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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芭蕾艺术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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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芭蕾是从国外移植，在我们的⼟壤⽣根的艺术品种。它的形成⽐国外晚了三百多年，但是发展很快，已

经⽟树临风，花枝招展。回想它的过去，瞻望它的将来，实在有许多感触。

　  60年前，上个世纪的前半叶，我们对芭蕾舞还⾮常陌⽣，只知其名，未曾亲见。解放前少数⼈如戴爱莲、丁

宁、胡蓉蓉等有幸先⾏，但也是开拓维艰，难成⽓候。只有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建国五周年以后，情况才发⽣了根

本的改变。那时我们的民族民间舞已经站稳脚跟，有了长⾜的发展，能够向外交流吸收，加上前苏联⽆私的兄弟情

谊，1954年派出了饮誉全世界的苏联国家⼤剧院芭蕾舞团，⾸先踏进北京当时新建的天桥剧场，演出了芭蕾舞剧

《天鹅湖》、《宝⽯花》和《雷电的道路》，还带来了古典舞剧《吉赛尔》和根据肖邦⾳乐编创的《仙⼥们》。此

外，我们还看到了苏联⼈民演员乌兰诺娃、列别申斯卡娅、普利谢茨卡娅、谢尔盖耶夫等的卓越表演艺术，看到了

苏联⼈民艺术家法耶尔和功勋艺术家斯维特拉诺夫的指挥艺术和他们乐队的技巧辉煌的演奏，才使我们⼤开眼界，

伸开双臂，迎接这朵夺⽬的舞剧奇花。我在⽂化部艺术局，常有临时没有来取的票，有幸多次观摩，得益巨⼤。

　  我们知道，在芭蕾舞的发展史上，主要有两种美学观点。⼀种观点认为芭蕾是“纯粹的舞蹈”，16世纪时这种观

点占主要地位。当时的意⼤利舞蹈《皇后的喜剧芭蕾》编导博若耶就认为芭蕾是“⼏个⼈在⼀起跳舞的⼏何图案组

合”。这种观点完全着眼于芭蕾舞的形式美，⼏乎完全不考虑舞蹈的内容和情节，只追求技巧的⾼超、场⾯的华

丽。另⼀种观点强调芭蕾是“戏剧性舞蹈”。18世纪法兰西舞蹈家诺维尔的《舞蹈和舞剧通信集》代表了欧洲芭蕾⾰

新的主流，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反对把芭蕾当作供贵族消遣⽤的装饰品。他认为舞剧要表现戏剧性内

容，“情节和舞蹈设计要保持统⼀。有合乎逻辑的、明⽩易懂的故事内容作中⼼主题。和情节⽆关的独舞及舞蹈⽚

段都得取消”，舞剧中“不仅是舞蹈技术光辉夺⽬，更须通过戏剧性表现，从情绪⽅⾯感动观众”。诺维尔的学⽣让·

多贝⽡尔实现了他的主张，他所创作的舞剧《⽆益的谨慎》⾄今还在上演。说实话，两种主张都有所长，也有局

限，都有它们的历史贡献。

　  ⼗分幸运，我们⼀开始就和前苏联芭蕾舞有缘。苏联在列宁的“两种⽂化”的正确⽅针指引下，俄罗斯优秀⽂化

不仅得到全⾯继承，⽽且不断提⾼和发展，让世界瞩⽬。俄罗斯芭蕾舞剧的深厚传统，也由此⽽得到继承和发扬光

⼤。

　  在普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理、⾼尔基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驱者的故乡，培育出⼀种

富有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特有风格的芭蕾艺术，是⽔到渠成的历史必然。⼗九世纪中叶，它接受了法兰西和意

⼤利芭蕾舞派的精华，很快地就形成了新的俄罗斯舞蹈学派，对芭蕾艺术有独到的见解，对所有的欧洲芭蕾经典剧

⽬有不同的处理，有⾃⾝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品格。这⼀切，都是很⾃然的事。

　  我怀着敬佩的⼼情，强烈地感受到斯⼤林时代的苏联芭蕾所取得的不平凡的成就。它不仅出现了⼀批又⼀批极

为优秀的舞蹈教育家编导家和表演艺术家，⽽且创造了⼀⼤批经典性的优秀剧⽬。更重要的是，⼤批的苏联优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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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家来华帮助我们培养了整整⼀代年轻的舞蹈精英，⼤批的中国学⼦被输送到苏联留学。俄罗斯的民族学派，不论

是⾳乐、舞蹈或是其他艺术领域，都让我们得到了全⾯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开拓眼界，借鉴继承，少⾛了许多弯

路，加速了我们的成长。这对我们芭蕾舞事业的建⽴和学术思想，都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对我们芭蕾的艺术追求、

艺术风格的形成，⾄关重要。可以说，我们的芭蕾舞艺术是吃俄罗斯芭蕾舞学派的乳汁长⼤的。不论以后的历史如

何演变，这⼀段情谊，我们⽆论如何，也应永远铭记在⼼。

⼆

　  我⾃1953年调到⽂化部⾄今，已经整整56年，⼤半⽣都是在⽂化部的⼤屋檐下度过的。经历过风风⾬⾬，这当

中欢乐多于眼泪。对于⾳乐舞蹈事业从⽆到有，所⾛过的路，所作过的战略思考，都未敢或忘。对于舞蹈学校、芭

蕾舞团的筹建，过去在林默涵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仍有深深的记忆。

　  1954年2⽉。第⼀位苏联专家奥·阿·伊莲娜应邀来京，为我们开办了第⼀期教师训练班，这是我们引进芭蕾艺术

战略思考的第⼀步。⾸先是培养出⼀⽀芭蕾的教育和表演的⾻⼲队伍。当年参加训练班的学员都是精⼼挑选出来

的，他们仅⽤了半年时间，就奇迹般的完成了苏联舞蹈学校1—6年级的教学⼤纲，通过严格考试，全部及格。后来

在实践中不断提⾼，成为同年创建的北京舞蹈学校和芭蕾专科的教学⾻⼲⼒量，既是伊莲娜的好学⽣，又在结业后

当了伊莲娜的好助⼿。

　  1957年，在苏联专家查普林的指导下，舞校排练演出了多贝⽡尔的舞剧《⽆益的谨慎》。1958年在苏联专家古

谢夫指导下，舞校集中全⼒，成功演出了《天鹅湖》，⽩淑湘成为我国的第⼀位⽩天鹅。在这基础上，1959年底北

京舞蹈学校建⽴了实验芭蕾舞剧团，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个专业芭蕾舞剧团，是中央芭蕾舞剧团的前⾝。继

《天鹅湖》之后，1959、1960年，在古谢夫的指导下，又陆续⽐较从容地上演了《海侠》和《吉赛尔》。

　  这⼀时期，在苏联莫斯科国⽴戏剧学院舞剧编导系进修的蒋祖慧、王锡贤先后以优异成绩归国。1961年蒋祖慧

在天津歌舞剧院上演了《西班⽛⼥⼉》；王锡贤在北京舞校实验芭蕾舞剧团上演了他的毕业作《泪泉》。

　  1963年，中央歌剧舞剧院成⽴，北京舞蹈学校附属的实验芭蕾舞剧团完成了它的实验阶段，并⼊了中央歌剧舞

剧院，成为国家剧院。蒋祖慧在歌剧舞剧院执导了著名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整整⼗年的磨练，中国芭蕾在

俄罗斯芭蕾舞学派的培育下，⾛完了它的第⼀个历史进程。这是⼀个艰难的历程，也是⼀个光辉的值得骄傲的历

程，中国⽼⼀代芭蕾舞艺术家的贡献，功不可没。这又都是在⽂化部的战略思考下有步骤有层次地进⾏的。

三

　  1964年是我国芭蕾舞剧值得⼤书特书的⼀年，它响起了第⼀声春雷，由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成功地创作演

出了⼤型芭蕾舞剧《红⾊娘⼦军》。这部四幕六场的舞剧，从戏剧构思、⼈物塑造、舞蹈设计、到每⼀个⾳符，都

是⾃⼰创作的。那时苏联专家已全部撤离，在某种意义上，正好给我们的舞蹈家⼀个考验的机会。编导李承祥、王

锡贤、蒋祖慧，作曲吴祖强、杜鸣⼼等，他们都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却已经独树⼀帜，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

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尖鞋”的中国娘⼦军历史形象。

　  ⽆独有偶，也是在这⼀年，又响起了第⼆声春雷，由上海芭蕾舞团胡蓉蓉、傅艾棣、程玳辉、林秧秧编导，严

⾦萱作曲的芭蕾舞剧《⽩⽑⼥》于同期出台，演出⾮常成功。这两部舞剧，⼀《红》⼀《⽩》，成为我国芭蕾舞蹈

史的“20世纪经典”，永不消失的⾥程碑。

　  在欧洲，芭蕾舞的程式早已定型，所有舞蹈动作都⾮常规范，结构也趋于定型化，可以说近乎千篇⼀律。⽐

如，从17世纪法国路易⼗四在巴黎创办世界第⼀所皇家舞蹈学校起，就规定了⼥演员要穿上特制的⾜尖鞋⽴起脚尖

跳舞，确⽴了芭蕾的五个基本脚位和七个⼿位。五个基本脚位⼀直沿⽤⾄今。双⼈舞和独舞的结构也是定型的，连

⾳乐的曲式也被定型。弄得当时的编导和演员都只能⽤⼼于舞蹈技巧，提⾼表演形象的优美、追求动作的精致绝

伦、场⾯的华丽，重舞蹈形式⽽轻内容。

　  俄罗斯芭蕾在⼗九世纪有了突破，包括芭蕾⾳乐的突破。柴可夫斯基的舞剧⾳乐《天鹅湖》突破了过去⼀般带

娱乐性的芭蕾舞剧⾳乐，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和严谨⽽富于逻辑性的戏剧构思，同时，在创作⽅法上，又通过交响性

的展开对⼈物个性进⾏刻划，使它具有歌剧和交响乐的深度。此外，他还有效地继承了过去芭蕾舞剧⾳乐的⼀些传

统⼿法，采⽤了好些带有插曲性质的舞曲体裁，把它们贯串在整体之中。如第⼀幕的圆舞曲，形象地写出了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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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氛，在典雅的风格中，流露出⼀种内⼼的寂寞和偶尔出现的要求打破这平静⽣活的激动，很好地体现了王⼦

的精神世界。⾄于第⼆幕表现天鹅的许多四拍⼦和⼋六拍⼦乐曲，则充满了抒情的⽓质，具有很⼤的歌唱性，使舞

蹈编导艺术家们得以创造出许多举世难忘的天鹅舞蹈。令⼈印象最深刻的是柴可夫斯基在对天鹅的⾳乐形象刻划

中，倾注了有关爱情的纯真和对⾃由的渴望的全部⼈格化了的感情，对⽩天鹅的善良⽽坚贞的性格，给予动⼈肺腑

的歌颂。由此可见，由于柴可夫斯基继承了以格林卡为奠基者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法，使这部舞剧⾄今还是舞剧⾳

乐发展史上划时期的作品。任何⼈看到舞剧《天鹅湖》的演出，都不能不⾸先被它的⾳乐所激动。很可惜，他的这

⼀部⾳乐⼒作⼀开始就遭到忽视，被当时的编导糟塌了，编导不重视也不适应柴可夫斯基的创作意图，仍然⽤⽼⼀

套的只考虑娱乐不考虑内容的办法，把乐曲拆散，随意调动，结果完全失败。⼏乎让柴可夫斯基⽓得今后不打算再

为芭蕾写⾳乐。幸⽽后来优秀的俄罗斯舞蹈家们把《天鹅湖》按着戏剧化的要求，把原曲重新进⾏整理。结果⼤放

异彩，第⼀幕所有⼈物的⾳乐个性都⾮常鲜明。第⼆幕天鹅的舞蹈精美绝伦，⾄今仍为世界所有芭蕾舞剧团所沿

⽤。可惜柴可夫斯基已逝，不及⽬见。

　  芭蕾舞剧的戏剧性因素、舞蹈因素和⾳乐因素三位⼀体，实在不能偏废。我们的两部舞剧创作，⼀开始也碰到

了⽐柴可夫斯基更⼤的问题；芭蕾程式和阶级⽃争现代精神发⽣⽭盾，不突破就⽆法解决。⽐如说，过去芭蕾的双

⼈舞是专供王⼦和姑娘表现爱情的舞蹈⼿段，不表现爱情就⽆法施展双⼈舞。外国芭蕾舞⼏乎离不开爱情，公主要

配上王⼦，灰姑娘也要配上贵族，⽆论是喜剧悲剧，都和爱情有关。没有爱情的外国芭蕾剧⼤概是没有的。这并不

是厚⾮这类题材，爱情是永恒的，爱情的价值永远是⼈⽣价值的⼀种体现。但是，⽣活⾥也有可以和爱情⽆关但⽐

爱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由和崇⾼的品德。这⽅⾯我们的民族戏曲可就丰富多了，《三岔⼜》、《空城计》、

《红灯记》、《智取威虎⼭》，《芦荡⽕种》都没有写⼀丁点的情爱，但都很出名。也许，有⼈认为芭蕾舞剧不像

其他艺术品种，它天⽣地只善于表现爱情、这种体裁只属于爱情题材，是这种题材的专利。这种意见也对也不对，

应该承认，表现情爱的确是芭蕾舞剧的特长。不过，天下间从没有见过只能表现⼀种题材的艺术形式或艺术体裁，

特长并不等于单⼀或唯⼀，这种认识对芭蕾舞的发展并不利，应该容许突破。我们的舞蹈家勇⽓可嘉，芭蕾舞剧

《红⾊娘⼦军》居然⼤胆绕开了爱情，原本电影对洪常青和吴青华是有⼀点感情关系的，在芭蕾舞剧中不但没有渲

染，反⽽被删掉了。在芭蕾舞剧中居然撇开情爱，⽽且更加集中地突出了⼈物的崇⾼品质，这是⾮常⼤胆⽽又富有

创造性的突破。《⽩⽑⼥》中的喜⼉和⼤春确有⼀点情爱的苗头，但很快地就被拆散了，淡化了，⼏乎没有占什么

分量。以后还有《沂蒙颂》和《草原两姐妹》，都没有表现什么爱情，它们表现的只有崇⾼。离开了爱情，双⼈舞

就出现了问题，失去了对象，爱情的托举也⽆法施展了。独舞也缺少了双⼈舞的呼应，芭蕾舞的结构岂不是要散架

了？但是，我们的舞剧还是找到出路，其中并不缺少双⼈舞，不过不是爱情的双⼈舞，⽽是⼥主⾓和地主恶霸⽃争

的双⼈舞，它不再是含情脉脉的托举，⽽是抓拿与反抓拿的⽃争。这⾥⾯使⽤了戏曲武打的⾝段，依然很有戏剧

性。这两种双⼈舞当然⼤不相同，但民族的风格和民族的舞蹈⼿法同样有它的审美趣味。

　  说到独舞，《⽩⽑⼥》中表现喜⼉躲在⼭洞⾥渡过春、夏、秋、冬四季的连续四段独舞，意境精美绝伦，很有

创意。《沂蒙颂》中解放军伤员的独舞，不仅别致，还很感⼈，腿部受伤的⼈怎样跳舞，本是个难题，不料却充分

发展了单腿⽀撑和翻滚的技巧，这也是芭蕾独舞的精彩之笔。

　  总之，我们第⼀批的芭蕾舞剧的成就是值得赞叹的。它完全不是欧洲芭蕾舞剧的模拟，⽽是从艺术思想到艺术

⽅法的⼤胆的创新，在精神上艺术上都⾮常可贵，以表现崇⾼品格为⽬标的创新，成为我国芭蕾舞的鲜明特点。所

以，当年我在《⼈民⽇报》上以《芭蕾舞艺术的⾰命》为题，⼤加歌颂。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已经完全成熟了，

有好些地⽅还有待加⼯提⾼。⽐如哑剧的成分还⽐较多，甚⾄连⼤幅标语⼜号都不得不搬上舞台，让⼈觉得艺术⼿

法还不够丰富，舞蹈的表现⼒还不够⾼明等等，还有待我们的舞蹈精英们继续努⼒。

四

　  ⽇⽉如梭，从我们⾃⼰创作出⾃⼰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芭蕾舞剧起，转眼四⼗年又过去了。改⾰开放以来，我们

的眼界更加开阔了。这⼀段期间，我们芭蕾舞团的队伍逐步扩⼤，和全世界的⽂化艺术交流⽇益频繁，演出了许多

新剧⽬，芭蕾舞艺术的表现⽔平⽇益提⾼，我们许多芭蕾舞尖⼦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参加⽐赛，多次得奖，成绩斐

然，在⼴州还有了⾃⼰的刊物。这些都是令⼈⾼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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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对芭蕾应该有⼀个更⾼的⽬标，这个⽬标应该是：建⽴⾃⼰民族的芭蕾舞学派，让它以独特的风

格，屹⽴于世界芭蕾舞艺术之林。我们的芭蕾舞已经⾛了六⼗年，从幼⼩的嫩苗成长为参天的⼤树，有了⼀个不⼩

的队伍，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们还不能⾃满，还要我们付出更⼤的努⼒。

　  按照我粗浅的理解，学派是⼀种主张，是⼀个体系，是⼀种精神，是⼀种风格，是⼀种凝聚的⼒量，对社会产

⽣影响，得到社会的承认。只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我认为就可以成为⼀个学派。

　  学派有⼀个成熟过程，会发展、变异，也会衰亡，当然，也能复兴。法国的芭蕾舞学派就体现过这个过程。路

易⼗四时期以前的芭蕾其实只是⼀种宫廷娱乐舞蹈，穿的是鲸⾻裙，平底鞋，后来在⽂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下才慢慢

发展起来。意⼤利、俄罗斯的芭蕾舞也是随着⽂艺复兴以及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更迭⽽沉浮。我们现在正⾯临⼀

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时代，也应该有⼀个⽂化艺术⼤发展的时期，芭蕾艺术的发展，正适其时。

　  建⽴⾃⼰的民族学派，我想必须是两条腿⾛路。⼀条是向世界芭蕾⽂化和⼀切舞蹈⽂化⼴览博收。尽量吸收世

界先进的芭蕾⽂化，⼴与交流，上演他们的剧⽬，学习他们的经验。但学习不能囫囵吞枣，要动脑⼦研究。上演他

们的剧⽬也不能照搬，要有⾃⼰的理解，要敢于创新。要有独特的风格。这才是真正的交流，不能只是照本宣科，

只是模仿。

　  还有更重要的⼀条腿，就是创造性地创作和演出⾃⼰的芭蕾舞剧，要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怕失败，摸着⽯

头过河。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应该强调：⾸先是要和我们民族的传统⽂艺观、社会观接轨，和我们民族的⼈⽂精神

接轨。我们的⼈⽂精神⽐欧洲的⼈⽂主义要早上好⼏千年，商周⽂化就有“天⼈合⼀”“宇宙和谐”的⾃然观和“皇天

⽆亲，唯德是辅”的以⼈为本的民主思想。我们的⽂艺观要在这样的⼈⽂精神影响下，把整个⼤⾃然和社会都纳⼊

⼈⾃⾝的胸怀。我们对待客观世界重感性，所以⼤⾃然⽆不打上⼈的思想感情的烙印，⼭⽔花鸟皆写意，落花流⽔

都是情。总之，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能⼒，认知⽅法；我们的感情世界和⼤⾃然的关系；我们的道德观和待⼈接物的

准则；我们的风俗习惯等等，都很独特。这对我们的芭蕾舞民族学派的建⽴，是⼀个基础性的⽴⾜点，也是艺术创

造的出发点。过去的继承只是盯着艺术传统，这很不够，要把哲学思维、道德思维和民族品格放在中⼼位置。

　  当然，还有⼀个问题，就是还要勇于在我们的⽂化艺术传统成就中⼤胆吸收，范围要继续扩⼤。我们的⽂化根

底⼗分深厚，诗词歌赋，戏曲绘画，曲杂⽪⽊，优秀成果多得很，表现⼿法⼗分丰富，都可以助我们⼀臂之⼒。戏

曲和杂技的⾝段、技艺，⽂学作品的题材，美术绘画的意境，取之不歇，⽤之不尽。过去借鉴吸收，硕果累累，今

后还要不断加强。它们对我们芭蕾民族学派的建⽴，作⽤⾄⼤。

　　　　　　　　　　　　　　  （作者 ⼆○三站离休⼲部）

上⼀篇： 喜看吴碧霞扮演于⼩芹

下⼀篇： 既来之 则安之——抗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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