后期之前受美国影响，此后由于美国政府资助美国
知名现代舞团赴台访问，台湾更进一步受到美国舞蹈的影响。这些美国知名舞团包括玛
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荷西•李蒙 (Jose Limon)、摩斯·康宁汉 (Merce Cunningham)
、保罗•泰勒 (Paul Taylor) 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对于后来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任教的这一
代舞蹈界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外，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创始人、系主任林怀
民先生在1973年他本人的首演之前就将葛兰姆技法带到台湾，培养出台湾第一代现代舞专
业舞者。这些舞者主要从事三个科目的教学工作，即美国现代舞、中国京剧动作和俄罗斯
芭蕾。由于美国的影响，稍后也推动了即兴表演和创意舞蹈教育的发展，经由创意的训
练，因此年轻一代的台湾舞者敢于尝试新的舞蹈风格。除各种技法因素之外，台湾舞蹈学
者在高等教育领域非常活跃，他们很多都是90年代自美国和欧洲修完博士学位学成归来。
他们为舞蹈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启发年轻舞者对自己的表演开展深入思考，并通过所学到
的新知识帮助自己的表演。另外，编舞也不再仅仅只是应用从前辈师长处学习或借鉴的技
法或风格，而是出于个人兴趣和关注点创造新的主题、风格和动作。新一代表演艺术家的
目标是力争在舞蹈界发出新声。近代以来，以上差异对两地影响深远，在对比北京舞蹈学
院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者的研究中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还教授台湾原住民舞蹈、少林功夫民间艺术风格
和京剧武术课程。以上舞蹈形式结合使用中心重力，具有强而有力的能量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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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大陆和台湾舞者在“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中对重力质的处理方式不同。
北京舞者采用下沉稳定前先提升重心的方式，这点在上面北京舞蹈学院课程观摹记录中
已提到，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舞者则直接触地，不采用以上空间曲线，因此在完成编
导设计的点位时速度更快。在布拉瑞扬·帕格勒法排演《勇者》（布拉瑞扬2012）的过
程中，与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相比，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舞者动作速度更快，使用强烈
重力质元素更多。但是，在骆佩玲作品《河流》的表演中，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则能更
好地表现出身体的柔软线条，特别是有一位于2011年曾参加台北“跨艺·舞动无界”活
动，来自黑龙江的女性领舞演员表现尤为出色。她能通过身体曲线展现丰沛的情感，肢
体动作欲放先收，体现出她的表演成熟走心。有趣的是，一年前参与项目之后，她在
2012年再一次于北京参加“跨艺·舞动无界”，她的表现更为成熟，动感更强。

两地舞者都在各自的学校接受了大量训练。通过不同训练系统的塑造，他们形成了
各自独有的动作模式。通过“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作者发现了训练系统对舞者所蕴含的
深层意义。通过在2011年和2012年“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课程观摹、创作过程和表演
阶段使用拉邦动作分析工具，研究者得以确定北京舞蹈学院和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独有
特质，并研究出该特质与各自训练课程的相关性。在2013年伦敦举办的“跨艺•舞动无界”
活动中，表演者有伦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和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对于使用拉邦动作
分析的研究者来说，该活动提供了一次珍贵而又极具挑战的机会。活动相关研究报告尚
需来日发展。然而，令人欣喜的是，所有成员都能通过该活动再次会面，继续在这次重
要的交流活动中携手探索、认识身体动作的方式原理、了解舞者内心意图对跨地交流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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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拉邦动作分析由鲁道夫•拉邦创立，可鉴定动作特征，用于舞蹈研究领域，是人体动作分析的常用方法。

2. 纽约大学动作实验室为动作捕捉工作室，该实验室研究团队致力于各种人体动作的分析和动画绘制。位
于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交互式电信）和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视觉学习图像）。负责众多计算机科
学、舞蹈、表演艺术、动画、医学研究和其它动作捕捉技术使用学科的跨界项目。该实验室由纽约大学、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海军研究署和斯隆基金会共同出资建设。

3. 劲力为拉邦动作分析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共有四个因素，可分析动态动作的动作特征。

4. 身韵，或“精神之身法韵律”（Shao，Wilcox引用，2011年）。《技艺辩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舞蹈，1949—200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检索网址：http://escholarship.org/uc/
item/5ms5j3tb

5. 袖舞，因表演者长袖而得名，为中国古典舞，见潘鑫，张雅宁2011《长袖舞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当今舞蹈的
影响》载《大众文艺》2011年18期，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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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剑舞，该舞种以剑为主要表演工具，见李英等2004《“剑舞”考论》载《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

7. 源自敦煌丝路中雕像及其它图像来源的舞种。参见http://arts.cultural-china.com/en/96Arts4833.html

8. 戏曲，自中国古代歌舞演化而来，为传统形式的戏剧和音乐剧，其中尤以京剧最负盛名，见王克芬（1985
年），《中国舞蹈史话》，外文出版社，北京。

9. http://www.bda.edu.cn/，北京舞蹈学院官方网站中不再提供图1。因学院开展机构改制（2015年12月完
成），官方网站出现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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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艺•舞动无界

斯蒂芬妮•萨克森迈尔 STEFANIE SACHSENMAIER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

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协同动作方式：
关于舞蹈实践中跨文化遭遇和交流的
思考

【摘要】
在推动”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过程中，每次都会紧密结合活动中各参与者所在国家之间
复杂的历史瓜葛、现存的政治纠纷以及盘根错节的文化关联，并以此为基础设置发起一
系列相关活动流程。该项目集中了来自北京、伦敦和台北等地的舞蹈从业者，安排他们
共同合作创作公演舞蹈作品。本项目旨在实现来自不同地域，行事风格和思维模式各异
的舞蹈从业者之间的文化融合。文中笔者以早先在合编文集《表演实践合作：前提、运
作和失败》（萨克森迈尔：原著编者科林和斯蒂芬妮•萨克森迈尔，2016年）中发表的
作品为蓝本，进一步拓展思路，思考了跨文化接触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跨艺•舞
动无界”项目不仅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域的舞蹈从业者共同创作舞蹈作品，同时还设置了
舞蹈从业者以及不同地域既定舞蹈实践之间的相遇空间。笔者探讨了编舞实践的不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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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重点关注全球研究及翻译领域相关问题，同时主张以上编舞实践既保留了各自的内
在逻辑和行为方式，同时也催生了“非语言”的“新式体验”。

  该表演研究项目汇聚了来自北京舞蹈学院、台北艺术大学和英国院校的艺术家
和学者，通过表演艺术进行跨文化对话和交流。

（班纳曼2013“跨艺•舞动无界”）

来自不同地域、或许背景也不尽相同的舞蹈从业者参与同一研究项目开展舞蹈编创
工作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舞蹈排演过程向观察者开放，同时加强参与者与研究者
之间的交流，会发生怎样的争论？应如何对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异同以及现存的偏见、信
仰和期待进行建设性的思考？开篇的这些问题明确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人工化程度较高
的舞蹈或基于运动的表演的创作环境，该环境在“国际化”或“文化间”或“跨文化”表演研
究的框架下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结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我们或可提出另一个问题：此
时掌握权力、行使权力的是什么人？在这种权力分配不均的环境中，不同的活动参与者
会遭遇什么问题？

自2011年起，笔者作为“学术”研究人员一直在参与“跨艺•舞动无界”项目，该项目汇
聚了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的从业者和研究人员（以及来自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
笔者在本文中所采用的立场和视角主要由该项目组织的讨论活动、会议和博客整理归纳
所得。自笔者加入以来，该项目分别于2011年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TNUA）、2012年
在北京舞蹈学院（BDA）、2013年在伦敦当代舞蹈学院举办。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舞蹈
从业者和研究人员在项目期间相遇，每次参会笔者都特别关注如何就这些相遇展开有益
的思考。下文中笔者集中论述了“跨艺”项目活动中因各种文化碰撞而出现的问题，包括
在大会组织的对话和辩论活动期间、舞蹈工作室实践调研中，以及在活动尾声台北艺术
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和伦敦当代舞蹈学院舞台展演期间必须进行的言语交流。

“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汇聚了来自北京、伦敦和台北的舞蹈从业者，参会者承诺根据大
会设置的标准合作编创公演作品，发起该项目的目的即参与不同地域、具有独特行为方
式和思维方式的舞蹈从业者之间的文化翻译过程。笔者有幸观察到，在大会持续推动的
每次交会中，都安排了许多互为关联的工作事项，这或许正好契合了参会者所属各自国
家或地区之间的历史、当代政治和文化碰撞。以上工作事项和各种碰撞都因交会而起，
或许也因此导致了事情的复杂性和难度，下文中笔者将选择一部分内容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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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郭磊作品《面具》排演现场，舞者：黄煜腾、王博、Katie Cambridge、赵知博、武帅、腾越，2013年伦敦“跨艺•舞动无界”，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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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笔者将以此前在拙作《误解有益：“跨艺·舞动无界”为当代舞蹈实务论战提
供跨文化合作地带》中提到的观点为基础，围绕由舞蹈领域跨文化相遇而产生的相关问
题展开思考（Colin & Sachsenmaier 2016）。“跨艺·舞动无界”所做的不仅是将不同地方
的业内人士汇聚起来创作舞蹈作品，同时还为从业者和舞蹈实践布置了相遇空间——在
不同的文化地点和空间以规定的方式开展舞蹈实践。在该项目中不仅进行了舞蹈实践交
流，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还催生了所有项目参与者的特殊体验。这些体验固然促进
了参与者的改变，但笔者认为，这些体验同样会引人思考当代舞蹈实践的含义。下面笔
者将评述契合编舞实践流程要求的研究计划，以及通过编舞实践所带来的知识成果——
笔者将此变化过程称为“非语言变化”。

研究架构

正如克里斯多夫·班纳曼（Christopher  Bannerman，上文中引文作者）明确提出的，
受邀参加“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舞蹈从业者个体也必然代表的是某个（研究）机构代
表，或更宏观来说，代表某一地域——如中国大陆的北京舞蹈学院（Beijing  Damce 
Academy）、台湾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伦敦的
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以及合作机构（如伦敦当代舞蹈学院（The  Place））。另外还有来自日本和美
国的学术研究人员。根据该项目的特定规划框架，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的专业编
导人员以及来自各地的舞者合作创作新的舞蹈作品，其中有职业舞者，有些正在接受舞
蹈教育。各届“跨艺”项目的设置安排都不尽相同。在台北和北京的活动（分别于2011年和
2012年举办）中，来自北京、伦敦和台北的编导仅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和国立台北艺术
大学的舞者合作，而在2013年伦敦的活动中，每一个编舞作品都有三地舞者同时参加。

值得强调的是，“跨艺·舞动无界”并非公开举行的专业表演艺术项目，而立足于学
术研究范畴。活动框架是针对研究要求设置的：这就意味着编舞作品必须在特定的时间
段，针对某一特定的主题进行创作，并要求编导和来自不同文化框架的舞者开展合作。
另外，排演过程将对参会学术研究人员开放，项目鼓励学者和舞蹈从业人员展开讨论，
每届“跨艺”项目都做到公开展演和学术会议两方面都尽善尽美。在2013年伦敦的活动
中，联合总监克里斯多夫·班纳曼明确将“跨艺·舞动无界”定义为研究项目，引用了上
文中的原话：

  该表演研究项目汇聚了来自北京舞蹈学院、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和英国院校的艺
术家和学者，通过表演艺术进行跨文化对话和交流。

（班纳曼 2013年“跨艺•舞动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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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该项目为舞蹈从业者和学术研究人员提供了交流的场合，同时强调“交流”这
一观念，笔者认为“交流”的本质至少需要分享各自的惯例成规。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于
分享过程的强调即是重点关注各自特有的行为方式、创作方式和审美情趣，就像在各自
所在的院校和地域创作作品一样。但是相对的，“交流”这一概念比较复杂：可分为几个
层次——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参与者是否代表了某个地域或机构，但同时这些来自不同地
域的参与者还是要共同创作，该项目从一开始就有折衷处理的要求。每次编创过程中重
中之重就是既要代表“自己”，也要对“新事物”和“他人”持开放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艾琳·曼宁（Erin Manning）关于研究型创作（Manning  in: Colin & 
Sachsenmaier  (eds.)  2016）的探讨似乎值得关注。欧文·查普曼（Owen  Chapman）和
金·所楚克（Kim  Sawchuck）称，在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常用到“研究型创作
(research-creation)”一词，相当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实践型研究(arts-based  research)”或
美国的“艺术本位研究(arts-based  research)”（Chapman and Sawchuck  2012：5-6），曼宁
在表演实践的特定范畴内将该词定义为“思考和行为相关领域的横向活化”（Manning 
2016：138）。她发现，该定义与许多实践型研究领域的学者观点不谋而合，如米歇
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984）中提出的“创作本身就是思考，而构想本身也是实践”（Manning  in:  Colin  & 
Sachsenmaier (eds.) 2016：134）。

参加“跨艺·舞动无界”这样的大型项目要求关注项目特定的研究计划，每位参与项
目的编导都同意了参加研究计划，可其中有些编导至少不太会把自己的作品视作曼宁所
说的研究型创作。从研究型创作的角度来说，每个编舞作品都要解决特定的研究问题，
例如，代表不同地域的舞蹈从业者能在一起工作吗？合作顺利吗？创作过程中会发生什
么问题？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怎样的协商？各地来的项目参与者在舞蹈创作过程中会争
论什么问题？各地来的参与者都带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和理解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难
题或误解？会有什么样的发现？来自不同地域的参与者如何进行交流？交流过程中会遇
到什么困难？

按照曼宁的观点，研究如何解答上述问题时，需要该研究行为能契合上文中提到的非
语言要素来开展，因为“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中的特定编创过程意味着有潜能创立“新的
知识形式”（Manning 2016：133）。有趣的是，就该项目而言，曼宁直接引用了投机实用
主义理论阐述的不能将主体视作“出发点”，以活动本身为基础才能构成“体验主体而不是
体验之外的主体”（Manning  2016：135）。更具体的是，曼宁定义了德勒兹（Deleuzian 
1989）式传统下的研究型创作过程，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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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型创作产生新的体验形式；能为迥然各异的实践方式提供集体表达的渠
道；同时又谨慎地承认：常规的调查控制模式往往不能评定其价值；研究型创作
能够产生新的非语言知识形式；能够基于新知识形式创立有效的流动控制策略；
对教育、实践和集体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新思路。

（Manning in: Colin & Sachsenmaier (eds.) 2016：133）

曼宁的论述虽不针对跨文化舞蹈实践领域，却可在该领域审慎使用她的观点。上文
中，曼宁提出了一种以参会从业者体验过程为中心的观点模式。笔者建议将该观点模式
应用于“跨艺”项目的各编创环节当中。笔者亲眼见证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参与者在日常的
排演和表演工作中表达和磨合出的“关联关系”，在笔者看来，创作过程本身就要求加强
对此“关联关系”的关注、感知和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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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舞实践例一

郭磊作品《面具》：“中国文化与当代意识的融合”

在某些实例中，可以明显看出，某些编导在为跨艺项目编创作品时，会刻意表现某
种已有的舞蹈传统范例。2013年伦敦“跨艺•舞动无界”活动中，编导郭磊依托中国傩舞中
面具这一古老传统，创作作品《面具》。创作旨在“融合中国文化与当代意识”，让观众“
体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同时呈现古今以及文化的融合”（2013年“跨艺•舞动无界”郭磊
在“编导访谈”中如是说）。

上文中已提到，“跨艺”项目有一个规定，即每位编导都要与来自三地的舞者合作，
缺一不可。有趣的是，《面具》当中只有一名来自伦敦的舞者，其它舞者全部来自北京
或台北。可能是由于缺乏中国舞蹈传统为基础的训练背景，这位伦敦舞者卡蒂•剑桥
（Katie  Cambridge）总是显得“与众不同”。《面具》的编排结构紧凑，舞者并无太大动
作创作空间，因此能感觉到卡蒂作为唯一一位西方舞蹈背景的舞者在完成这部高难度作
品时所付出的努力。人们对她赞不绝口，夸她“表现好”，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在表扬她能
克服训练背景的差异，战胜掌握中国传统舞蹈特有元素时所遭遇的困难。

在这则编舞实例中，笔者要进一步重点强调的是一个在研究中难以验证的概念，即
参与到项目中的来自不同地域的代表者们的险境。笔者担心的是，很多人“感受”到了文
化触角的重要性，却不见得有办法在实践中锁定文化触角。通过与当时在场的人闲聊，
笔者认识到，参会者中并非只有我认为郭磊的编舞作品似为深植于中国古代传统，从西
方观点来看可能根本不能被定义为“当代”舞蹈。然而参加过三届“跨艺”项目之后，笔者
确认自己在此方面有所疏失，在许多看来确为“传统”的编舞作品中，实际上挑战了传统
的舞蹈元素，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实践者和研究人员称之为“当代中国古典舞”。换句话
说，“当代”即当时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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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郭磊《面具》作品演出，舞者：黄煜腾、王博、Katie Cambridge、赵知博、武帅、腾越，2013年伦敦“跨艺•舞动无界”，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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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对于“当代”的不同观点

在审视参与活动的从业者之间的关联性这一关键因素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从业者在
特定地点可能应用的不同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还要考虑他们与“他人”相遇时“他人”可
能会为合作过程带来未知的特质。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定要记住来自不同城市和机构的
参与者个体不仅对自己原有的舞蹈实践经历先入为主，同时对于从来自它处的舞蹈创作
者也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另外，他们会带来因为各自的不同的训练背景与训练体系而延
伸出的更为多样化的舞蹈和创作方式。

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也可考虑认知因素中可能出现的不同层级的过程因素。在与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同行相遇时，英国参与者对自身舞蹈实践的认知是什么？他们会对这
种相遇持什么观点？带来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另外，来自台湾的参与者在了解英国
和中国大陆的舞蹈实践后又将如何看待台湾的舞蹈实践？当然，同样对于中国的参与
者，他们在参与项目之前和参与之初也会有这些认知。那么我们或许要提问一个关键性
问题，即通过大会安排的种种体验，这些看法是如何受到冲击？如何发生暂时性甚至可
能是长期性的改变的？什么样的观点可被确认为是偏见？可能会出现什么我们之前无从
知晓的观点？

“跨艺”项目针对创意表演实践开展探索，同时也明确结合探讨全球化研究或全球历
史学以及翻译学中争论最多的几个课题，因为以上几个学科都集中关注诸如异同、联
系、相互联系和转化、文化翻译的隐形过程等关键问题。

在《一个读者的全球认知史》一书的简介中，编者马吉特•派尔努（Margit  Pernau）
和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谈到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全球相遇问
题，强调了在该领域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关注“转换、翻译和其它复杂的交互过程”，各种
形式的“方法论民族主义”视角反倒总是根深蒂固（Pernau & Sachsenmaier 2016：3）。他
们主张，世界历史的焦点应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相遇不仅导致了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产
生，也催生了新的观点和语言（Pernau  &  Sachsenmaier  2016：3）。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于：这些相遇具有重大意义，可能促成独立身份的界定和进一步发展（Pernau  & 
Sachsenmaier  2016：16）。在来自不同地域的舞蹈从业者相遇的背景下以及合作共事的
过程中，可能需要进一步强调或可称之为参与者身份的相关事项：在与“（舞蹈界）他
人”相遇的过程中，对方可能会给该参与者带来其它的特质特性，此时尤其应予以强
调。上文中已简要提及，郭磊的《面具》中有一位非中国训练背景的舞者，或许这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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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了该作品区别于中国文化背景下舞蹈训练的独特性，相对来说，这也与“欧洲”传统
有所不同。

“跨艺”项目中明确界定了不同地域、不同机构的舞蹈，我们还要通过该项目创作全
新的、不拘泥于特定舞蹈传统和技术训练形式的编舞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如何定
义参与者的身份？笔者认为，绝不可仅凭跨艺活动中的特定事件就泛化中国大陆、台湾
和英国的舞蹈。同样，笔者还认为，来自不同训练机构的参与者也不会允许对舞蹈做如
此宽泛的比较分析。例如，英国评论家能够轻易分辨出兰伯特舞校背景的舞者和其他当
代舞从业者的区别，而以中国的角度看来，中国古典舞和当代中国古典舞差异明显。换
句话说，为避免跌入大而化之的陷阱，当前的重点不应放在解决中国舞的问题上，而应
关注不同地域的舞蹈从业者相遇时出现的困难、障碍和可能性。

但是还应当注意到，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三地舞蹈实践和从业者中业已存在的历
史层级。英国在该项目中难免作为“西方”属性的代表，而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则存在历
史纠葛，两者间有特定的权力格局和社会文化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文化失联。英国
和中国在19世纪鸦片战争时期曾有一段殖民史，而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则历来紧
张。此处要声明的是，台湾自称的中华民国仍有争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台湾岛
应视作其国内省份之一。

“跨艺”项目虽然并非明辩政事之地，却一直在探讨不同舞蹈文化身份的界定问题。
例如“跨艺”项目的讨论环节中有大量问题都是关于舞蹈实践的当代趋势的：如2012年北
京的活动中提出的“中国舞怎么可能是当代舞？”什么才是中国当代舞？与西方当代舞的
区别是什么？台湾的舞蹈有特定属性吗？这些问题的提出代表中国参与者认可了西方当
代舞蹈文化，或早于1中国的其它同行。

为了对本项目所涉及的不同的舞蹈实践有个基本的认识，下文中笔者将简单介绍中
国大陆和台湾现代舞实践的近期发展，考虑到多数读者和媒体或对西方当代舞近代史不
尽熟悉，笔者不多赘述。

江东在《中国当代舞蹈》（Jiang  2007）一书中概述了中国20、30年代所理解的“中国
当代舞蹈”，当时西方艺术开始影响中国，西方芭蕾和现代舞作品被搬到了中国的舞台
上（Jiang  2007：2-3）。据江东所述，在此之前，中国古代舞蹈传统已于19世纪末期陷
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通过传统中国戏曲这一媒介流传下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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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的复兴与西方的现代舞、交谊舞和芭蕾舞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Jiang 2007：13）。 
50年代，中国舞蹈迎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当时古典舞、民间舞和芭蕾都有所
发展，俄罗斯教师和编导在中国对芭蕾进行了发展和规范，新中国的舞台上上演了第一
批西方芭蕾作品（Jiang  2007：3-5）。江东明确指出1989年最为关键，当年广东省正式
引进了现代舞，建立了第一支现代舞团，曹诚渊担任艺术总指导（Jiang 2007：204—205
）。据关珊珊的说法，中国第一家独立的民营现代舞团由金星创立于1999年，名为金星
舞蹈团，创立后即在全球巡演（Kwan 2013：xxix）。

另一方面，由于曾被日本殖民统治，20世纪初期台湾密切接触日本文化达半个世纪
之久。据陈雅萍的说法，台湾的当代舞蹈也萌芽于此阶段：“日本化的西方创意舞蹈形
式，包括邓肯式自由舞、新浪漫主义芭蕾、德国表现主义新舞蹈的某些元素以及泰德·
肖恩之后的东方舞蹈等共同构成了早期台湾当代舞蹈传统的基石”（Chen  in:  Wang  & 
Burridge  (eds.)  2012：xxiii），由于后来的历史纠葛问题，20世纪中期还进而影响了中国
东北满洲里地区兴起演化而来的台湾舞。据陈雅萍的说法，后来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结
束和1952年台湾归还中华民国，台湾当时迫切希望能积极发展民族舞蹈，或称中国民族
民间舞，因此催生了混杂的舞蹈风格，时至今日台湾舞蹈仍因此而闻名。此后数十年间
成立的舞团致力于东西方舞蹈风格的融合，如林怀民带领的云门舞集至今仍享有盛名
（Chen  in: Wang & Burridge  (eds.) 2012：xxiii—xxiv）。80、90年代期间，据陈雅萍说，
舞蹈领域出现了“东方人体美学”，志在“重新定义台湾和西方世界在舞蹈编排领域的关
系”。“东方人体美学”出现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后现代舞蹈的影响，而美国后现代舞蹈
本身也受瑜伽、太极拳等东方身心合一术法的影响（Chen  in:  Wang  &  Burridge  (eds.) 
2012：xxv）。

台湾积极发展已在岛内流传数千年之久的民族舞蹈传统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民间舞和
古典舞（Chen in: Wang & Burridge (eds.) 2012：xxvi—xxvii）。要了解台湾当代舞近期的
发展趋势，最简单的就是看看目前主要的台湾编舞家和舞蹈从业人士，他们都非常熟悉
西方的舞蹈形式，很多人都曾在美国和/或欧洲学习过或活跃在当地专业舞蹈圈，回台
之后他们会热心汲取传统舞蹈养分，培育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舞蹈形式。一个非常有名
的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云门舞集，该舞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培训体系，包括芭蕾、现代
舞技巧和源自中国武术和书法的技巧（Chen in: Wang & Burridge (eds.) 2012：xxviii）。

此处概述的历史演变同时也推动了舞蹈训练体系的建立，北京舞蹈学院和国立台北
艺术大学各司其职。两校的舞者在学习西方芭蕾和其他舞蹈形式的同时，也学习中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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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台北国立艺术大学的培养目标是“融合东方与西方，跨越传统与现代，兼顾学术与
实务”（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  2016）。舞蹈生须接受七年课程（三年高中、四
年本科），包括东方舞蹈、西方舞蹈、肢体开发，另设有研究生课程（国立台北艺术大
学 － 舞蹈学院 2016）。

北京舞蹈学院不仅被认为是在中国最负盛名的舞蹈学校，而且在全球艺术类院校中
风评极高。建校60年以来，学院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坚持“高举旗帜、
文化引领、依法治校、和谐发展”的工作思路，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世
界优秀文化，集中力量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舞蹈艺术事业的发展”（北京舞蹈学
院 2016）。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可选择进入芭蕾舞系、中国古典舞系或中国民族民
间舞系学习。

在感知力和学校教育方面对比可见，来自伦敦参与“跨艺”项目的舞者清一色全是专
业舞者，均接受过当代舞蹈教育，对于传统中国舞蹈技巧没有进行过正规的学习。选自
伦敦的舞蹈从业者——包括舞者和编导——代表了伦敦的多文化背景，因为他们来自许
多不同的国家，但都在伦敦接受教育，生活和工作。

回到上文中提及的关键问题，该问题也曾在跨艺项目的交流中争论过：如果问到什
么是当代舞蹈，一定要记得，争论方式也会导致词汇出现不同的意义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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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舞实践例二

布拉瑞扬作品《未知…等待…》

2011年，笔者曾在台北见证台湾编导布拉瑞扬·帕格勒法的部分创作过程。当时布拉
瑞扬与六男一女七名舞者合作，除一名叫田羊取中、学习中国民族舞的男舞者来自北京
舞蹈学院外，其余六名全为台湾人。最后的表演作品名为《未知…等待…》（正好与大
会提供给所有编导的主题一致），作品名正好解释了编导特别强调舞者个性的创作过程
（Simondon [1989] 2007）。表演的第一段中，每个舞者都要介绍自己，还要说出他们自
己表演该作品的体验和感受。他们可以分享个人爱好或评论创作过程。例如，其中有一
名舞者就说，编导（即布拉）让他们每个人都要创作40秒时长的素材，她觉得这点非常
有挑战性。“今天都演到最后一场了我都没想好要跳什么”（邹莹霖在《未知…等待…》 
中说）。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田羊取中则说，他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干什么。他承认对于
现代舞知之甚少，并且认为这种舞谁都能跳。该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回答现代舞
是什么。在作品的最后，布拉瑞扬和田羊取中当众进行了以下对话：

 布拉瑞扬（用扩音器说）：跟大家说，你有没有跳过现代舞？

 田羊取中（在舞台上说）：从来没跳过现代舞。我一开始以为现代舞就是即
兴，随便舞，但是我现在有点感觉了。

（跨艺2011）

在现场表演阶段，编导也像在排演阶段一样，通过麦克风向舞者喊话、同他们交
谈。布拉瑞扬似乎还安排了一个环节，让大家讨论舞蹈是什么。

表演中还安排了这样的一段：舞者站成一条线，领头的舞者根据特定的音乐节奏即
兴表演。笔者曾在排演阶段数次看过该段，每回都看入了迷。舞者在该段中艰难挣扎，
但总能发现自己要做什么——做个人特质的动作，“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动作。当时表
演的年轻舞者们似乎已经打定主意要给彼此惊喜，要搞笑、要与众不同。

与郭磊的作品不同的是，该作品允许舞者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创作素材，舞蹈反之
又能给舞者表达感受和思想的空间。布拉瑞扬的编舞作品中强调个人特质的行为方式和
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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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事宜

上文中我们勾勒出大致的历史发展情况，我们需认识到，由于三地的舞蹈历史迥然
各异、内部关系复杂，因此关键概念的意思和内涵大相径庭。理论上来说，“合作共事”
本身就说明一定会出现需要协商的复杂情况。“现代”和“当代”与中文中的“现代舞蹈”在
不同地方的意思也迥然各异。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文化“翻译”对于解决日常的窘境就显
得尤为关键，或可借助翻译研究领域的观点破题。刘禾在她的《跨语际实践——文学、
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一书中探讨了不同语言的不可比性。关于现
代性的不同概念，刘禾提出了如下问题：

  我们说“modernity”或“modern”，中文的“现代性”或“现代”意思一样是什么意思？
这种一致性或翻译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

（Liu 1995：xvii）

刘禾承认，比较研究跨文化问题时，不可避免要处理翻译的问题（Liu  1995：1）。
在探讨“西方学术在探讨文化差异时的某些思维定势”时，她的论述与某些关于东西方差
异的既定观点不谋而合，都认同典型的西方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要探寻所谓的强势文化
和“其它”文化之间的高度差异（Said  1978，1995；Bhabha 1994）。刘禾还提醒我们，指
责西方压制东方会缓解东方的受害者情结和抵抗情绪，要注意因此出现的棘手问题
（Liu 1995：xv—xvi）。

刘禾还进一步论述到“翻译行为”与“语言的表演性”密不可分，而“语言的表演性”又和
历史的偶然性关系密切。她主张如果忽视源语境的特殊背景，则会对历史实际情况有所
误解（Liu 1995：xvii）

  以普遍共识为基础将一种文化译作其它语言意味着什么？例如，我们能否在东
西方差异的背景下谈论（或不再谈论）“现代性”，同时又做到不使用一种语言来
代表和翻译另一种语言呢？这个界限是否可以轻松跨越？是否有普适的或跨历史
基础的可靠的比较范畴？

（Liu 1995：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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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布拉瑞扬作品《未知…等待…》，2011年台北“跨艺·舞动无界”，舞者：陈宗乔、邹莹霖、许志恒、张坚志、李奕骐、黄郁翔、田羊取中， 图片：2011年
台北“跨艺·舞动无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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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艺”项目明确涉及跨文化研究领域。在该领域中，翻译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刘禾
进一步指出（Liu  1995：1），在学术研究人员同从业人员进行的口头对话，以及表演者
向观众表达的过程中，翻译行为都不可避免。对笔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跨艺·舞
动无界”这一研究项目在促进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相遇方面采用了什么方式？成功到什
么程度？能否在创作新舞蹈作品的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发展出深层次、建设性的方式对
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进行探索。限制性情境和运作中的内部组织可能会改变不同参与者的
实际操作和理解，那么这样的情境和内部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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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舞实践例三

骆佩玲作品《河流》

安妮·骆佩玲（Annie  Pui  Ling  Lok）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编导，拥有丰富的舞蹈和视
觉艺术领域的经历，原籍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骆佩玲的编舞作品名为《河流》，为
2012北京“跨艺·舞动无界”活动作品。该作品中她与六位舞者合作，其中五名来自北京
舞蹈学院，一名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观看她的作品排演时，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她
营造了一个温馨、轻松的讨论环境与舞者进行交流。在一次谈话中，她对舞者们刚排演
过的素材表达了看法，并要求舞者更加“自然”，她认为“自然”就是表演的时候“要更加回
归自我”，而不是追求各种舞蹈范式的技术精准。骆佩玲将“玩”作为与舞者交流的重点。
在反馈交流阶段，笔者注意到，骆佩玲问舞者是否意识到在刚刚的那次排练中他们“玩
少了”。并且，她还提醒舞者在场景间走动时要警惕“芭蕾范”或是“舞蹈演员范”，因为她
极不愿意让这种审美情趣在作品中滋生。舞者应利用舞动的契机“（在彼此间）树立真
正强大的力量”（Lok，笔者所录排练笔记，2012年）。

在该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骆佩玲的工作理念是强调六名舞者的个性以及他们彼此交
流的方式。按照笔者在讨论环节的逻辑来看，如果重心放在舞蹈技巧上——比如舞者总
是关注在按照古典芭蕾动作的完美标准展开一个动作上，若出现这种情况，骆佩玲的工
作理念就无法实现。骆佩玲一直强调舞者要将重心放在既有舞蹈技巧之外的彼此关系
上，要求舞者关注合作时的体会感受。她建立了评判标准框架，判断她创作的舞蹈编排
中哪些“做到了”、哪些“没做到”，并且将重心放在表演时的感受上。有一回，她对一个
舞者说：“你没必要下得那么低，看时间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什么程度”（Lok，笔者所
录排练笔记，2012年）。可以明显看出，舞者对动作精准度下的功夫较少，反而更偏重
表演动作的质感，这都源于他们的亲密感、归属感：“我们需要时间去思考、去感受”
（Lok，笔者所录排练笔记，2012年），她反复强调要将重心放在舞者对于表演素材的
感受上，笔者认为这一点为编舞作品注入了独有的核心质感。

在项目安排的一次编导和研究人员对话会上，骆佩玲称她对舞者的精准动作持欢迎
态度，因为动作精准之余就有其他事物发展的空间，但动作精准时她就很少能看到惊
喜，即那种即兴动作时会遇到的惊喜。在笔者看来，她想说的是，舞者仍在关心动作精
准度和动觉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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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骆佩玲作品《河流》排练现场。舞者：陈南、冯桢棋、萧安安、黄伟、王克、赵知博，2012年“跨艺•舞动无界”，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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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结论

“跨艺•舞动无界”仍在继续进行，笔者得以发现该项目揭示的一些问题，并通过研究
相关资料，了解造就参会从业者属性差异的相关文化发展历史和差异。在此，笔者做几
点简单总结。在笔者看来，关珊珊所著的《城市动觉：中国都市空间中的舞蹈和动作》
可见端倪：在该书中，作者结合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城市情况对中国性相关问题进行询
问，特别关注“个人身体、社会大背景和表达文化等互为交互的进程”，以及它们“运转”
的方式（Kwan  2013：xiii）。关珊珊提出“中国性是一个复合、饱受争议而又持续存在
的概念”（Kwan  2013：16）。在笔者看来，骆佩玲在英国接受的舞蹈背景与合作舞者的
舞蹈背景大相径庭，但她的家庭背景又让她对这些亚洲的舞者有独特的同理心，她所推
动发展的创作过程虽难免引发身份与传统传承方面的相关问题，但作为一名英国编导，
这些问题反而能引起她强烈的兴趣。骆佩玲在创意过程中确立的重心关乎关珊珊所指的
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关珊珊引用约瑟•基尔（José  Gil）的作品提出，一个舞者移动时也
在远远地“观察她自己”，同时从内心感受到移动；而舞者在群体合作时，则依靠“彼此感
知的力量”（Kwan    2013：8）。换句话说，骆佩玲的作品中对于个性和感受的关注能够
让接受亚洲传统训练的舞者体验到确立一种特别的关系、一种新的感知和行动方式，并
且在最乐观的意义上讲，能否由此带来个体感知力的转变。上文中通过编舞实践案例中
凯蒂•剑桥和田羊取中的经历反映出遭遇“新”事物时发生的对抗，两位舞蹈从业者都遭遇
了接受新的创作方式和动作方式的挑战。

重要的是，“跨艺•舞动无界”这一研究创作项目（Manning  2016）推动了一系列开拓
性探讨及相关莲的设置，极有可能在某一时刻改变舞蹈作品的创作方式，改变中国大
陆、台湾和英国等地当代舞蹈相关问题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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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易珊 WU YI-SAN 
台北艺术大学

《离境》 – 光与水的旅程

【摘要】
《离境》从“光”与“水”的写实与写意两个面向切入，以诗意解读主题的关键，由几米 
《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2008）为启发，创造文本之外的联想。创作者善用并转
换不同背景舞者们质异的身体语汇及认知，透过空间、道具、动作等不同的暗示与内
容，传达彼此生命内在与外在循环不断的聚散意境。

2012年春末，系上委任我以编舞者角色参与第二年于北京舞蹈学院 (简称北舞)举行
的“跨艺·舞动无界”。创作团队由三位英国、三位台湾、四位北京共十位编舞者1组成。
我带着十位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 (简称北艺大，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TNUA) 的学生，与十六位北舞舞者一同甄选，于三周的时间内，我们承接着南天
湿润的水气与暖阳，试探北地“光与水”的秋情，以“光与水”为主题，借鉴各自文化与经
验，彼此交流共创，希望在相同的主题下，不同地域的创作者从相异的角度切入及表
现，展现多元“跨艺·舞动无界”风貌的舞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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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水”的命题指涉甚广，它们是生存与自然真实的存在物质，我们从自然学习，并
思索万物恒古消长与常存的定律，从而体悟生命及生活的某些价值。它们也被众多东西
方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所广泛借用以为隐喻、移情的对象，将人、
事、物与这两者间相互转化，拟人或拟物的突破它们各自的本质来传达情意。中国的哲
学思想体现于文学与艺术，写意永远重要过写实，光与水是“形”意也涵盖了形而上的 
“神”意，是一种蕴含于其中的灵动与力量。在不悖离主题的情况下，又能以彷若电影“蒙
太奇”虚实交错的手法展现创作意图，让观众进出意识流的想象空间，成为转化解读的
凭据。

发想

在构思主题与舞作内容当时的生活状态，心中“离开”的声音强大的驱动着我，“离开”
是结束还是开始？“离开”跟光与水之间的联结是什么？我希望将“光”与“水”这两个字由
写实与写意两个面向切入，形神皆具的相互建构于舞台。创世浑沌中以光为始，暗夜里
以光为引，“光”成为找路与方向的指标，是出走时外在的明灯，成为重要的意象及转换
内在情感的暗喻，指涉出希望，呼应内在力量与自我能量的引照及想象。而舞者是如水
般宽容与可塑的载体，承载创作思维的形体表述。光与水两者兼容呈现，并转化为舞台
语言的符号及舞蹈意涵，进入《离境》(Depart) 主题概念的创作发想。

离开的是终点，到达的是起点...... 2

文本的启发

舞蹈与文本对话性的产生并非皆来自覆述或逻辑性的对答，而是经过反刍后以一种
哲学性的思辨及抽象式的肢体语言来进行创造，并提炼出象征以延伸具象的角色、情境
或故事。《离境》音乐里的文本，节录自几米《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中的片段，
成为作品意念的旁白。在得到几米文创公司的许可后，引用“亲爱的乌鸦”、“亲爱的苹
果”及其中的无题诗作 (附件1) ,并因应“跨艺·舞动无界”的国际性所需，将之翻译成为生
活口语式的英文，诵读并混音录制以为音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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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解构与暗喻

文本以其简练的文字达到具感染力的效果，运用具象事物的“物象性”作为思惟或寓
意的符号，省略非必要叙事性的交代，因此其联系及思维脉络有种跳跃性，形成文句
间逻辑上的留白。留白非意谓空白，而是跨过细节，以其抽象性、暗喻性来阐释，从
而创造一道意象上的桥梁，增添形而上的空间，与舞蹈表现形态的本质非常贴近。于
其中，我“看”到更多的画面、“听”到音乐、捕捉到沉淀后甚或以为灰飞烟灭、淀积于深
层的感知。

舞作无意白描原本的故事或因果关系，而是以此提炼情怀与引发灵感，并创造发展 
“光与水”延伸的意涵：文本的主角道别乌鸦，道别着不祥与负面的力量；在离开的前
夕，以华丽优雅的装扮，宣示着对生活不妥协的姿态与坚强；以梦境里虚拟人物将行囊
内的物品归位，暗指对于“离开”其实还有许多的犹豫不舍；梦里提琴旋律盘延，哀怨的
音符散落一地，伴着舞步失魂地跳了一夜，隐喻等待离开时的依恋与忧伤；旷野巨石上
无声吼叫的兽、吞没一切的风，象征不羁的内在被现实压迫，恐布嗜血的人性与狰狞强
大的威权，将一切转为静音的无声抗议；不断跌落却继续爬上滚动的球的人，指涉不屈
服于命运的坚持；石头仍想要旅行，即便无法行走，却对自由依然向往，决定离开的勇
敢，心窗开，风景就进来了，翘首盼望的未来是自在无拘……文本在简单的片段与字句
中涵盖着“千山万水、月白风轻”般的心志。

文本与编舞者及舞者的联系

中文文本将自我的追寻与生命的探求都化为淡淡的慨然，牵引出许多人与事易变与
不变的感悟与共鸣。这些情感的连结，成为创作过程中，无论如何解构文本，都得以让
作品的发展，以诗意解读主题的关键，创造文本之外的联想。透过空间、道具、动作等
不同的内容与暗示，传达彼此生命内在或外在循环不断的聚散意境。

本人及五位舞者，对于引用“亲爱的乌鸦”、“亲爱的苹果”及无题诗作中 “I was danc-
ing in my dream”、中段“I keep crawling on a rolling rock, but I couldn't stand still”、最
后“open the window for you”等字句都相当有感触。艺者在舞蹈路上坚持梦想，过程中匐
匍前进，面对起伏不断的自我试炼、挫败与无尽的追求，最终怀着窗外有蓝天的企盼，
期许未来能够真实触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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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灯光、动作与道具

《离境》作品中以流动的直线方向性，在不同空间作为起点与终点的循环，成为表
达动机的一种重要形式，以此勾勒等待离开时的踟蹰害怕、决定离开的勇敢及内在对未
来的企盼。动作语汇不崇尚繁复且偏向较直接指涉映照文本，以第一段为例：两位女舞
者开始有较多以手触碰身体的动作以表达内在自我情感的牵引，文本的“took of……”对
应着较大精力的动作开始，在连串的动作后于“went back to……”时刻以静止回望出发的
起点为呼应，“I dream……put all my stuff back……”时抬头仿若见梦，并开始以较高空
间感的肢体动作，往出发的原点回移，肢体的幅度与动态延着出发的路线倒带 (reverse)
，营造内在情愫欲前又止的冲突性。

舞作片段间灯光的明灭带出意识与潜意识交织的流动，每段都以暗灯为衔接，让一
切有如电影的场景画面，进出意识与身体、真实及虚构、过去或现在的浮标间。舞作开
始灯光从high cross的角度而来，营造彷佛第一道初始天光般小小的希望，狭小晦暗的光
区也囚限人于自我定位的角落。随着舞者移动而逐渐扩大区域，边界一路往前推移，路
逐渐成形。“went back to my bedroom”时人影被投射到白色天幕，舞动中另一个巨大的“
我”如梦似真、如影随形，诉说着又深又黑的自我凝视，彷佛来自潜意识的呓语。灯暗。

第二段以 foot light (由下舞台从正面往天幕打光) 为主，近距离的直射让一切聚焦清
楚而强烈。以较多相互拉扯、快速转换重心、大幅度踢腿、划手、抬举、跳跃等的语
汇，来承载“阻挡、无法离开”、“挣脱束缚”的内在冲动。三人的影子再次于白天幕上共
舞，让原本精力较温和的动作增加更强的能量、效果与层次，同时与第一段的双人影子
呼应。灯暗。

第三段以手电筒为道具，让光在身体上映照，成为内在自我诘问的手法，以环绕身
体的动作探照着自己：面容为思、双手为探、光如活水、路在脚下，身为形、光为引。
思想与身体在冥阳交界的接缝中，无光谓之有光、无思反倒有思，光的明亮处，我们看
到内心的幽微，光的暗痖处，镶嵌了自我的强大。

最后一段以交叉直线的运用，暗示人生交叉点上的选择及盘桓，右下舞台的“起点”
为出发，手的延伸与方向性强化动机，每个舞者有着自己的表态。最终，相聚之后一起
以“穿过跨越”之姿出走，伸手、跨腿、企望、除去束缚的主题动作于变奏中转化重现。
重重复重重在共同的路上前行，即便熙攘迎来、擦身而过，身边穿越的是自己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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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终，灯光渐淡，一人带着淡淡孤调的希望与哀愁独行，往事悉许如烟，但心宽如
壑慢步前行，离开依然处处是风景。

音乐与服装

音乐选取来自Eleni Karaindrou专辑《Eternity and a Day》里的《Bus–Part I》
（1998a)、《Depart and Eternity Theme Variation II》(1998c)及《Bus–Part II》(1998b)，
双簧管乐器的属性让音乐渗透哀怨的寂寥，无节奏的调性中有许多留白，形体动作于这
样的停顿中开始，避开对位的方式让舞句不拘泥于音乐的框架，音乐的呼吸与动作的呼
吸有着各自的节奏，时而相配又相错却不觉突兀，反而让空白有了故事与音乐性。
《Bus–Part II》以竖琴为主乐器，单音撩拨着心灵的旷远遐思，寂寥却充满力量，呈现
出两种不同的生命力。

服装以偏向生活化的casual wear为方向，藉以传达以人为本的概念。《离境》的调性
温煦中庸，如水之深层的静谧流动，因此选取中性的大地色为基调，上衣以棉质布料为
主，依照舞者的个性与舒适，女舞者为层搭式的上衣与裤装，细节处有破碎与不规则的
剪裁，以显露人性内在状态，生活处处无不散的筵席。

舞者的质异

创作过程中可以清楚辨识善长古典舞的中国舞者及现代舞为强项的台湾舞者，不同
训练背景让他们无论在表现风格及肢体能力上有着极大的质异，对意涵转化为身体的诠
释也有着理解上的差异。例如：相较于台湾舞者而言中国舞者的身体重心都较高，所以
即便站着不动他们的状态已很不同。 

两种舞蹈类型对于“我”在舞蹈中所担任“媒介”角色的观点是不同的，当代舞的舞者许
多时刻追求在情境中提炼“我”的真实，追求赤裸深层的写实，彰显个人的独特与性格；
中国舞的舞者则被要求在情境中转化“我”的真实，向往一种唯美与代入性的虚实相佐的
写意，形式与风格有时不免压抑了个人真正的存在。我与舞者都看到这样的不同，并在
其中彼此学习、激发与欣赏。而创作者角色的挑战也在于如何善用或转换质异的身体语
汇？幸运的是，在开放的心态、愿意尝试的好奇及专业的共同信念下，让所有的不同与
困难，都在彼此支持鼓励、相互包容提点中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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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吴易珊创作《离境》，“跨艺·舞动无界” 北京2012年。图片：北京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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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许多人的协助成就最后舞台的精致演出，并得到许多具建设性而中肯的评价。在最
后一周，各地学者探视观察，到演出后的论坛研讨，让所有作品跳脱艺术家创作本位的
实验，有了不同的诠释与欣赏的角度。从创作的手法、形式、内容，延续到文化思维、
教育养成，到艺术价值与贡献的观点与评论，最终回到如何创造更多契机，让无界限全
球化的观点以更多变的形式落实在艺术领域。

三周短暂却丰富，过程中因编舞者与艺术家们交错排练时间紧凑，没有机会安排一
起交流共聚及讨论的时段，诚属可惜。但学者分组观察，并藉由最后论坛探讨辩论，众
声烁烁，极具前瞻与启发，完全感受到艺术家与学者的投入，这种热情与追求，让寒冷
而干燥的北京，添一分温度与气度。北京舞院的剧院新建，从初抵达时仍在施工，满台
空旷，却在三周内音响、器材、灯光、悬吊杆，布幕、观众席……全部到位，实在令人
讶异与赞叹。艺术本是追求无界限的真与美，“跨艺·舞动无界”让所有人“艺起跨出”不
同的藩篱，感谢“跨艺·舞动无界”所有成员与北艺大舞蹈系师生的支持，此次参与获益
良多受用不尽，期许未来还能一起艺游、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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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跨艺·舞动无界” 北京2012年大合照。 图片：吴易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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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离境》中文文本  

“亲爱的乌鸦”
你飞来窗口停驻的那一天，我正准备离去，离开一个伤心的城市，我喜欢盛装打扮，像
要赶赴一场豪华的盛宴。 

不知道为什么，约好的计程车一直没来，我等的疲累极了。我脱下礼服，换下高跟
鞋，摘下钻石耳环，走进卧室小睡。 

我梦见有人打开行李箱，将我收拾好的东西一一放回原位，并在窗口拉起凄厉哀怨
的小提琴，我在梦里失魂无神地跳舞……  

“亲爱的苹果”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只站在旷野巨石上孤独吼叫的兽，风声吞没了一切，没人能真正
听到我的怒吼，我是有些忧郁、有些愤世嫉俗，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嘛! 

我努力地爬上一颗不断滚动的圆球，却始终站不稳，常常跌落……你说男孩别哭！
我知道，我会努力擦干眼泪。可是，可不可以让我先放声哭泣，才继续勇敢……  

无题诗作 
黄昏，我在海边遇到一颗石头，它对我说，请带我去旅行。我说，我背不动你，只能为
你开一扇窗……  

节录自几米《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中《亲爱的乌鸦》、《亲爱的苹果》及《无题
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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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 WANG XIN
北京舞蹈学院

从“舞动无界”看不同文化背景下当代
舞的差异

【摘要】
“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旨在建立和加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对话与互动，理解和沟
通。从几届编导的舞蹈创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对当代舞蹈理解的差异。本文将
结合“跨艺·舞动无界”的相关作品，从中西现当代舞蹈比较的视点入手，分析不同文化
背景下对当代舞认知差异的原因，从而引发舞蹈艺术在中国当代发展前景的思考。

现当代艺术反映了西方进入近现代后文化、意识、社会、科学的巨变，人类进入了
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的蜕变，从而又深刻影响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和眼光。现当代舞
蹈从属于现代艺术的一部分，但比较其他的现当代艺术稍显滞后，在人类对于自身的解
放开始由概念发散时，身体上的解放时代也由此而来。艺术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发
现在众多艺术创作媒介中，身体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介质，无法复制，无法重复，天生就
具有“独创性”的标签，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的灵魂也是不同的，每个
舞动的身体都能自动的加入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所以说，现代艺术为舞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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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启大门，使带着生命的艺术媒介成为艺术。“跨艺·舞动无界”恰好提供了这样一
个观察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平台，并在这种融合中发现差异的存在。

笔者分别参加了2009年首届“舞动无界”的工作，担任了2011年台北，2012年北京与
2013年伦敦的“跨艺·舞动无界”学者。在连续几次的学者观察中，发现了不同文化背景
下编导身上存在某些共同的现象和规律。这个项目仅限主题，不限风格，给予了编导们
最大限度的自由。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编导们对于“当代舞”的不同理解和阐释。

一、“跨艺·舞动无界”中当代舞理解的差异

（一）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编导作品

在数次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在中国编导身上普遍看到了传统或本土的舞蹈文化意
象，而这种特点在西方编导的身上并不显著，甚至台湾的编导也不明显。即使是一个最
简单的动作运动元素，不同地区的编导处理也截然不同。

在2012年万素的作品《向莫言致敬》中，她混合了中国汉族民间舞中女子的舞蹈语
汇，但整个舞蹈的组织和呈现方式却不是传统民间舞。道具是中国舞蹈中常用的绸扇，
加长的扇面绸带，舞动形似流水，但却不是民间舞蹈中的使用套路。由于2012年是“光
与水”的主题，而中国传统中又有着“男人如山，女人似水”的文化含义，即使是形式的解
构与突破，也依然透漏出浓厚的文化背景。

在2013年赵梁的《无限关系》中，他要表现的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家园，而是探讨
了人生命运的终极问题。无形的命运线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线，每个人作为空间中
支撑线条的点，无论怎样挣扎和纠葛，都无法摆脱命运的设计和安排，摆脱不了命运
线。从这方面来说，有点像西方对“悲剧”的理解。但是他给出了一个开放的结尾，是否
寻找到了终极家乡，留给了每个人去思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根据手上的掌
纹，可以反映和预知人的命运的方法，叫做“手相”。这与周易有着很大的关系，至今有
的人仍然非常相信，根据“命运线”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衡量和寻找生活的状态。所以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赵梁的作品意象会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但是如果不是中国文化背景
下的学者，可能就会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判断。

无独有偶，赵铁春的《纸钱》中中国传统意象的凸显，郭磊的《面具》关注的中国
民间文化，赵晓刚的《草民》中人文的关怀，曾焕兴对传统的思考，等等。中国编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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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向莫言致敬》编导：万素  摄影：西诺 图2 《无限关系》编导：赵梁  摄影：王晓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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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舞创作中下意识表现出的浓厚的传统的、历史的、民族的“情结”， 使得我们产生了思
考：究竟是创作习惯使然，还是对于当代舞的概念理解本身就存在了差异。

（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编导作品

“舞动无界”2009年乔纳森·伦恩（Jonathan Lunn）的《北京人》(Beijing man)，创意
来自文字向动作的转换。编导选取了中国作家曹禺1940年创作的同名戏剧、一些20世纪
的中国诗歌以及唐宋诗词中的文字片段，在创作过程中进行解构转换为动作语言，看起
来其间毫无关联的碎片式片段，却集中表现了一群生活在北京，但不同背景的人之间错
综复杂的联系与交流。

2009年“舞动无界”克里·尼科尔斯（Kerry Nicholls）的《聚裂》(Cleave)，源自拉丁
语，其意包含了“分裂”和“组合”两极不同的意思，分裂往往发生在低谷前，而组合往往
发生在低谷后。舞者在分裂中互相支撑，重新组合。作品如同这个单词，以高强度的舞
蹈动作探索于两极之间。

2011年“跨艺·舞动无界”主题为“不确定的等待”，台湾编导布拉瑞扬的作品从排练开
始就将主题引入其中，演员、观众，甚至包括编导本身，都不确定最后究竟要呈现出怎
样的作品，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最后的演出。布拉瑞扬现场的导演调度，竟然也成为了
表演的一部分，所有演员在编导的指挥下临场应变，演员的紧张刺激，观众的提心吊
胆，都是作品的重要组成。由于充斥着偶然和随机，一瞬间的灵感刺激，导致最后公演
的两场竟然也是有着不同的两个结局。

2012年跨艺·舞动无界瑞秋·洛佩兹·德拉·尼叶塔（Rachel Lopez de la Nieta）的
《北京水桶布鲁斯》(Beijing bucket Blues)，创作灵感来源于水与生俱来的破坏秩序的能
力，舞者们将水桶与身体的可能性尽情展示，游戏式的舞台解放了传达的束缚。演员们
一只脚在桶里，一只脚在桶外，拖行、跺脚，溅起水花，一系列的玩水、泼水，最后被
彻头彻尾淋湿的过程，让舞蹈变得戏谑而轻松自由。

还有2013年“舞动无界”台湾地区编导苏威嘉的《Free steps》，一个个关注自我身体表
达的演员，用诚实的身体、真实的感受和传递喜悦、愤怒、哀伤、欢乐，整个舞蹈如连
绵不断的线条，没有任何节奏上的中断，使观众屏住呼吸观赏，直到最后才松了一口
气，是一个很特别的观赏体验，从头到尾没有什么比舞蹈更不需要解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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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跨艺·舞动无界”作品来看，这些作品并没有特别表现出更多文化的、民
族的内容，而是以一种艺术共通的手法和视角来创作。一种跨文化、跨国界、跨制度、
跨经济的无界别舞蹈，这比较符合西方语境中的当代舞概念。

这样看来，中国编导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编导，在对“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中所强
调的当下状态，就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实际上，在中国“当代舞”确实是一类特别的
舞种，其内涵和外延都与西方的当代舞有着很大的差异。

二、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当代舞理解的差异

（一）西方语境中的现当代舞

1、 现代舞

通常认为西方的现代舞肇始于19世纪末伊莎多拉·邓肯，现代舞从反芭蕾的自由的
动作，到从情感动机中挖掘动作，到纯动作的实践，到生活化动作的大量参与，归还给
人民，成为生活的舞蹈，扮演着一个唤醒身体的使者，而当工业文明对人的身体、心灵
重新构成了抑制的无形桎梏时，现当代舞成为了一种人的内在需要，它高度地宏扬了个
体生命，人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完成表现的权力、倾述的愿望，感受自我的存在。欧
洲的德国和美国的众多现代舞家将现代舞推上鼎盛期。

2、 后现代舞

自从邓肯打开现代舞的大门，现代舞先驱们各尽其能的在形式化、观念化方面极尽
发展，尤其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艺术家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舞
蹈抽象、精简成为动作本身，甚至是取消了物质载体的概念舞蹈。后现代舞蹈正是现代
舞推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后物极必反的产物，舞蹈回到具象，重新关注心灵和社会，从孤
芳自赏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从自我中心主义的圣坛上走出来，真诚的消除艺术与大众的
距离，反对极端、追求折中、不尚单一、力求融合的多元化道路。这样看来，后现代舞
蹈是现代舞发展到当代舞阶段的过渡和准备，但是后现代舞与现代舞的差异更多的是风
格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精神和价值取向上的对立。而后就被一股更加强
劲、更加成熟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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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舞

20世纪90年代全球巨变，“全球化”一词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关键词。全球化不仅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艺术世界。线性、单向、一元等等一切原则彻底崩溃，取而
代之的是多元、多向、碎片般的复杂景观。当代舞不仅是艺术语言形式的更新，更是价
值取向上的巨变。提起现代往往让人联想到西方，但是提起当代，这个概念就包含了各
个国家、种族。全球化时代诞生了史无前例的无国界的当代艺术。我们已经无法提出 
“当代舞蹈”的概念，因为舞蹈的本体似乎彻底消失，它和其他艺术语言已经融为一体。
精英的变成大众的，艺术和时尚、艺术和商品、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密不可分、浑然一体。我们很难定义当代舞蹈，因为他本来就是反定义的，界线模糊，
内涵太不确定；它可以是严肃的，搞笑的，血腥的，讽刺的，残忍的，真实的，大胆
的，有美感的或者是都市的。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看到，当代舞蹈要求打破经济和文化壁
垒，崇尚消费主义，追逐自由地带，与都市生活融为一体。裸体与色情，极简派艺术，
多媒体影像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流行舞蹈的律动等等，都是其丰富的作品 
组成。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格局和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当代舞时期。
从历史角度来说，当代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是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从舞蹈
角度来说，西方现当代舞蹈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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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语境下的现当代舞

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当代舞的差异有很多原因，首先，中国进入现当代时期和时
机与西方不同。1840年的中国进入近代时期，比西方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晚了两百
年，而1919年进入现代时期，却与西方基本一致。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较短暂，
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就比较突出，这一冲突也成为了中国意识观念中长期存在的主
题，当然也体现在舞蹈领域。

其次，从舞蹈的发展阶段的划分上，中国与西方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1、 “新舞蹈”：现代舞的现实主义转型

20世纪30年代中国舞蹈的先驱吴晓邦、戴爱莲分别从日本和英国，在自身的舞蹈启
蒙教育中，都曾尊名师学习过地道的西方现代舞。西方现代舞的两大发源地是美国和德
国，而英国和日本又是这两个体系的最大影响地。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舞的源头，就全
面接受了两派现代舞的理念。

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一开始都保有了与现代舞相通的自由与创新的理念，但同时
更强烈的追求舞蹈的民族性与时代精神。其中，吴晓邦“为人生而舞”的至理名言和以 
《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饥火》等为代表的“20世纪经典”之作，应视为 
“中国现代舞”的珍贵精神财富。吴晓邦时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理想主义光
芒，将这种和着时代脉搏的舞蹈称为“新舞蹈”。

吴晓邦认为,“中国现代舞蹈的格调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态度，这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舞
在中国兴起时就接受了的格调”。从30年代到80年代前，舞蹈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从
生活中提炼舞蹈语言，反映民众关切的社会、历史事件，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的作
品，打上了浓厚的中国烙印。

学者欧建平说：

 作为一种编导介入社会的手段，现代舞曾被吴晓邦称为新舞蹈，走上了一条现
实主义的道路，确切的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华民族抵抗外辱、争取
独立、结束内战、走向强盛的政治武器。并恰好与中国文化中“文以载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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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不谋而合，正是从那时候起，西方现代舞与中国革命和政治斗争结下了不解
之缘，更深深留下了“内容大于形式”的历史烙印 。

(2003: 55)

从严格意义上，这与属于西方现代派艺术体系的“现代舞”，从创作理念到表现形式
都具有明显差异性。

2、中国现代舞：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革命

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以欧美文化
为基础的现代舞，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自美国学习现代舞的郭
明达，才把现代舞的系统理论开始传播；美籍华人舞蹈家王晓蓝最早将现代舞技术课程
展示并介绍到中国；1987年广东舞蹈学校的现代舞专业实验班成立，邀请国外专家讲授
现代舞训练和编舞体系，标志着中国现代舞的起步。1992年广州现代舞团和1995年北京
现代舞团的成立，成为了中国现代舞的摇篮。

但是对于西方现代舞的“特定风格元素”的规定，一度让中国现代舞者产生对现代舞
身份认同的思考：一味的学习、复制西方现代舞的技术形式，有可能使中国现代舞者囿
于“特定规限”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创新或创造精神与现代舞自身价值实现的纵
深发展。王玫在2000年的作品《我们看见了河岸》，就是表现中国现代舞的心路历程，
确认中国现代舞的方向。明确中国的现代舞在“与时俱进” 中，能从“特定风格元素”中解
放出来，从技术创新、动作语言创新的层面，促使中国现代舞者获得真实、实在，非 
“他者”制导、影响的“身体语言”的“自由表达”。中国现代舞家曹诚渊说：“中国现代舞的
发生虽然由西方现代舞诱发,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舞蹈自身文化建构与文化变革的
内在需求使然。”学者刘青弋说：“还有人狭隘的把东方的现代舞看成是西方舶来的一个
现代派舞蹈流派，或仅把它界定为与芭蕾相区别的一个舞种风格，其结果是从本质上忽
略了现代舞是一场实现舞蹈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艺术革命和艺术运动。探索以现代
艺术特有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中国文化，以及正在进行时态的中国国民的
生存状态，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创作。”

在西方，现代舞也已成为过去。在中国，现代舞面临着自身的文化身份规限和与当
代舞的交互影响。而真正导致西方关于现代舞、后现代舞、当代舞的迅速更迭的，曾经
现代舞之母邓肯所奠定的“现代舞精神”这个精髓，在中国仍是少数舞者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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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当代舞：此“当代”非彼当代

如果说西方当代舞是与现代舞一脉相承的话，中国的当代舞并非如此，而是与“新舞
蹈”一脉相承。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除了由前苏联带入的芭蕾舞以外，中国的本土舞蹈
只剩下了浓厚本土味道的民族民间舞。虽然古代历史上存在着大量中国舞蹈的记载，由
于朝代的更迭和文化的变迁，中国古代的舞蹈已经绝迹。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建立后试
图重建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典范性舞蹈，当时全面帮助中国的苏联，在各行各业都派专
家指导建设，舞蹈也不例外。苏联功勋艺术家们帮助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建立了高水
平的芭蕾学科。然而在中国古典舞蹈的重建工作中，由于对中国舞蹈缺乏了解，使得当
时的中国古典舞成为了与芭蕾嫁接的异形产物。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除了《红色娘
子军》《白毛女》少数几个政治样板戏，舞蹈的发展停滞了下来。

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如潮涌一般再次涌向中国，人们的思想重新活跃
起来，各种舞蹈也再一次进入到了中国舞蹈视野，带来了中国舞蹈一次创作上的繁荣时
期。创作广泛吸收，但又不拘泥于某一种技术、风格、素材的舞蹈作品大量涌现，1998
年的舞蹈比赛上，把不能划分到芭蕾舞、中国民间舞、中国古典舞，但又追求鲜明的艺
术形象和丰富的民族审美情趣，反映中国人当代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的作品，统称为 
“新舞蹈”后改称为“当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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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当代舞秉承了吴晓邦提出的“新舞蹈”理念，“它注重已有形态、元素的重
新利用，强调现实人文关怀，着重表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非过多沉溺于自我的艺术
宣泄；它强调运用各艺术之间的横向交叉来重组艺术符号，及时传达当下的各类信息；
它根据内容和塑造人物的需要不拘一格借鉴、吸收各舞蹈流派的多种风格、表现手段和
表现方式；它涵盖了建国以后中国舞蹈人巨大的新舞蹈创作实践。”1最为常见的就是军
队舞蹈、群众舞蹈、校园舞蹈等等，范围较广，但总体上都是以反映当下人民现实状态
为主，就是吴晓邦曾经所说的“在时代的脉搏上起舞”。

这显然与西方当代舞不同，或者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当代舞”概念，西方当代舞寻
求一种无国界、跨文化的舞蹈艺术形式，而中国的当代舞正是要寻求本民族、本文化的
当下生活状态的舞蹈艺术形式。西方当代舞追求“无我”之境，而中国当代舞恰恰寻求的
是“有我”之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西方当代舞与中国当代舞的差异，从而导致
了在“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中出现的中国编导和其他文化背景下编导的差异，这种民族
的、文化的、历史的、时代的思维，传统和当下现实的关系性，正是中国编导的习惯，
或者说是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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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国当代舞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西方，舞蹈艺术已经跨界，和其他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西方“当代舞”概念的舞蹈
在中国也同时有存在，仍划在“现代舞”的类别中。而更多从事戏剧、美术的艺术家，却
开始探索当代艺术中的“人体”问题，间接地创作了中国的“当代舞”。形成这样复杂的局
面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条：

（一）初有模式对中国舞蹈的影响

由于国家需要，1954年中国成立第一所专业舞蹈院校“北京舞蹈学校”，由苏联专家帮
助兴建。在当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舞蹈专业，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舞蹈的格局。而北京
舞蹈学院作为整个中国舞蹈事业的基地和权威，也是中国舞蹈事业发展的风向标，重建
中国本土舞蹈将其发扬光大成为最重要的任务。

（二）舞蹈宣传功能一以贯穿

自从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后，对
中国文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这一方针一直成为了艺术创作
的 主 旋 律 ， 宣 传 功 能 在 舞 蹈 中 的 地 位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这 与 倡 导 自 由 和 觉 醒 ， 
以及关注自我意识的现当代艺术完全不同，使得现当代舞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产生了 
分歧。

（三）观众欣赏习惯使然

从西方的当代舞欣赏角度来说，适合采取宽容的心态，这也许是针对所有现、当代
艺术的一种欣赏姿态。实验性的离经叛道，严肃主题的沉重费解，会象一次过火的行为
艺术和没有标点的小说一样令人难以接受。宽容，可能会容纳一些伪艺术，但是宽容可
以让人们尝试去接受和理解一个陌生的人、一种新的形式。观众可以领略新鲜怪异的动
作形式的冲击、快感，可以在动作与听觉、视觉环境的关系中发现特殊的意识，可以大
声咳嗽、提前退场，现代舞让你愤怒、快乐、感动、恶心，就是不能让你无动于衷。请
做出你的反应，你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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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市场较为成熟，使得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艺术家，商业性的到实验性的
作品都能接受，整个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中国的一些实验性作品的艺术家，受到资金
或场地或内容等一系列的局限，有些甚至不能公开演出，生存状态举步维艰。多年来中
国观众们也习惯于欣赏与切身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面貌的作品，
贴近大众的作品。但一些现当代舞蹈通常个性、隐晦、晦涩、夸张甚至荒诞，观众需要
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欣赏水平，这就加剧了当代舞概念理解的分歧。

（四）浓重的传统色彩和文化依恋

中国的当代舞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必然就要体现中国重视传统的主张。实际上亚洲
的当代舞蹈，都含有着较为沉重的历史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舞蹈，对历史、对社
会、对文化、对过去并不久的伤痛、对个人都还有着浓重的反思和纠葛情绪。从这种意
义上来说，中国的当代舞的分歧，更在于中国舞蹈艺术整体的创作观念快速发展的同
时，大部分创作存在于后古典、现代主义甚至现实主义的创作习惯中，这与其他的艺术
门类差别很大。直到现在，知道现代舞、懂得现代舞的中国人都极少，对现代舞和当代
舞概念混淆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结论

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纽带将整个人类紧紧地连为一体，但各种文化身份的差异性
才是宝贵的。在当代艺术中，差异性产生了同质性，因为一切都要受到全球化时代艺术
市场的制约。中国当代舞蹈的概念与西方当代舞的差异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每
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命运，每一代艺术家有每一代艺术家的使命。当代艺术与我们同
行，不管美丑，无论好恶，他都记录了当代人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当代人不懈
求索的生命意志。当代艺术尚在路上，它的明天不可预知，但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
命的延续不断更新。“跨艺·舞动无界”是个碰撞的地方，是全球化语境下，多种舞蹈文
化交融产生的新的境界，这或许也是“跨艺·舞动无界”的意义所在，跨界的地方，点亮
了彼此，诞生了不同于二者的新的产物，是最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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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塞特大学

“接触地带”再定义：翻译、转换与中
间地带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跨文化艺术实践中的“中间地带”。笔者曾以学者身份参与“跨艺•舞动无界”
项目，并以此为基础，在文中对玛丽·路易·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接触地带”
理论做了深度剖析。普拉特将接触地带定义为“不同文化相遇、冲突和互相争斗的社会
空间”（Pratt 1991: 4）。笔者研究了2012年及2013年在北京舞蹈学院和伦敦当代舞蹈学
院两地的活动过程，重新定义了“接触地带”概念，这些活动既有在排演厅中的也有在研
讨会上的。笔者吸收了翻译理论、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以及表演训练、中国美学和语源学
的相关概念，对“中间地带”进行了更为微妙的理解，主张“中间地带”既是艺术新作的高
效创作空间，也是跨文化合作实践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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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文里的“间”字的繁体1

中文里“閒”（繁体）字（见图1）的写法是两扇门加上门后的月亮。虽然门是关着
的，“两扇门之间有缝隙可透过月光”（Jullien 2009：940），因此可以看到月亮的光。本
文将探讨跨文化艺术实践的中间地带。当然，上图中的字虽无法进行充分到位的翻译，
其字形却展现出具有“中间”特质的一瞬，是中间地带的典型案例，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进
一步阐述。“接触地带”一词由玛丽·路易·普拉特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并将之定义为 
“不同文化相遇、冲突和互相争斗的社会空间”（Pratt 1991：34），笔者将此概念作为本
文的理论出发点。“接触地带”这一概念在众多学科的跨文化实践研究中仍有广泛运用，
但也有人对此概念持批判态度，笔者会就此开展探讨。

笔者于2012年至2014年以学者身份参与“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下文中将利用这段经
历对“接触地带”进行剖析和再定义。“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为中国大陆、台湾和英国的
大学与艺术院校联合开展的长期项目，旨在探究表演艺术新作品创作中的跨文化工作实
践2。2012年和2013年的活动中，每年都有9名舞蹈编导和30名舞者开展为期三周的联合
创作，就特定主题（2012年北京舞蹈学院：光与水；2013年伦敦当代舞蹈学院：离乡·
在别处）创作舞蹈小品（每则作品10分钟）。项目邀请专家学者对创作过程加以观察，
并在学术讲座和会议以及“跨艺·舞动无界”的博客上将观察成果和艺术作品共同呈现。

通过本文论述，笔者主张“跨艺·舞动无界”项目本身即起到“中间地带”的作用，项目
所发起的创作过程中也制造了许多中间地带。本文依托2012年和2013年“跨艺·舞动无
界”项目中的三则创作过程进行微型案例研究，对“接触地带”概念进行剖析。笔者以翻译
理论、实用主义哲学和演员培训理论及中国美学与语源学为理论基础，旨在进一步了
解“中间地带”在艺术作品创作及其在跨文化工作实践中作为战略参考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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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地带/翻译地带

普拉特的“接触地带”源自语言学术语“接触语言”（contact language），即持不同语言 
（又称“混杂语言”）的不同话语群体所形成的交流方式，常见于商贸行业（Pratt 2007： 
8）。接触地带在描述殖民迁徙历史中的“帝国遭遇”时有所应用，“常见于存在高压政
治、极度不公和棘手冲突的情况”（Pratt 2007：8）。然而，普拉特主张着重强调“接触”
中“各主体参与方式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

 （接触地带）在探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旅行者与“被旅行者”关系时并非将关
系双方看作互相孤立的因素，而是认为双方存在共处、互动关系，常见有悬殊的
力量差距，应进行统筹理解和操作。

（Pratt 2007: 8）

1991年，普拉特将“接触地带”定义为跨文化研究认识的象征和范本，此后各学科皆有
用到该概念3，“跨艺·舞动无界”项目的参与者亦有使用。跨文化研究中广泛使用“接触
地带”概念的原因在于，该概念质疑和颠覆了现有以西方观点为主、基于帕垂斯•帕维斯
（Patrice Pavis）跨文化转换沙漏模型创建的线性模型。沙漏模型所表述的跨文化实践
以“来源文化”和“目标文化”二元关系为基础，曾因其欧洲中心论和符号学角度解读受到
巴鲁卡（Bharucha 1993、2006）及罗和吉伯特（Lo & Gibert 2002）等的猛烈抨击。中国
戏剧学者田民对帕维斯“沙漏”模型的观点是：“由于该学说未能明确将跨国戏剧视作不同
戏剧元素互有交涉和置换的结果，往往制约了目标文化（即西方文化）对来源文化的采
纳程度（Tian 2008：4）”4。

同样的，翻译简单化观念认为翻译只不过是“语言转换的简单过程，一种语言写就的
文字（即源语言）……可以理所当然地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即目标语言）”（Bassnett 
2014：2），现代翻译理论也对此进行了驳斥。霍米•巴巴（Homi Bhaba）于1994年提出
的重大理论中，“第三空间”集中体现为文化含义创作产生的“交互”空间、翻译与语言交
涉的前沿阵地、中间地带（1994：38—39），翻译理论则尝试在全球化、跨文化、后殖
民时代背景下，对该语言中间地带中含义构造的复杂性进行了描述和阐释。因此，比较
文学领域的专家吸收普拉特“接触地带”理论后，表述了“不同人群试图尽力向对方进行自
我表达从而出现言语转换，因此出现的遭遇空间”（Bassnett 2014：57）。艾米丽•阿普
特（Emily Apter）将之命名为“翻译空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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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空间明确了政治、诗歌、逻辑、控制论、语言学、遗传学、媒体和环境学
等的认识间隙，其移动特点包括精神移情作用和信息转换技术。

（Apter 2006：6）

不过，阿普特的“翻译空间”理论超出了语言的框架范畴6，这点对本文非常关键。当
然，舞蹈就是现成有效的研究模型，通过舞蹈我们可以检视身体接触和表达，从而对语
言学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我对语句之外的翻译深感兴趣，思想、训练、动作的翻译都不
涉及语句，正如阿普特那句引人争辩的话语说到的：“万事不可译……万事可译（Apter  
2006：xi-xii）。”

“地带”详究

我们要观察的第一个案例是2012年由瑞秋·洛佩兹·德拉·尼叶塔（Rachel Lopez 
de la Nieta）创作、2014年在“跨艺·舞动无界”五周年活动中再度上演的《北京水桶布
鲁斯》（Beijing Bucket Blues）。节目排练过程中，笔者观察到，编导通过与其翻译互
动营造出“中间地带”，从而为舞者创造了更为高效的创作空间。洛佩兹·德拉·尼叶塔
是一名来自英国的现代舞编导，但在她的实践中融入了更广泛的领域对其产生的影响7

。当时她与四名舞者合作——两名来自北京舞蹈学院，另外两名来自台北。因为舞者
和编导语言不通，所以洛佩兹·德拉·尼叶塔直接通过翻译同舞者进行交流8。洛佩
兹·德拉·尼叶塔创作《北京水桶布鲁斯》的过程采用即兴任务型结构方式，该方式
在 英 国 的 戏 剧 舞 蹈 教 学 中 较 为 常 见 ， 来 自 北 京 舞 蹈 学 院 和 台 北 的 舞 者 对 此 则 知 
之甚少。

洛佩兹·德拉·尼叶塔创作之初是将空的水桶交给舞者，请他们自行与水桶进行互
动（见图2）。排练早期阶段，舞者使用水桶进行即兴表演，洛佩兹·德拉·尼叶塔则
从这些表演片段中进行拣选，进而重复、改良并最终“确定”舞蹈动作。笔者在洛佩兹·
德拉·尼叶塔排练过程的末期（即三周排练时间的最后一周）开始进行观察。以下为洛
佩兹·德拉·尼叶塔与翻译谈到一名舞者时所说的话：

 那天我们在这里练习的时候，她当时的动作是受了童年回忆的启发，太美
了……这句不要翻……她的动作来自童年回忆，也许她该好好想想这段回
忆……啊，有光……有光可以看见……想想看那是怎样的场景……

（Lopez de la Nieta，北京舞蹈学院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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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洛佩兹·德拉·尼叶塔创作《北京水桶布鲁斯》排练图。摄影：Nigel Boar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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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到这时，洛佩兹·德拉·尼叶塔告诉翻译该对舞者说什么话，这其实就是简单
化的源语言/目标语言法。洛佩兹·德拉·尼叶塔不是简单地教授动作，而是采用一种
与众不同的方式发挥翻译的作用。首先，她将翻译过程作为自己思维过程的一部分。看
起来她似乎是要自己做个总结，但是她又会把观点大声地说出来。洛佩兹·德拉·尼叶
塔对翻译说：“那天我们在这里练习的时候，她当时的动作是受了童年回忆的启发，太美
了”。但是她随后又告诉翻译对舞者不要“翻译这句话”。她并不想透露自己所有的想法。
这一刻，洛佩兹·德拉·尼叶塔没有进行直接的指导，她想要为舞者尽量拓展阐释空
间，而不是掐断创作的可能性、直接将动作告诉舞者。此类情形在洛佩兹·德拉·尼叶
塔的排练中出现过若干次：“他坐在桶上之前的那个动作我真喜欢……不刻意营造美
感——只是那么坐在桶子上……我说得太多了……”（排练中的洛佩兹·德拉·尼叶
塔，北京2012）

洛佩兹·德拉·尼叶塔不事先决定舞蹈素材。事实正好相反，她会营造出一种空
间，让舞者可以将她的初衷“翻译”成动作，由舞者围绕回忆进行即兴创作；依托个人和
本国文化的历史、舞蹈技巧以及训练开展编创。

《北京水桶布鲁斯》作品本身、排练步骤及排练期间某些时刻（包括思考决定是否
将某些语句口头翻译出来的时刻）都可以理解为是互为关联的“接触地带/翻译地带”。舞
者和编导在双方默认的空间中交流，游弋于知与不知之间，大家尽己所能在不同层面上
回应对方，所以有时会出现不明所以或难以交流的状况，但是笔者仍主张该空间是，“一
个有效……空间，可就该空间探讨文化差异和探索创作可能性”（Bassnett 2000：57）。
虽然最终作品的审美情趣由编导决定，洛佩兹·德拉·尼叶塔和舞者还是通过不断交
涉、改良、合议共同创造出一个表演的世界。艾米丽•阿普特曾写到，学习另外一种语言
能让人重新看待自己在尘世的位置：

 翻译可以是爱，也可以是破坏，翻译成为一种重新看待自己与世界、与历史关
系的方式；翻译让自身固有知识变得陌生；翻译让人忘记自己的国民身份，将人
带离自己在本国的舒适区、日常的仪式感和在本国既有的种种安排。

（Apter 2006：6）

以上极宜用来评述舞者和编导之间的交流方式。他们在各自都熟稔的领域合作，但是
语言和创作方式的不同让他们身处全新的空间中，“破坏”并“重新定位”了他们原有的专业
身份和专业知识。在创作自己的“接触语言”时，他们也合作创作出了“全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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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再定义：什么是中间地带？

普拉特“接触地带”常为人诟病之处在于该理论自觉“中立”。简·库珀（Jan Cooper）
反对的立场是，“接触”和“地带”两个概念都有军国主义的潜在含义（如，某人在作战区/
军事区与敌人发生了接触），他认为，这样就让“接触地带”这一术语浸染上“静态发展的
特质，无视其受人群互动影响的因素”（Cooper 2004：25）。笔者认为从普拉特本意看
来绝非要表达“静态”或“中立”之意，库珀的观点是对普拉特本意的误读。通过“跨艺·舞
动无界”实验可以对“中间地带”概念进行深度挖掘，从而为该概念的象征意义框架注入丰
富内涵。

《无限关系》（Infinite Connections）是北京编导赵梁为2013年伦敦“跨艺”活动创作
的作品，该作品通过舞蹈动作阐释作品素材，着意玩转“中间地带”。《无限关系》作品
中，六名舞者通过在一条巨型弹力带内外移动、穿越完成创作（图3）。

就洛佩兹·德拉·尼叶塔的创作而言，没有舞者和编导的配合就没有作品。而赵梁
从排练的第一天就对舞者交代说，希望作品能表现六个人在空间限度内的生死之旅。他
将一根长长的白色弹力带交给舞者，舞者将弹力带系在练功房两端的把杆上，开始在其
中玩耍、尝试，跟随或者对抗其产生的弹力，进而开创出更多结构化动作，同时对这些
动作进行反复琢磨并最终确定创作成品。

显然，对舞者来说，利用弹力带做动作相当于给了他们具体的任务；编导不需要使
用动作术语或发出指示，舞者已经对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有了认识。弹力带变化万千，由
弹力带组成的网络也有万千切入点。舞者实际上是在营造自己的表演世界。

笔者观察到，在排练过程当中，工作室的氛围常常是在玩乐中解决问题，舞者共同
掌控局面、共同承担完成小组任务的责任。但有时也会出现困扰。有时难免会出现解决
不了的问题或是弹力带乱成一团无法解开。作品的结尾处，舞者通过弹力带各自行进，
完成形态各异的相遇动作，最后一幕中，观众可以看到最后有个舞者困在弹力带组成的
蛛网中央并试图挣脱。排练过程中，每每有舞者在该段中被弹力带捆住或困住，此时排
练就必须停止，舞群则要对该段动作部分重排或完全重排。其间，编导赵梁问舞者是否
发现这段太难。有一名舞者回答说一定要团队齐心协力才能做到，赵梁同意舞者的观
点，表示要将各人不同的技法、路径和节奏融为一体是一桩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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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赵梁创造《无限关系》。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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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力带本身就是非常具象的隐喻——象征着一则需要共同解开的谜题，同时它也让
舞者无处躲藏。舞者要直面各自训练体系的不同，解决由此而来的种种问题，否则作品
就会“失败”。一切都是真实绝无虚假。该案例中切实发生了各层级、各角度的翻译过
程。比之笔者观察过的其他排演过程，该作品将排演的主动权更多地交给了舞者。例
如，有若干次其中一位舞者对编导说：“稍等—我们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赵梁就会在
一旁等待舞者共同解决问题。

此概念在本文开始时所引中国字“间”字（见图1）的语源中有所体现。弗朗索瓦·于
连（Francois Jullien）曾著有关于中国近代山水画的理论文章，他在其中论证到，两扇
门中间的空间有其特质，“空无感弥漫、稀释存在感……（画家）则在‘有’‘无’之间作画”
（Jullien 2009：2）：

 “间”不是空间间距割裂；也不是关系居间调停。“间”表示留有余地……无限开
放……因此“间”不是物物之间……而是一物之“间”，物因“间”而有呼吸吐纳，得享
自由、滋养和浸润。

（Jullien 2009：94–95）

“间”之定义不是要将空间简化、扁平化或具象化——“间”并非必然涉及到“关系”，但
它却从理论上说明了可能存在关系的空间。笔者认为针对“地带”的此种研究方式为跨文
化研究者提供了灵活的研究策略。“间”的起源不是冲突，也不是关系，“间”强调的是动
态，是处于变换或成形边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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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分缕析：“地带”中有“接触”

其它针对普拉特理论框架的批判意见则集中攻击其理论空洞。库珀说：“要符合什么
条件才算是接触地带当中的接触，这一点是不甚清楚的”（Cooper 2004：27）。绍尔西
（Schorch）提出有必要让“接触地带”人性化（2013：68），马纳桑嘉（Manathunga）则
提倡发展其“敏感度”（2009：165）。在该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将该概念讲清说透？当
然，在舞蹈和表演领域，“接触”的含义和军事战争的语言属性是全然不同的。我们首先
以接触即兴为例，该方式合作的方向就更多依赖于彼此间建立关系而非冲突。而且，在
表演创作的“地带”中，业界共识就是最终的作品要由舞者和编导合力创作完成；但其过
程与依靠参与者通过达成各种合议的创作方式大为不同。要对概念进行全面把握，光置
身于“地带”之中是不够的，一定要深入分析接触地带中的“接触”并进而持有明确的态度
才能做到。

伦敦编导维拉•图辛（Vera Tussing）自述其为2013年“跨艺·舞动无界”创作的作品 
《舞动关系的研究》（ArtsCross Moving Relations: Research）是在讲述“彼此的相遇”和 
“彼此重量的相遇”。笔者曾目睹一次彩排，图辛和两名舞者共同创作作品中的一段，其
中一名舞者想要支撑起另一名舞者的重量，但是没有找到着力点。图辛说，“我想让你
试试看用力过猛是什么感觉你就知道着力点在哪了……你现在使用素材太犹豫。我们要
真正着手去做”（见图4）。当时要完成舞蹈设计动作，舞者需要完全将自己交付出去，
切实承担彼此的重量。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恐惧、犹豫、害羞），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
一点，就不能完成舞蹈设计动作——舞者也会因此摔倒。图辛明确地提示舞者，要成功
完成动作，一定要同时感受自己的重量和别人的重量。

20世纪30年代，德国舞者、舞蹈教师格特鲁德•法尔科-赫勒（Gertrud Falke-Heller）
曾明确论述过接触的必要性，认为接触的产生依靠对自身和他人的敏感：

 从根本上说，意识和接触是互相依存的；如果没有自觉意识，就不会发生真正
的接触，而没有接触，也不会有意识的存在。当意识自我感知到外来感受，并给
出确认和响应时，就建立了接触。

（Falke-Heller in Loukes 2010：110）9

舞者一定要具备高效接触的素质，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按照编导的描述与其它表演者
相会，那么就像上文中提到的，作品就会“失败”。“跨艺·舞动无界”的每次“接触”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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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维拉•图辛创造《舞动关系的研究》排练图。摄影：Andrew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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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质保量完成。在我观看练舞、与他人交流、聆听并以我所知带动作品理解的时候，
在针对核心艺术流程的各类研讨会、大会和其他活动中都需要“接触”。

 “接触”这一概念可帮助我们采用几种方式对“接触地带”进行再定义。首先，“接触”不是
指身在彼处；而是依托于心思所归，这是“接触”的关键；其二，“接触”是动态的；不会呈
现固定、静态或“中立”；最后，理解“接触”不能脱离其背景/环境。于连（Jullien）说空间 
“可以呼吸吐纳”，那么对于自主进入其间的人而言这并非一个“非我”的“地带”。笔者更愿意
采用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1938年提出的名称，将之看作“情境”：

 人类体验并非主要通过细微的感性直觉而来，而是通过（杜威）所说的“情境”
而来。他所说的“情境”并非仅指物质环境，而是全面整合了物质、生理、社会和
文化条件的综合体验——是最丰富、最深刻、最饱满、最宽泛的感知体验。

（Johnson 2007：72）10

在这样的“情境”中，各组成元素与整体密不可分。约翰（Johnson）以从自己办公室
看到一棵橡树为例。看到橡树的那刻，他写道：“眼中只看到整个情境……体验到的感
觉是全然一体的，瞬间囊括了视觉、听觉、触觉、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Johnson 
2007：72）如同《无限关系》当中使用的弹力带网一样，表演的世界要靠不停变换的“情
境”营造。两个舞者间的互动之中，跨艺研讨活动中因互相理解和误解所形成的意识网
络之中，处处都存在“情境”。正如福克·海勒（Falke Heller）写到的：

 我们都知道，世上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接触。环境和人会改变他们存在的形
态，万事万物都会发生移动和改变。如果依赖于我们“不变”的接触，那么我们今
天理解了的、接触了的，明天也可能很容易成为误解。

（Falke Heller 1939 in Loukes 2010：110）

如果这样思考“接触地带”，就不存在“接触”和“地带”这两样不同的事物——只有我们
自愿进入的“情境”而已。

跨艺·舞动无界“地带”中的翻译/转换/灌输

2012年的北京“跨艺·舞动无界”活动期间，笔者在活动博客上提问说，“什么是翻
译？是想法、动作、记忆、意图或是训练文化的具体体现？……翻译了什么？怎么翻
的？谁翻的？”引发了激烈的争辩，奥拉·约翰逊（Ola Johansson）以下列警语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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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导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高素质舞者可以共同创作舞蹈佳作，不需要了解或
认同各自的美学观点、动作术语、个人考虑或目的、文化背景或艺术训练方式。
我认为大家都背负了沉重的后殖民主义包袱。

（Johansson 2012，n.p.）

表演从业人员常会落入这样的窠臼：在跨文化交流的外壳下仍旧使用自己原有的参
照架构，正如田民在批判剧院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所说的一样，“西方文
化、意识形态、政治以及戏剧的人文主义观点绝不是普世标准”（Tian 2008）。我们应当
时刻意识到这一点。后殖民主义理论将翻译比作：“血肉交融，杀父灭祖，发明再造，丢
失记忆，殚精竭虑，归化创译”（Bassnett 2014：54）。一个人所持的观点完全取决于其
已形成的和常变常新的认同感。本文强调了关系、合作和联系等要素的重要性，但笔者
仍要明确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扁平化、简化观点或是想象出一个乌托邦，而是要探讨跨文
化工作实践的相关策略。绍尔西曾指出，“接触地带”不应被误解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
理本原”或是“普世价值”（Schorch 2013：78）。此时就需要双方合议，或者采用“通用框
架‘争辩’（Schorch 2013：78）‘难免复杂难以诠释的道德和政治事件’（Held 2008）”。

17世纪时，中国科学家通过翻译西方科学作品创立新知识。在对书本进行翻译的同
时，科学家们还开展独立实验，以此吸收旧知识、开发新知识。翻译过程在其中起到催
化作用，引领科学家探索新发现（Delisle & Woodsworth 1995：106）。在“跨艺·舞动无
界”的多个互动“地带”中，进行的不仅仅是单一艺术形式和艺术观点的创造，而是互融
共通合作创造。我们都知道，融合主义的概念范畴远比单纯“结合”不同观点或是创造“混
合体”要广泛。融合主义是要开创全新的事物。巴尔梅（Balme）曾这样写到，“戏剧融
合主义由跨越文化二元分裂的观点演化而来，脱离了美学和常规规则的限制，传统表演
在此被看作文化素材，可由此创作全新作品”（Balme 1999：272，笔者有所补充）。台
湾文化历史学家陈光兴构思创立了“批判性融合”的概念，认为这是东亚“去帝国主义”和 
“去殖民化”过程中一种“可用的认同策略”。他写到“融合主义不止强调混合的过程，也能
同时创立更加积极的反身意识”（陈2010：98）。关键是，该模型不是基于来源文化/目
标文化二元结构建立，上文中已经提及这是西方跨文化戏剧实践为人所批判之处。“跨
艺·舞动无界”项目的舞者、编导和学者都在多种“地带”将自己的观点向彼此做表述，
不仅创作了全新的作品，同时还构建了新的专业身份和知识。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
赵知博自2009年起参与“跨艺·舞动无界”，她认为该项目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行
业的理解。她极其享受与伦敦和台北编导进行即兴创作的机会，并已开始在北京舞蹈学
院开展结合即兴创作技法的教学方式。来自伦敦的舞者阿苏拉·阿多维尼（Azzu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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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ovini）在参与项目的两年中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彻底反思。她反馈说北京舞者的
方式方法影响了她的动作方式及对动作的看法，特别是对经典技巧的应用方面影响尤
甚。“跨艺·舞动无界”项目中所创作的作品比项目本身更为经久不衰。

结论

中国字“人间”的字形既包含两个人将各自的重量承托于彼此身上，同时也包括“中间”的
概念（见图5）。11 此中悖论和图形游戏之精妙无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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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定义“接触地带”并不只限于语言转换和符号学研究，也不仅止于来源和目标二元
概念。本文提出将“地带”或“中间”空间放在跨文化艺术实践中来看待，替代“同质化”“普
世”的实践方式。本文提出的方式主张通过在人们自主进入的共有空间或“情境”中发展人
与人之间真实的“接触”。通过该方式开展的工作依托于宏观与微观层面，通过不同传
统、语言、训练传承实现，游走于过去和现在、历史和可能发生的未来之间。“跨艺·
舞动无界”的参与者共同创作了全新的“融合”素材，通过双方知识的中间地带梳理出作品
价值。中国唐代译者义净将翻译定义为“交流”，并说明在该过程中：

 “以一己所有……善加使用……一生二，成长，结果，‘变成’其他事物，与源物
有异，又本源近似。”

（張佩瑤 2006：175，斜体字为笔者添加）

翻译一词的词源来自拉丁文中的translatus，是transfer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为跨
越。在跨越的过程当中，有些事物发生了改变，如笔者上文中探讨过的案例。根本上
说，“地带”、“接触”、“中间”和“情境”不过是文字而已，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掌握个中涵
义；它们永远都处于冲突、动态和转换之中。或者正如庄子所说：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
之言哉……

（原句出自庄子，公元前369—286，见于張佩瑤著 2006：40）

图5：中国字“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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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图中字为古文。当今汉字（繁体和简体）‘月’字已被‘日’字取代。

2. “跨艺•舞动无界”为汇集跨文化、跨国界和跨艺术领域学者和艺术家的长期项目。该项目旨在抓住关键战
略时期，推进东西方开展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项目力争通过艺术和艺术创作的转变性力量加深跨文化对
话和理解，提升专业、个人和研究机构的交流。更多资讯请点击 http://www.rescen.net/events/ArtsCross_
index.html#.VynQj3q2Xug查看（2016年5月4日）。

3. 詹姆斯·克里夫德说：“文化行为即是身份的创立和再造，发生在接触地带以及各国家、人民和语言环境
等高危监管跨文化前沿阵地”（克里夫德1997：7）。绍尔西将“接触地带”放置在博物馆研究的语境当中，
从而探讨博物馆参观者的体验（绍尔西2013：68），凯瑟琳·马纳桑嘉将“接触地带”用于“反思跨文化研究
所需的知识、特性和存在方式”（马纳桑嘉2009：165）。

4. 关于该探讨的有效资讯可见于诺尔斯 2010， 密特拉2015，田2008和扎日利2013。

5. 巴斯奈特2014中可找到该领域相关有效资讯。 还可见本杰明1992[1923], 德里达 1981和帕兹 (1992 [1971])有
关翻译的关键著作。

6. 近期关于剧本翻译和改编的有关研究报告 (巴恩斯, 马里奈蒂和波特赫拉 2011，瑞伊2011，克里布斯2014)
。虽然在理论上互有交叉，但本文不同之处在于重点研究舞蹈和表演实践中语言、观点和动作的翻译。

7. 德拉·尼叶塔为Dog Kennel Hill项目联合创始人，该项目自我介绍中表示自己是“奉献多种形式表演作
品、由艺术家联合运营的舞团……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创作艺术产品，更是营造关系、完成交涉和开展实
验。” http://www.dogkennelhillproject.org/

8. 备注： 本文开始时笔者曾明确承认“口译员”和“笔译员”的区别在于口译员主要做即时口头交流，而笔译员
则进行文本翻译。但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在过去约半个世纪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日益模糊，笔
译和口译的传统差异比之过去大为弱化”。（巴斯奈特（Bassnett）2014：127）。

9. 20世纪30年代末期，格特鲁德•法尔科-赫勒（1891—1984）在达廷顿的佐斯-里德舞蹈学校（Jooss-Leeder 
School of Dance）应用艾尔莎•金德勒（Elsa Gindler）的身体意识法开展教学。（约翰逊2003：3）将金德
勒氏方法定义为“极其简单的经验型工作法”，该训练方法主要是培养学生集中注意力，关注自己和舞伴的
身体感受。

10. 近期有将杜威的作品用于情境认知新理论的认知研究中。参见卢克斯（Loukes）（2013a）可进一步查阅
情境认知和表演领域相关探讨。

11. 中文意思为人间 ；日文意思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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