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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dance tal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ese dancers' cultural identity motivation and talent growth, and analyzes how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dance talents develop their own dance career based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classic dance art theater and group case. Explore the relevant theater 
and theater business model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dance art talents to go abroad, and study the way that dance art talents have a place in the western 
dance occupation performance market, which is the trend of Chinese dance art talents.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inds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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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依据舞蹈人才成长环境，从中国舞蹈人文化身份动机、人才成长的内在逻辑，

分析中国三代舞蹈人才如何在国族文化身份认同基础上，开拓自身舞蹈事业，本文通过经典

舞蹈艺术剧场、团体案例，探索相关海内外剧场、剧团经营模式，为舞蹈艺术人才走出国门

策略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出舞蹈艺术人才在西方舞蹈占领演出市场的当下保有一席

之地之路，为中国舞蹈艺术人才走向国际市场找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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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舞蹈人的身份认同与成长规律 

只有洞悉时代的艺术作品才有可能流传于世，供人们欣赏、评论，艺术家往往需要在宏

大的时代语境中为自己定位，舞蹈本体所拥有的纯粹的力量与舞蹈人所具有的韧性精神特质

结合起来，构成舞蹈人群体所特有的身份意识：中国当代舞蹈人才育成的历史性建构，是整

体上出于建构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历史动因而自觉开展的舞蹈艺术语言创造活动。从社会与

个人的关系上说，涉及到大的文化氛围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追逐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所

产生的的群体性力量。中国舞蹈人才文化身份的历史性建构，大体可以按照“新中国”、“新时

期”和“新世纪”三个大的时代区隔划分。 

1.1. 第一代中国舞蹈人的身份认同 

作为新中国舞蹈缔造者中的一员，舞蹈人才戴爱莲、吴晓邦、贾作光、白淑湘、赵汝蘅

等堪称中国第一代舞蹈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响应国家关于建设“新中国”、创造“新文化”的
号召，自觉将自身舞蹈艺术事业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需求结合起来，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舞

蹈。第一代舞蹈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舞蹈本体出发，在时代需求的牵引下，第一代舞蹈

人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与转换。这种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定与

他们主动投入时代洪流、建构一个国家的民族舞蹈基业的社会意识达成了深度同质。这是社

会文化大环境与自我文化小环境同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舞者，第一代舞蹈人自身的文化品

格大气、自然，他们在舞蹈领域的深耕细作也实质性地推动中国民族舞蹈艺术的成型与发展。 

1.2. 第二代中国舞蹈人的身份意识 

如果说老一辈的中国舞蹈人是“新中国”代言人的话，那么在现时代开始接受职业舞蹈教育

的第二代代舞蹈人则呈现出了更多的个人化色彩，第二代舞蹈人在艺术与生活的和谐共振中，

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艺术自信，逐步确立自身的独特文化身份。身份构成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全

部关系，存在和世界是以身份定位的形式显现的，在异质文化自由交流与碰撞的第二代舞者，

他们主动用自己独创的艺术语言表达其身份意识，已经成为某种基本的运变法则，第二代舞

者的艺术作品创作中富含对民族性元素的强调。 

1.3. 新世纪中国舞蹈人的本体意识 

第一代、第二代中国舞蹈人才走向成熟，并在自我超越的基础上构成了第三代中国舞蹈

人才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第三代舞蹈人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文

化概念，这代舞蹈人具有超脱的人生观和独立的自我意识，取得了自我和社会的双重认同。

第三代舞蹈人与其说与城市、社会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对抗，不如说他们解决了“小我”与
“大我”的交替。他们没有逃离城市，越来越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青年舞蹈编导，面对大城市

下舞蹈文化与市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不再固守原本的创作之路，而是根据个人的具

体情形自由地选择用何种视角实现自己的舞蹈编创梦想。 

2. 中国舞蹈艺术人才所面对的境遇 

2.1. 中国舞蹈人走出国门的现状 

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似乎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跨文化交际的加剧、虚拟文化共享空

间的出现， 终使“某民族的舞蹈”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话题。在充满矛盾、崇尚跨界的新年

代，舞蹈人才急需跨界的知识、跨界的视野，以及跨界的具体方式。舞蹈人才成长的过程中，

舞蹈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注入具体的跨界理念。中国舞蹈艺术人才正是不同历史时期下

一群群的刚柔并济的群体力量，在国外的中国现代舞艺术家们的生存现状也有一些特点，比

如，在国外红火了后，逐渐过渡回到中国继续编舞。其实中国的很多现代舞蹈家在国际上都

很优秀，都是在主流剧场为主流观众进行演出的，中国现代舞是可以直接扎入国外观众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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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情趣里的。 
中国现代舞的演出市场在往一个好的趋势发展，但并不是说已经有了一个特别好的环境。

舞团只能寻求去国外巡演，因为国外的巡演不用交场租，也不用分票房，举办方会直接付给

舞团演出费，国外的剧场是可以以项目向政府申请资金的。剧场既可以卖票房，也可以得到

政府的支持。 

2.2. 中国舞蹈艺术人的成才之路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中国舞蹈家的现代舞蹈作品成功走出国门，中国现代舞在创作和表

演方面的成就越来越为世人瞩目。同时，也有一些现代舞蹈家在海外小有名气后选择回归国

内舞台。中国舞者、编导在海外学习、交流，接受了很多国外的专业教育，但仅仅是学到了

技术，怎样把技术的东西变成中国式的表现，是中国舞者、编导一直在探讨、思考和尝试的。 
每位舞者都希望寻找到更加广阔的空间。嫁接在西方的编创结构与思考的层面上，无法

很好地表达出东方的哲学与情感，很多舞者选择回国进行重新整理与定位。现在国内的现代

舞观众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哪怕他们看不懂，但是他们充满了好奇和热情，这也是一种

对海外舞蹈家回国的鼓励。 

3. 舞蹈艺术人才走出国门策略研究与国外案例分析 

3.1.从为引领观众做剧开始 

倘若不依观众的潜在审美需求而背离，甚至过分超前，使得观众难以越过这种陌生状态，

也就达不到所要表达的效果。人们往往根据自身过去的经历与经验去进行审美判断，因此一

部舞剧往往很难同时满足不同人的观舞心理需求。很多各具特点的演出并不一定对所有的人

在所有的时间内都有同样的影响。探讨根据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来进行舞剧内容的开发，鉴

于目前舞蹈艺术在生产与消费方面的“圈子化”局限，应当从观众的审美变迁出发，对当下观

众各种体验要素进行分析，并在准确进行审美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组合，强化进行有效

沟通与体验式服务。 
将中国舞剧作为营销工具的一种手段，进行符合当下观众的体验式研究。近些年，北京

舞蹈学院、云门舞集等在国家大剧院进行舞剧与创意分享时均是有编导的现场授课的，这种

边舞边演的形式不是简单的汇报，而是艺术的分享。除此以外，其他诸如课堂教育、社区艺

术教育、兴趣社，甚至在网上的各种艺术知识的普及活动，都为广大群众的艺术教育做到了

大程度的铺垫。 

3.2.  从剧团演员管起 

一般而言，剧场如果不能重视观众的实际观舞体验，就可能在各种细节上很难做到细微

的观众服务，观众就难免会遭遇各种沉重的观演负担，甚至遭到巨大的心理压力。观演心理

压力，是由于主客观因素而导致的观众身心审美受阻，严重时可导致观众产生抵触或逃避的

心理。应当看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是固定的，而是发展的。在“服务与供应”及“环境”等
节点上，我们必须围绕观众审美承受底线来进行多维度的观众体验拓展。 

以日本四季剧团为例，一个方面，从四季剧团音乐剧本土化及长期公演的历史形成进行

分析，内容具体可观，从剧团第一次租借剧场开始，对其本土化、复制化展开描述，开创“专
用剧场”的新阵线。四季剧团的三大财富便是它的演员、剧场和剧目，分析演员的作者却寥寥

不多，从演员的力量入手，一个剧团的成功“人”是 重要的因素，有了人便才能谈如何管理

人，有了管理，便有了经营模式。层层递进，引发对原创音乐剧目的思考。演员的培养可谓

是四季剧团的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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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设置招考制度的大门 
四季剧团每年秋季都会面向社会举办一次演员招生考试，不同年龄、性别、国籍的应聘

者都可以前来面试。而四季剧团的招生宣传总是引人注目，拥有一流的排练厅、优厚的待遇、

繁华的地域以及顶尖的艺术老师等等。为了公平起见，参加招考也是进入剧团的唯一途径。 
3.2.2.没有明星的剧团 

既然招考的设置是“大众化”的表现，那么四季剧团对“明星制”的摒除坚决而彻底，在那

里，只奉行“作品主义”。“明星制”的演绎，也许会将本来的作品改变 初的味道，观众也许

会冲着明星而来，而不关注剧目本身，而明星的出现总会引起票价的上涨，对人们的观演造

成不便。正是因为四季剧团优良的团风与不懈的坚持，才能使它得到稳定的发展，并屡屡收

获观众的青睐。 
3.2.3.竞争的管理化制度 

在四季剧团的生存规则——唯有刻苦训练才使通往舞台成功的唯一途径。在录取的年轻

人当中，能够站上舞台的人只有 25%，进入剧团的演员必须严格遵守团内训练制度。 
3.2.4.“万能”的角色担当 

和中国的演员相比，四季剧团的演员们几乎都可以身兼数角，一个演员的照片可以张贴

在几本宣传册上。或许是因为演出多、剧目多的传统模式，造就了演员们需要在短时间内适

应各种角色的绝技，这样的制度大幅度减少了演出救场的尴尬，使演员的成长上线也大幅度

提升，角色的转化也更加新鲜、刺激。 

3.3.  从剧团走出国门策略开启 

3.3.1.打破格局，走出国门 
相比于中国院团多数分布在一线城市的格局化来看，四季剧团打破常规，让戏剧走向全

国各地，将感动送往全国。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享受艺术的权利，但在日本这个中央集权制

的国际却难以实现。既然乡村的观众走不进来，那么剧团决定走出去，将文化的甘霖降到“人
间”。正是因为这一理念，演员们放弃了暂时放弃了全国化的巡演，开始 大限度融入周边当

地的生活，开演适合当地人的演出模式。 
3.3.2.“大篷车式”巡演方案 

“大篷车式”演出理念是四季剧团 具特色的手段。“大篷车”是将装运舞台的道具换成了

现代社会的集装式卡车，一个剧组从演员到服装、舞美布景，在不定的城市，不定的剧场演

几场后就转移到另一个剧场，每一次演出结束后，舞美人员要讲搭建的舞台解体、装箱，整

个过程需要两个小时左右。而剧团的女演员们也没有一个是闲着的，她们负责打扫化妆间、

洗衣服等工作。所以对演员的体力和心里素质也是极大的考验。大规模巡演，资金的支持是

必不可少的。 
3.3.3.营销与宣传的同步进行 

四季剧团在宣传每次剧目的同时都会与它的营销模式相结合，演员和工作人员都会积极

的辅助。艺术总监浅利庆太一直致力于东西戏剧艺术的融合式创新和产业化探索。在引进音

乐剧时也选择了典型的“复制”方式。围绕一部成功的音乐剧作品，形成一条可以自我生产的

产业链。 

4. 结论 

中国舞蹈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海内外舞蹈市场的发展也正值摸索期。随着中国经济的

成长，市场化的进程加速，政策上的各方支持，融资渠道的逐步拓宽，文化资源的日益开发

与开放，新技术的运用，相信我们的舞蹈人才培育与舞蹈市场必定会迎来真正的春天，舞蹈

艺术人才走出国门的形式、趋势也会逐渐明朗、可持续化。（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王润清参

与本文调研、文字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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