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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野下文学和舞蹈的比较研究

陈华菲!肖明文

摘!要# 比较文学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从其他学科领域汲取营养&使比较文学这门传统学科重新焕发活力% 本文将文
学和舞蹈这两个看似迥异却有着紧密亲缘关系的学科置于跨学科语境下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文学与舞蹈的比较研究长
期受学术界忽略的原因&探索二者之间比较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四种研究角度和路径- 文学作品改编的舞作与原作的比
较)探究文本中的舞蹈意象和元素对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和表达文学主题等方面的作用)舞蹈新风潮和新语汇
的产生对文学新理念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影响)舞蹈在少数族裔文学中的身份认同和表征的功能% 这种从考察文学现
象入手&经过文学和舞蹈学的跨学科理论分析之后再返回文学的批评实践&能够为比较文学理论做出必要的补充&也可
以为理论的重新建构提供启示%
关键词# 文学和舞蹈)!文学作品的舞蹈改编)!舞蹈意象)!舞蹈词汇)!族裔文学中的舞蹈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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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野下文学和舞蹈的比较研究

!!英国思想家哈夫洛克"埃利斯)U2U(09I+4W ]II'D*在
其著作+生命的舞蹈- )$%#` 年*中说道.#如果我们对舞
蹈艺术感到冷漠%我们就不仅无法理解肉体生命至高无
上的表现%也无法理解精神生命的至高无上的符号&$
)"a*舞蹈这门以人的身体为媒介%以动作(舞姿(表情(造
型等特殊的语汇为表现手段的形象艺术%和文学一样%具
有反映现实和表现人的思想情感的意义& 在当今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界%学者们似乎对文学和舞蹈学这两门学科
之间的比较研究兴致索然&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
我们是否可以将文学和舞蹈加以学理化比较' 如果可
以%这种跨学科比较研究该如何进行' 本文将尝试回答
上述问题%继而阐明%跨学科语境下文学和舞蹈的比较研
究%将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一股新的活力&

一$ 文学与舞蹈比较研究的学理依据

文学与舞蹈的比较研究属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
的范畴%它以文学为中心%通过文学与其他知识形态和学
科领域的系统比较%反过来加深对文学本质与特征的认
识& 一般来说%比较文学界普遍认可的#跨学科研究$的研
究对象主要分为三种%即文学与其他艺术的比较研究%文
学与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研
究& 相比其他两种形态%#文学与其他艺术的比较研究$在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占有优先位置& 这主要是因为
文学与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同属以
想象性(情感性和审美性为特性的文化类型& 通过文学与
这些艺术门类的比较%最容易探得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不同于
其他艺术门类的独特性质%也最容易探得文学与其他艺术一
同分享的美学特征和共同规律)曹顺庆!徐行言 #3%*&

从比较文学史来看%在该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文学
和其他艺术的比较研究这一论题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

野& 巴尔登斯伯格)V9:,(,> S(I>9,D19:-9:*在其+比较文
学杂志-创刊号中对这一论题只字未提& 不论是贝茨还
是巴尔斯登伯格编的+比较文学书目-都不包含这一论题
的研究%直到弗里德里希修订巴尔斯登伯格的+书目-时%
才增加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关系$的部分& 梵"第根在
+比较文学论-的一小节中简略提到音乐与造型艺术%只
有毕修瓦和罗梭在他们合著的+比较文学-一书中明确地
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关系$的研究包括在比较文学的范围
内& 直到 $% 世纪中期%随着美国学派的诞生%雷马克的定
义明确地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关系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

范围%这一领域的研究才成为比较学者关注的对象)刘象
愚 ##3*&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在该领域接续耕耘%
发表了大批高水平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文学与其他艺
术关系的研究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元和深入& 这些努力为
文学研究本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带来了因不同学科
研究交叉碰撞所产生的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创新活力&

在+比较文学译文集-)#^_$ 年*中%张隆溪教授收录

并翻译了玛丽"盖塞)M(:.L('D9:*的论文+文学与艺术-%
该文被视为文学与其他艺术研究的代表作& 盖塞在文中
颇有洞见地指出%文学和艺术的比较研究对艺术史家(艺
术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而言都意义重大%因为
它促进了文学和其他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阐发%从而帮助
批评家们更深刻地理解他所研究的作品& 此外%作者还进
一步阐释了在比较文学视角下展开文学与艺术比较研究

的不同方法和路径& 为此%她追溯了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的
几部经典作品%如德国批评家莱辛)L+88*+I> P9DD',-*的+拉
奥孔-和加尔文"布朗)?(I0', S:+O,*的+音乐与文学-&
前者着重论述了文学和造型艺术之间的区别%以矫正一味
强调#诗画一致说$的偏颇,后者则大量分析了音乐与文学
的共同因素和相互渗透%而且颇具说服力地举了很多作家
和音乐家相互影响(互相启发的实例& 盖塞的文章无疑为
从事文学和其他艺术比较研究的学者开阔了学科视野和

奠定了研究基调%此后的研究几乎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理
论的扩充和具体选题批评实践的落实& 自 _%年代以来%中
国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著作中几乎都有章节讨论文学与

艺术的比较研究& 蔡先保的专著+文学与其他艺术比较研
究-)#^^_年*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力作& 作者在书中对文
学与音乐(绘画(建筑和电影这四门艺术的历史联系和本
质异同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细致研究&

然而%国内外关于文学和其他艺术比较研究的论文
和专著中多是关于上文提到的文学与音乐(绘画(建筑和
电影等艺术的对比研究%而文学与舞蹈的比较研究则几
乎不见踪影& 世界闻名的音乐史家和舞蹈史家库尔特"
萨克斯)?E:8=(4*D*在他久负盛名的+世界舞蹈史-)$%#a
年*一书的序中断言.#舞蹈是一切艺术之母&$ )$*在人
类语言和文字尚未出现之前%人们就以自身形体动作和
表情进行交流& 在原始社会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首
先出现的艺术类型是舞蹈& 作为一种#母体艺术$%舞蹈
产生了音乐和诗歌%而对舞蹈的模仿又可以过渡到绘画
与雕塑& 此外%音乐与诗歌存在于时间%绘画与建筑存在
于空间%只有舞蹈既存在于时间同时也存在于空间%这是
舞蹈与其他艺术相比所独有的特质& 在此意义上%舞蹈
比其他艺术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更为悠久和深远&

但遗憾的是%舞蹈与文学的跨学科比较研究并不被当
今严肃的学术研究所重视& 苏珊"琼斯)=ED(, \+,9D*在其
$%#" 年的著作 +文学%现代主义与舞蹈- ) ;82#-)2&-#%
O04#-$8',% )$4 L)$5#*开篇一针见血地指出.#舞蹈与文学
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关系是现代主义中最引人注目却未
被充分研究的特性之一&$)\+,9D#*该书是学术界第一部
明确提出将舞蹈和文学两个独立的学科并置在一起讨论

的专著%作者在书中爬梳了同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西
方文学(美学和舞蹈之间相互阐发(复杂共生的关系%这不
仅填补了此前跨学科视野下文学和舞蹈比较研究领域的

部分空白%也为该领域此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事实
上%在 $%#% 年再版的 +劳特里奇舞蹈研究读本-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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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0&2*#49#L)$5#!2&48#'+#)4#-*论文集中%编者揭示了从 $%
世纪末到 $#世纪前十年%舞蹈研究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向%
这使得研究者们不再局限于研究舞蹈作品本身以及舞蹈

家传记%而是将舞蹈置于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的语境中
去考 察% 从 而 形 成 了 #新 舞 蹈 研 究 $ ) k9O c(,49
=4*+I(:D*'1*%主要关注将舞动的身体转化成语言(将舞蹈
当作#文本$来研究(舞蹈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舞
动的身体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关系等问题)qF=*9(#*&
换句话说%#新舞蹈研究$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形式主义舞
蹈美学研究和舞蹈史研究的桎梏%而发展成一门#问题导
向$)'DDE9iR(D9>*的学科& 在此过程中%舞蹈学本身与其他
学科之间的壁垒和界限不可避免地被打破%出现了舞蹈学
与人类学(哲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
此外%书中还提到在 $%世纪 _%年代%舞蹈研究与身份政治
)1+I'8'4D+;'>9,8'8.*紧密相关%研究者们尤其关注对舞蹈作
品中的性别(种族(阶级等方面的解读%因此会借鉴发轫于
英语文学系的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和批
判种族理论等%这可以说是文学理论与舞蹈的明显交集
)qF=*9(b _*& 除了以上提到的学术界关于文学与舞蹈
比较研究的例子以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

但总的

来说%该领域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相较于文学和其他艺
术比较研究硕果颇丰的情况仍有较大差距&

二$ 文学与舞蹈比较研究缺失的原因及
比较的可能性

!!文学与舞蹈比较研究在严肃学术研究中的缺失与文
学研究者缺乏舞蹈实践和舞蹈家或舞蹈研究者缺乏文学

理论素养不无关系& 就舞蹈而言%动作是其基础& 舞蹈动
作是一种经过人为加工的(具有审美表意性的艺术语言%
这种舞蹈语言具有明确的外部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编舞
以头(手臂(脚和其他部位的动作来表现生活中某些真实
且可模仿的东西%并以具体形象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里给人
以某种约定性%如古典芭蕾里舒展的动作大都表现愉快的
心情%而收缩的动作则一般表现恐惧或忧伤& 这些经由舞
者的肢体动作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化作一个个无声的符
号%并代表着一定的意义%在被艺术夸张或变形之后%便五
彩斑斓地舞动起来)姬宁 #%_*& 因此%唯有掌握这套舞蹈
语言系统的研究者才能进入舞蹈的符号世界%对其形态进
行分析与鉴赏%从而进一步解读舞蹈表情达意和审美的人
文性内在含义& 在此情况下%从事文学与舞蹈比较研究的
学者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学造诣%还需要积累广博的舞
蹈知识%同时掌握且精通文学和舞蹈这两门不同形态的学
科的基本规律和内容& 这种跨学科研究无疑需要投入大
量时间和精力%因此这不仅是从事文学和舞蹈比较研究%
也是从事文学和其他艺术比较研究的困难所在& 除此之
外%文学与舞蹈对比研究成果缺乏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长期以来%舞蹈在所有艺术门类及学科中处于边缘

地位& 从本体论角度看%这首先是由于舞蹈这门艺术本
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在众多艺术中%舞蹈被学者认为最
不稳定和最难以掌握%它运用身体作为主要表现媒介%不
像传统的艺术品一样可以独立于创作者之外%因为我们
很难将舞蹈作品本身与其具体呈现的舞者分开谈论& 另
外%舞蹈是一门稍纵即逝的视觉表演艺术%不像音乐(绘
画和戏剧有乐谱(画作和剧本等#文本$依托& 虽然在 $%
世纪 中 期% 从 事 舞 蹈 工 作 者 发 明 了 拉 邦 舞 谱
)P(R(,+8(8'+,* 和班尼斯动作舞谱 )S9,9D* M+0959,8
k+8(8'+,*等记录方法%但这些都是非常专门的记谱方法%
常人一般无法运用%因此也不被公众所接受 )赵玉玲
33*& 所以%舞蹈先天具有的非语言和瞬时性特征使得它
看来比其他艺术更抽象%因而不容易受学术研究所青睐&

与文学研究拥有悠久的学科历史不同%舞蹈研究的
学科化历程才起步于 $% 世纪中叶& 在美国%舞蹈学直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真正连贯和系统化为一门学科&
这一学科建制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舞蹈长期被视为
非理智的(凭直觉的和不加批判表达的表现形式%要进入
以语言和文本为中心的大学并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不是

一件易事& 有学者笑称%舞蹈研究不是通过走后门%就是走
偏门%准确来说是体育门%进入学术界的 )L+9II,9:(,>
ME:1*."*& 此言确实道出了舞蹈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尴尬
境地%因为舞蹈系自成立起长期从属于体育系%就连舞蹈
相关的书籍在图书馆编目中都被归入运动(体育或娱乐之
列& 直到 3% 年代末 b% 年代初%随着 #舞蹈潮$ ) >(,49
R++5*席卷全球%舞蹈学才逐渐开始和体育学分道扬镳%慢
慢演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 至此%舞蹈学科化的曲折
过程和舞蹈研究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事实可见一斑&

即便舞蹈学顺利跻身于学科之列%它依然承受着不
同层面的学术偏见& 有人认为舞蹈书写很大程度上是
#失真的$)>9(E8*9,8'4(8',-*& 这是因为对舞蹈作品进行
分析或者理论阐释会偏离舞蹈动作本身的意义& 再者%
人们经常认为从事舞蹈史和舞蹈批评撰写工作的多是一

些教授舞蹈的人%他们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研究
和写作的经验也十分匮乏%最后得出的成果往往因不够
严格和缜密而显得差强人意)L+9II,9:(,> ME:1*.$_*&
另外%文学批评家们如果研究舞蹈很多时候要依赖于录
像%因为反复在现场观看一场舞蹈演出的可能性很低%而
当现实中淋漓尽致的舞台表演被压缩成电子图像后%其
艺术审美体验也随之消减& 总的来说%这些偏见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西方社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P+-+49,8:'D5*和
意识与身体)M',>mS+>.*的二元对立传统%后者的形成得
追溯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观念以及他开创的意识哲
学& 对笛卡尔而言%人的本质不依附于任何物质的东西%
人的主体是通过思想建立的%而思想与身体存在着尖锐
的对立& 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一直受理性主义主
导%认为理性先于情感%唯心主义先于唯物主义%文化先
于自然%客观性先于主观性& 在此思想背景下%舞蹈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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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体律动为表现媒介的艺术自然被定性为原始的和次

等的%所以不为偏好理性思考和科学论证的学者所重视&
再者%舞蹈表演者一向以女性居多%在父权主义社会往往
被视为阴柔和感性的娱乐& 凡此种种都让舞蹈学被排斥
在严肃学术话语体系之外)G*+5(D_*&

即使到今天%舞蹈学的发展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学术
偏见%这使得舞蹈与文学的比较研究举步维艰%也难以唤
起文学研究者将舞蹈和自身学科进行对比研究的兴趣&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文学和舞蹈这两门学科存在着紧密
的亲缘关系& 虽然舞蹈不像文学一样有#文本$作为依
托%但是它有自己独特的舞蹈语汇%如动作(舞姿(表情(
造型等%就像诗歌中奇特繁多的意象%由是观之%舞蹈本
身就可被当作#文本$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进行意义解读&
另一方面%目前文学理论界对身体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叙
事和身体话语等研究方兴未艾%这主要源于 $% 世纪中期
西方哲学出现的#身体转向$. 以梅洛 庞蒂为代表的哲

学家开始重视感性的意义%推动学术研究回到身体(实
践(生活世界& 此后%包括德勒兹(巴塔耶和福柯等人又
推波助澜%将身体研究推到一个声名显赫的位置)王晓华
`^*& 这一发端于哲学的#身体转向$既影响了文学和文
学理论研究%也波及了舞蹈研究领域%只是后者出现在 $%
世纪 ^% 年代)G*+5(D(,> J:'4W988"#*& 舞蹈作为一门以
身体为媒介的艺术自然与此息息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
说%倡导文学和舞蹈的比较研究其实是对当今文学理论
研究前沿动态的呼应& 因此%无论从内部研究还是外部
研究的视角出发%文学和舞蹈这两门艺术和学科不仅可
以相互比较%而且两者之间相互渗透(复杂共生的情形可
以给学界带来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一富矿亟须文学
和舞蹈研究者协同开采&

三$ 文学与舞蹈比较研究的角度和路径

在跨学科视野下研究文学与舞蹈的关系势必会引起

一些争议%这主要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比较文学#无边论$
息息相关%后者在#文化研究$兴起和迅速风靡学术界中更
为尤甚& 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8*(, c2
?EII9:*在其+比较文学的挑战-一文中所担忧的那样.#在
文化研究中%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则经常意在理解社会话
题(政治话题或文化话题%作为其他什么东西的某种症候&
当比较文学将如此多不同的文化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时%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范围广大(无法操控的事业,当文学与
其他社会产品和文化产品之间的边界被消抹%当比较文学
学者也开始研究电影(电视(流行文化(广告和各种各样的
文化表现形式时%该学科所面对的材料绝对多得令人窒
息&$)3*舞蹈研究自然也属于文化研究的一个范畴%如何
避免在进行文学和舞蹈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文学研究的#文
学性$#审美性$和#生存诗性$等特征可能会消隐的问题%
确实需要从事二者对比研究的学者们加以注意&

事实上%比较文学大师雷纳"韦勒克)d9,wN9II9W*
早就在论述#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时提出过应对之策& 他
在+比较文学的危机-里提出要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
在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倡导#以文学为中心$的
#内部研究$& 国内大多数学者也持这一观点%比如蒋述
卓教授强调.#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文学
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与分析&$)蒋述卓
#b*刘象愚教授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
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
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刘象愚 #`^*当然%也有
学者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提出了
质疑%认为这是长期的学科分化造成的学科身份思维作
祟%后者筑起#文学本位$这种学术潜意识的壁垒&"

但在

如今泛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学术界%笔者认为舞蹈与文
学的比较研究还是应该以文学为本位%这样才能守住文
学研究的底线%以及充分发挥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优势&

至于如何在跨学科视野下进行文学与其他艺术的比

较研究%王宁教授早在其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_^
年*一书撰写的#导论$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超
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仍是文学%以文学为本%即讨论的中
心%以其他艺术为参照系%通过比较%探寻文学与音乐(美
术(戏剧(电影(电视(舞蹈等艺术门类的相同或相异的艺
术特征(审美功能和表现手段%从而总结出文学不同于其
他艺术的独特规律& 也就是说%通过从本体向外延扩展%
最后的结论又落实在本体上%但这种回归本体实际上已
经过了一次外延了的超越& 此外%通过比较%在其他艺术
中寻觅出文学发展进化的踪迹%同时也在文学中找寻出
其他艺术的表现方法之影响&$ )乐黛云!王宁 #a*据此
思路%笔者认为以文学为本的文学和舞蹈的比较研究至
少可以从以下四种角度和路径展开&

首先%我们可以着眼于文学作品的舞蹈改编%对此无
论是编舞者还是文学研究者都无法避免要回答文本如何

被#翻译$成舞蹈动作%舞蹈是否可以取代文本%以及改编
作品是否可以媲美甚至超越原作等问题& 事实上%舞蹈
作为一种超出文本局限的身体表达方式可以将语言所不

能传达的隐含现实具象化%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
#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 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
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 )阮元 $ba3*& 但这并不意味着舞蹈是
文本的附庸%二者其实相辅相成%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被成
功改编成脍炙人口的舞蹈作品%且深受各地观众喜爱%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舞蹈和文学作品这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型

在结构和技巧上可以互相借鉴& 文学作品的舞蹈改编中
流传最广的应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来自世界各国的专业

或半专业舞团对莎翁作品的改编不少于一千种%涵盖了
从古典芭蕾到现代舞(爵士到身体剧场(民间舞到嘻哈等
各种舞蹈体裁& 在此%我们可以美籍墨西哥裔舞蹈家荷
西"林蒙)\+DwP'5�,*对+奥赛罗-的改编为例& 改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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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作被重命名为 +摩尔人的帕凡舞 - )N"#O00-'
3)<)$#*%是一段 $% 分钟的文艺复兴宫廷舞& 舞作以分别
饰演奥赛罗(苔丝德梦娜(伊阿古和艾米莉亚的四位舞者
的四人舞开始%此后单人舞(双人舞(三人舞的变换都会
回归到这个四重奏的大框架& 这里林蒙旨在通过帕凡舞
来表现人物权力关系的斡旋%一方面它以平衡对称的宫
廷舞形式凝聚起来%另一方面又以打破四重奏的形式来
表现个人欲望和焦虑的爆发& 林蒙的舞蹈理念蕴含着尼
采哲学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对立与融合%前者体现
为通过舞者身体失重来表达内心情感的迸发%后者则通
过从地面动作复原来表达对秩序与理性的回归& 因此%
观众在整个舞蹈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股恒久对抗的力

量%而+奥赛罗-这部作品的悲剧张力也得到进一步彰显&
具体到动作设计上%奥赛罗的不安全感(焦虑和嫉妒等情
绪通过上身收缩的动作来呈现%而伊阿古的勃勃野心(矛
盾和仇恨则通过有力的深蹲来呈现& 由此可见%林蒙虽
然弱化了原作的叙事元素%但通过对舞者身体动作的巧
妙设计和对空间走位的严密编排等成功地将人物的复杂

心理和性格具象化& 这正是该舞作自 #^a^ 年改编至今仍
在各大芭蕾和现代舞团广泛上演%成为林蒙舞团的保留
曲目之一的重要原因& 但+摩尔人的帕凡舞-只是莎士比
亚作品的舞蹈改编的一个例子%后者也是古今中外浩如
烟海的文学作品舞蹈改编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此外%在
舞作的主题和人物分析之外的服装(道具(灯光(音乐等
设计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呈现的作用等尚有待探索&

其次%我们可以聚焦于文本中的舞蹈意象和元素%即
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探究舞蹈在作家刻画人物形象(推
动情节发展和表现小说主题等方面的作用& 这与当今学
术界时兴的文学中的饮食批评和服饰研究等相通%研究
者通过对舞蹈场景的分析%发掘舞蹈背后的文化符号和
人类情感& 众所周知%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小
说中充满跳舞的场景描写& 舞会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是奥斯丁笔下中产阶级绅士和小姐们参
与社交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场合%男女主人公们总是在舞
会欢快自由平等的气氛中相遇%他们相知(相爱和求婚的
情节也随之展开& 另外%舞蹈教学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
社会蔚然成风%舞蹈老师和他们编撰的舞蹈手册供不应
求%因为当时中上阶层的男性希望通过学习在公共场合
活动的艺术%从而成为绅士成功地进入上流社会& 相反%
这些舞蹈手册为女性提供观察男性外在行为的建议%以
便察觉存在于这些具有潜在危险的求爱场域里的欺骗行

为%从而保护她们的心灵和身体& 因此%奥斯丁策略性地
赋予了舞会性别的含义%其中女性拥有#阅读$舞蹈的权
力% 而 男 性 的 身 体 则 成 为 她 们 的 原 始 文 本
)],-9I*(:>8$3*& 在此意义下%通过对这些被编码的舞
蹈行为和舞会场景的解读%我们可以探寻维多利亚时期
英国乡村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特别是作家
本人和当时流行的婚恋观& 和奥斯丁一样在小说中不自

觉提到舞蹈场景的还有当代中国旅美作家严歌苓%而且
难得的是%严歌苓本人在从事写作之前曾是原成都军区
某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这段舞蹈生涯无疑为作家的小说
创作带来重要的灵感和素材& 严歌苓最为大众熟悉的或
许是长篇小说+芳华-)$%#b 年*%该作品由冯小刚导演改
编成同名电影于同年上映%讲述的是 $% 世纪 b% 年代某部
队文工团一群文艺兵的别样青春和人生命运的流转变

迁& 小说中%对于这群文艺兵而言%舞蹈是最能展现他们
青春姿态的方式%在身体的跳跃与飞翔中%读者可以感受
到他们青春的力量与风貌& 比如%作者描绘了文艺女兵们
日常习练毯子功的场景.#我们一个个由刘峰抄起腰腿%翻
前桥%后桥%蛮子%跳板蛮子& 尤其跳板蛮子%他得在空中接
住我们%再把我们好好搁在地上$)严歌苓 ##*& 这些翻腾
跳跃的舞蹈动作描写还体现了小说人物的青春身体对#时
代政治话语$的无声而有力的反抗)杨超高 ^"*&

再次%我们可以探究舞蹈新风潮的出现所产生的舞
蹈新语汇对文学新理念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学
与舞蹈的这种对话最显著见于 #^ 世纪末 $% 世纪初%首先
是美国现代舞者洛伊"富勒)P+�9VEII9:*与诗人马拉美
和叶芝等开创了象征主义美学& 象征派作家认为舞蹈具
有呈现他们渴望用文字表达的高度凝练和比兴的诗学的

潜力%他们被舞蹈这种#节约$ )94+,+5.*的特征深深吸
引%因为舞蹈凭借其一曲一伸%它的迅速(单个姿势(一个
转头(一种特殊的身体书写%就可以表达作家们可能需要
绞尽脑汁写好几页纸才能表达出的意思& 正如马拉美所
言.#舞者并不起舞%而是通过身体的屈伸来书写%轻易展
现原本需要大段文字才能表达的东西& 她的诗不是用笔
写就的&$)g8>2', \+,9D% #h':-','($ #b^*随后%由俄国艺
术活动家佳吉列夫创办的俄罗斯芭蕾舞团 )S(II98D
dEDD9D*$

在 $% 世纪早期迅速风靡欧洲大地%吸引了一大
批文人知识分子%其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是其忠实的
观众& 作家曾在书信和日志中频繁提及自己观看演出的
体验%而舞蹈也为其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9D% #h':-','($ #3^!#b%*& 事实上%文学与舞蹈在这
一时期的密切互动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不无
相关& 在文学创作方面%作家们一改结构僵化的爱德华时
代小说的风格%转而探索一个孤独的现代主体的心路历
程%后者以伍尔夫(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作家的意识流小
说为代表%致力于打破传统的叙事学(诗学和历史学的假
设& 作家们一方面在寻求充分表达他们所认为的一个分
离的现代主体)(>'DYE,48'095+>9:, DERY948*的方式%但是这
些主体的意识(身份(时间流逝和记忆的经验对他们而言
又是不可信的)\+,9D% ;82#-)2&-#% O04#-$8',% L)$5#"*&
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语言的权威形式充满怀疑%认为其无
法描述这种现代主体的困境%就像G"="艾略特在+燃烧
的诺顿-一诗中所写.#言语负荷%在重压下断裂且常破碎$
)艾略特 #^`*& 于是作家们总是在寻找一种超越日常和
语言之外%超越战前与战后的衰败和停滞的#想象的崇高$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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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DERI'59*%如艾略特的 #心灵之光$ ) *9(:8+;
I'-*8*(伍尔夫的#存在的瞬间$)5+59,8D+;R9',-*%和乔伊
斯的#顿悟$)91'1*(,'9D*等& 此时%舞蹈正带给西欧观众
对这种超越的内在表达的一种可视的化身& 舞者身上的
完美平衡感%以尼金斯基在由俄罗斯芭蕾舞团制作的+牧
神的午后-);T67-n'>,8484T&$ /)&$#*%

这部舞蹈作品中经典

动作瞬间为代表%精彩呈现了现代主义文学中最常提到的
#崇高$)\+,9DQ;82#-)2&-#JO04#-$8',JL)$5#"*& 舞者在
空中达到平衡(濒临失衡或者跳跃时所定格的那些瞬间%
会带给观众一种时空悬浮感& 这种悬浮感的实现需要舞
者严格控制自己的肌肉和呼吸%这无形间也传递了一股存
在于明显滞后的动作瞬间中的动态恒久的力量& 艾略特
将舞蹈中的这种动态的静止的矛盾现象与一种精神上的

超越相联系%正如他的诗所写.#静止%就像一只静止的中
国花瓶%永远在静止中运动$)艾略特 #^`*& 另外%文学中
的其他一些概念%如冲突)4+,;I'48*和不和谐)>'DD+,(,49*等
对舞蹈动作或者舞者的指涉也体现在叶芝和劳伦斯的创

作中& 而舞蹈得以进入文学现代主义的讨论也得益于自
身的革命和发展%这不仅体现在舞者可以摆脱芭蕾舞的足
尖鞋从而赤足而舞%也体现在它抛弃了很多传统芭蕾舞%
更准确地说是学院舞蹈)>(,D9>Fw4+I9*的程序化动作%打破
了其固定的叙事逻辑%并且强调舞者自身的情感表达& 另
外%编舞们也在发展一种#非再现$),+,i:91:9D9,8(8'+,(I*的
形式%即将舞蹈看作一种其自身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带有
任何模仿的功能& 这与文学的现代主义创新不谋而合%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和舞蹈是共生的%二者都在现代
性的影响下经历着自身的蜕变和发展&

最后%我们还可以关注舞蹈与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
亲缘关系%即挖掘舞蹈在少数族裔作家书写自己民族和
故土家园%从而探究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和表征时所
发挥的多重功能&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
及 $% 世纪下半叶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兴起对欧美中心
主义的消解%当代国际比较文学出现了所谓的#世界转
向$)王宁 #$%*%在此语境下%本是比较文学早期雏形的
世界文学的概念又被重新拾起%成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
的新视域和新方向& 站在世界文学基点上的比较文学提
倡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而少数族裔文学
所具有的鲜明而突出的跨越性%使其成为新时代比较文学
和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少数族裔作家%特别是移民
族群作家%因具有双重或者多重的身份体验%总是面临文
化冲突(语言差异(现实困境和情感归属等诸多问题%这些
问题又促使他们不断地思考原有的身份和现实处境之间

的关系%以文学为载体%努力寻找新的认同方向%同时也为
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公民寻求政治和文化上的各种诉求

)缪菁 ###*& 同样%艺术家们也面临着社会群体的结构性
差异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推进中逐渐被抹杀的困境%因
不满于自我被他人表征的方式%同时执着于本民族自决%
这些艺术家们运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去反抗殖民主义(颠覆

种族歧视(推翻被贬低的成见%因此艺术成为他们改善自
身和本民族的地位%以及重构本民族的身份认同的最强有
力的媒介之一)M(4?I(,4.$*&&

当文学与舞蹈联姻%其对
#西方中心主义$的突破力度尤其凸显& 美国非裔女诗人(
剧作家尼托扎克"尚吉)k8+)(W9=*(,-9*在 #^^b 年出版的
配舞诗剧+献给想要自杀的黑人女孩m当彩虹红透天边-
)S0-(0*0-#4 Z8-*'E"0:)<#(0$'84#-#4 !&8584#oE"#$ 2"#
+)8$R0BD'=$&/*%正是运用了带有鲜明黑人艺术特征的舞
蹈元素%把黑人舞蹈转化成独特的黑人语言& 在把诗歌转
化成戏剧的过程中%作者用舞蹈取代戏剧对白%成为戏剧
结构中推动剧情发展的直接动力& 另外%黑人舞蹈独特的
肢体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消融了作者对英语语言的陌生感%
使得英语实现了#奴隶化$%从而有效地解构了西方戏剧框
架)王卓 #%%!#%$*& 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 )C(>'9
=5'8**于 $%#3年出版的小说+摇摆时光-)!B8$9 N8,#*中
也有大量对流行舞蹈(现代舞和原住民舞蹈的描写& 作为
一个拥有牙买加和英国血缘背景的作家%史密斯在小说中
聚焦于流散的英国黑人的复杂身份问题%探讨了舞蹈作为
一种世界性语言%其跨越种族(性别(阶级%甚至时间的可能
性)G+:8+:'4'"$ "a*&

两个世纪前%歌德有感于民族间文学交流的日趋频
繁%在对民族文学间互识(互鉴(互动前景的展望中提出
#世界文学$的概念)查明建 a*%当代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研究学者大卫"达姆罗什)c(0'> c(5:+D4**接续其世界文学
思想%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
时%强调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流通和阅读%提出#世界文学并非
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 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
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c(5:+D4* $_#*& 在另
一个时空里%作为世界公民的舞蹈艺术家们也在不同国家和
地区间巡演%对他们而言%艺术是无界的)6,>9:D+, a*%舞蹈
借助非口头语言这一全球共通的艺术形式%跨越政治(文化(
种族障碍%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共享& 这也正是
每年 a月 $^日#世界舞蹈日$的根本宗旨& 由此可见%同属
于艺术范畴内的舞蹈与文学在不同的以及平行的时空相互

映照%天然地产生共振%关于二者间的跨学科比较研究也必
将在今后学术研究中大放异彩&

结E语

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至今一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也
曾多次处于#危机$的状态& 在当代比较文学者不断为其
注入文化研究因子后%它的研究触角逐渐延伸到那些以前
被人们忽视的文化现象%比较文学研究的疆域得到空前的
拓展& 虽然不少学者担心研究范围变得过于宽泛%但是笔
者认为%这种状况对学科本身的发展而言喜大于忧& 在跨
学科的语境下%提倡文学与舞蹈的比较研究%发掘两个学
科的互补性和对话性%将会产生更多创新的文学文化研究
课题%使得比较文学这门传统的学科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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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 概言之%文学和舞蹈的比较研究从考察文学现象入
手%经过文学和舞蹈学的跨学科理论分析之后再返回文
学%这样的研究角度和路径对比较文学理论本身做出了必
要的补充%也为理论的重新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注释%>0#%)&

! 其他探讨文学和舞蹈的论文和专著包括.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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