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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身美育与具身美育：立场与观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美育的认识以“心育”为主，多

重视心灵陶冶与精神价值追求，而身体被视作劳动

的身体、生产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身体于美育的地

位与意义尚未得到足够关注。在认知心理学领域，

对身心关系的理解有“非具身”“具身”(“弱具身”和

“强具身”)之说。“非具身”(disembodiment)或称“离

身”，其背后所隐藏的认识论观点是强调认识与身体

构造无关，人是身心分离的，即为“身心二元论”。

它在西方哲学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如亚里士多德

把身体看成是可以承载一切存在的“原始质料”。

柏拉图贬低身体的满足，抬高灵魂的满足，身体欲

望会搅乱灵魂的探索。他认为，“身体是二元的。

身体对于知识、智慧、真理来说，是不可信赖的，身

体是通向它们之间的屏障。”[1]笛卡尔也认为，“我赖

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和身体迥然相异的……心

灵和身体是相互独立，毫无关联的两个实体。”[2]显

然，“身心二元论”的观点将心灵与身体作了泾渭分

明的区分和对立。

离身认知理论有其基本假设。第一是计算主义

(computationalism)。它把认知看成是一种与脑的输

入与输出有关的抽象符号的计算过程，是独立的内

部思维活动，与身体无涉。它依据一定规则对符号

性表征进行加工和操纵，而对认知机制的功能所依

赖的身体结构不予考虑。这种把人类认知的信息加

工过程比拟为计算机符号加工的“计算主义”，强调

认知纯粹思维的计算特征，排除了身体对认知加工

产生的本质影响。人类认知虽然表现为知觉、学习、

记忆、思维、判断等“信息—获取—传递—处理—反

馈”的链状过程，但人的认知过程非机械，且在本质

上与计算机加工不同。第二是表征主义(representa⁃
tionalism)，认为人接受外界信息，形成知觉表征，转

化为抽象的概念语义符号并保存在心灵之中，成为

认知操作的基础。表征替代了思维的作用，掌控着

行为的规范，构建了人的系统认知。表征主义有概

念的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与非概念的表征

(non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之别，前者认为表征内

容的解释离不开概念，而后者则认为无须概念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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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表征内容，表征内容的本质是非概念性的。第三

是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认为心智即具有合理排

序的功能组织，认知过程是对符号进行计算。这一

心智功能表现于人，即为人的智能，表现于计算机上

即为人工智能。“身心二元论”直接导致“离身”认识、

“离身”美育，即将身体视为美育的旁观者、抽象客

体，而没有与知识、态度建立联系。

“身心一元论”则突出强调了身心合一、身心综

体。如洛克从“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命题出发，认

为身体经验会在如同白板的心智上留下不可磨灭的

印记；身体是心智之源，健康身体孕育健全心智。美

国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乔治·拉克夫和马克·约翰逊在

身心结合基础上，更重视身体的作用与意义，认为

“心智是身体，思考是运动，观念是处所，推理是一种

力，有能力思考就是有能力运动，思考的线索就是道

路。”[3]236卢梭也强调儿童身体活动对心智发展的重

要性，重视儿童感觉器官的训练，认为只有精力充沛

的身体才能听从精神的支配，“锻炼感官，并不仅仅

是使用感官，而是要通过它们去学习正确的判断，也

就是说要学会怎样去感受；因为我们只有经过学习

之后，才懂得应该怎样摸，怎样看和怎样听。”[4]

与离身认识相反，“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
tion)是诠释人类获取知识途径的新视角。瓦雷拉

(Varela)等人在《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

(1991)一文中就提出，每一个具身认知中，都有身体

对心智的影响。莱考夫与约翰森提到认知科学的三

个主要发现：心智原本是具身的；思维大都是无意识

的；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的[3]3。“具身认知观”的思

想来源之一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现象的

身体”是能思想的物体，思想是有肉体的心灵，身体

与思想不可分割。身体语言有其特定的意义，身体

自身可独立表达。梅洛-庞蒂由此提出“身体图式”

理论，构建起“身体一主体”具身认知论，强调知觉主

体是身体，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感知与物体、自

我与他者依靠身体而连接。在知觉运动中，身体摆

脱其离散状态，把所有感觉聚集起来，并通过协同作

用形成唯一的终结。这一知觉过程是用身体默会而

完成综合过程，因而知觉是具身现象，知觉理论即是

身体理论。我们以身体感知世界，身体有超验的感

知结构。身体会表现，身体会说话，身体会表达思想

与意向。“肉身包含了观念和身体、内在和外在、存在

和虚无、主体和客体、本质和事实。所有这些都是世

界的肉身的一部分。”[5]身体运动意向汇聚成面对实

际的或可能的任务时所采取的动作姿态即身体图

式，这一图式再转化为客观运动，通过运动刺激产生

对世界的感知认识。故而身体成为主动的具有自我

主体意识的身体，生成“身体一主体”认知。

“具身认知观”奠定“具身美育”的认识论基础，

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更是直接通向了“具身美

育”，关心身体感官、强调本体知觉的“身体美学”的

理由是身体感觉长期被忽视。舒斯特曼把身体抬升

到美学的中心地位，强调身体一方面是产生美感的

对象、享受美感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审美自我塑造

的中介，人类的存在通过感觉器官体验并完善而实

现。人的生理与心理活动是统一的，精神身体与物

质身体合二为一。“身体美学”让我们反思，体验身体

的方式是什么，如何倡导通过身体体验/训练来增强

身体意识，使身体感觉更加敏锐、机能更加完善。对

美育而言，它属于纯灵魂和纯精神层面的修养，终点

是人心、人性与人格，这一过程需要人的身体共同实

现，还是必须摆脱身体束缚？舒斯特曼认为美育的

起点是从身体开始的，具身美育“通过其丰富的感官

维度来吸引我们，通过其身体的感觉来被我们认知，

通过具身化的情感来让我们享受”[6]。

离身美育与具身美育的差异在于，一是对于身

心关系的认识所持立场的不同，离身美育是身心二

元论，具身美育是身心一元论。前者是身心、主客、

心物的二元论，知行分离，身体不参与认知。后者秉

持身心一体观，认为认知不可脱离身体经验，身心相

生相依，审美对象对身体的刺激、神经递质的传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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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获得审美情感、态度、价值，身体在审美能力的

形成中具有关键作用。二是对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

功能与地位的理解不同，离身美育认为认知是大脑

思维的运行与计算，且不涉身而独立，身体被压制、

被贬抑，漠视身体的地位。具身美育认为“人们对于

世界的认识并非世界的‘镜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

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7]扭转忽视身体、阻碍

身体的情形，重视身体的地位，促进生命的完整发

展。具身美概念的意义是，弥补了离身美育忽略身

体维度、忽视身体作用的缺憾，是对身体的复位。

具身美育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身体的感

知性。感知与情感、意识等审美经验的关联，包括视

觉、听觉、触觉等全方位的感觉在审美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人通过身体感知传导到心理，引起精神

愉快。如五颜六色视觉引发炫目感，快速节奏音乐

引发跃动感，光滑柔软触觉引发舒适感。如果取消

身体感觉，精神愉快从何而来？美育不只是纯粹的

塑心教育，而是由身体感知引发的心灵、精神的变化

的教育。身体感知体验不是杂乱无章的，是有精神

性走向的感知运动。美感不是唯一性的建构，或精

神或身体，而是二合一。美育既有身体行为活动的

成分，也有审美认知、情感、意志的成分。审美情感

一定是身体性的情感，而非抽象性的情感。

第二，强调身体的亲在性。具身美育高扬在场

性，从而使美育跳出理论的藩篱，走向生命的感知。

美育不是智育，不是审美知识的灌输，而是需要身体

在场，不能是身体空场。“身体在场”相对于“身体空

场”而言，它不是缺席、不是隐匿，而是显见存在。它

与时空有关，是当下的空间性的实有。具身美育关

注人的身体在场的观看、品尝、嗅闻、触碰等情感反

映，亲临而在场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直接获得对审美

对象产生美感反映的先决条件，隔着屏幕闻着花香

永远不如亲手捧花嗅闻。我们拥有身体，没有身体

就没有存在，就无法感知、无法体验、无法理解、无法

学习。我们以身体接受缄默的审美知识，审美能力

借由人的身体而呈现，审美技巧被身体性地习得。

同时，我们使用身体展现美，理解审美意义与认识审

美世界。

第三，强调身体的开放性。身体对审美经验的

开放意蕴，一是打开，任何一种身体的审美经验都是

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情境化的构建，不同背景的人

的身体在场的经验不同，但又有共同感觉，其意义阐

明与分享必须基于对那一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经

验的认同与尊重。“如果经验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

的话，它意味着一种对世界的开放性。”[8]一是解放，

自由地无功利性地感受与体验。这即是席勒说的

“游戏”，它“说明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是偶然

而同时又不受外在和内在强迫的事物。”[9]同时，“正

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10]游戏

状态正是身体解放的状态，也是最适宜进行美育的

状态。现在基础教育的《音乐》已认识到身体解放的

作用，开始实施“唱游”音乐美育。

第四，强调身体的主体性。看待世界有主客之

分，具身美育是在身体主客统一基础上更为突出主

体，以主体为锚定点去感觉、体验世界，人以身体存

在于世，身体是连接人对世界由感觉到认知的媒

介。对世界获得的感觉、认知来自肉身的真实体验，

“身体是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美育之“育”有

“学”的特质，容易放置于理性教育逻格斯的秩序中，

以教育理性去理解社会秩序。传统教育往往把将学

生确定为理性意识主体，人类认识真理依靠心灵与

理性，身体被视而不见，塑造心智优于塑造身体，故

而智育总是排在教育最前列。笛卡尔的“我思故我

在”就有着对思想的肯定与对身体的排斥的痕迹。

具身美育重点在美育中的“身体”，是身体实现美

育。主体性蕴含着主动性，具有美育要求主动地以

身体进行审美实践，以积极意愿进入美育活动。

二、舞蹈的具身化：感知与结构

具身性艺术最显著地体现在舞蹈上，舞者身体

是具身化的体认之体。“具身认知观”提高了身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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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体承载、参与认知过程，身体的感觉—运动系

统与认知过程构成耦合关系，影响和改变了认知。

“身体是认知的身体，认知是身体的认知。”[7]国外一

些实验证明，在思维、判断、记忆、分类和概念形成的

认知过程中，身体深度地介入其中。我们对世界认

知的“映像”受身体活动影响，身体活动左右着客观

世界表象的形成。“认知过程根植于身体，是知觉和

行动过程中身体与世界互动塑造出来的。”[11]身体不

仅仅是一个认知“载体”或“容器”，而是对世界的认

知主体，是认知发生的场所。对舞蹈概念理解与认

知需要具身认知。传统观念认为，概念由符号或抽

象字词加工而成。具身语义学指出身体的特殊体验

形成概念以及基本隐喻(primary)，身体经验制约思维

过程。“有机体的身体特性限制或约束了它能获得的

概念。这就是说，有机体赖以理解周围世界的那些

概念依赖于有机体所拥有的身体。因此，如果有机

体身体不同，那么在怎样理解世界方面也将产生明

显差异。”[12]乔治·拉克夫和马克·约翰逊指出，人类

的抽象思维并非只是抽象符号的信息加工，而是有

赖于身体。人的概念系统多以隐喻方式建立，思维

过程是隐喻性的。隐喻结构由两部分源域(source
domain)与靶域(target domain)组成。源域是具体的、

有形的概念，靶域是抽象的、复杂的概念，人们借助

前者表达后者。如“拉丁舞是火热的”，对“拉丁舞”

概念的理解是以大开大合的身体感觉，通过源域概

念(火热)与靶域概念(拉丁舞)的匹配，来理解热情奔

放的拉丁舞概念。这种隐喻方式就是舞蹈抽象思维

的依据，最直接的隐喻多以身体和身体的活动展开

抽象思维。如古文“舞”字像人执牛尾而舞之形；

“蹈”是顿足踏地。“舞”字和指涉对象“手执牛尾”，

“蹈”字与指涉对象“顿足踏地”之间具有一种形象上

的类似关系，都是具身性行为。这些具身体验经常

出现，就构成了固定思维方式。成语“项庄舞剑”，通

过一个舞蹈活动比喻说话和行动的真实意图别有所

指。有关舞蹈的隐喻本质是用舞蹈来理解和体验另

外一种意义，这也是某个民族或某个文化的一种认

知方式和思维方式。

舞蹈使用身体进行感知与表达，跳舞是一种具

身经验。我们的身体通过动态感觉来建构对“舞蹈”

的概念。“具身”跳舞是理解和认知舞蹈艺术的最好

途径和方法。如理解芭蕾是“跳”芭蕾而不是“看”芭

蕾，舒展的身体、紧绷的腿部、挺拔的舞姿、优雅的体

态会带来对芭蕾舞的具身性感知。跳“马步”，就可

以在对骑马的模拟中感知蒙古族舞蹈以及草原民族

的性格特征和心理。“劈鼓子”，就可以在顶天立地的

动作意象中，感受鼓子秧歌里所内蕴的坚毅沉稳。

不同的动作意象会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跳街

舞，则会提高力量、速度、协调和耐力等，有利于形成

积极的主观态度。

跳舞是身体与环境、世界产生的交互行为。具

身认知论把认知看作是基于具身的认知，身体的能

力、结构和功能规定了认知的内容和属性，体验提供

给认知各种感觉。胡塞尔现象学以“意识体验”作为

根本出发点，梅洛-庞蒂则改造“意识体验”，根据身

体体验提出“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
念。它“视人为活生生的、积极的创造物，其主体性

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理性互动而实现的”[13]。身

体与环境的互动建构形成“主体性”，身体等同于主

体，即“身体主体”(body-subject)。鲜活的身体就是

人的主体，生动的身体、丰富的知觉与变化的世界互

相连结。“体认”就是以身体的方式去体验，“知觉”就

是以身体感觉形成完整体验。“‘我’不是‘拥有’一个

身体。我‘就是’我的身体。人的自我概念、自我意

识并非超越物质的‘幽灵’，而是由各种身体经验构

成。”[14]客观世界表象的形成依赖于身体行动能力与

被知觉对象的行动可能性。“人类怎样移动身体，怎

样知觉世界和他人，怎样与世界和他人互动，将自然

地影响到通过语言而进行的思维和理解意义的方

式。”[15]从舞蹈角度说，舞者身体是主体身体，他由身

体获得所有知觉。每一个人跳舞的身体经验都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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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因而造成了对舞蹈认知的差异。首先，不同的

身体结构导致了不同的舞蹈体验。男女舞蹈体验的

差异源于身体结构和活动方式的不同，因而认知功

能、审美感觉也差异较大。女性对舞蹈的审美接受

度高于男性，女性舞者数量也多于男性。女性在下

腰、下叉、跳跃等动作体验中，感觉到身体的灵活、柔

美。男性在大跳、山膀、扫堂腿等动作体验中，感觉

到身体的刚劲、有力。其次，不同舞种的身体体验大

相径庭。如芭蕾舞的旋转是身体、手臂、胯带动的直

立旋转，重心垂直，动作舒展而有延伸感，并在额状

面上进行立体构图和塑造形象。中国古典舞的旋转

是“倾斜”旋转，如“反掖腿仰胸转”“后退侧身转”，上

下身呈子午相，婉转中见修长，在腾空中进行延续，

形成旋转螺形的变化。故而“开绷直立”是芭蕾的身

体体验，“拧倾圆曲”是中国古典舞的身体体验。再

次，不同舞蹈风格形成不同舞蹈体验。跳粗犷豪放、

剽悍英武之风的蒙古族舞蹈，做耸肩、翻腕、后仰、马

步等动作时，获得的体验是身体挺拔、动作刚劲、步

伐轻捷。跳安详、舒展之风的藏族舞蹈，表现颤膝、

懈胯、曲背、弓腰、前倾体态时，身体体验到的是优

雅、柔和之感。最后，不同舞蹈剧目体验各不相同。

如男子跳民间舞《黄土黄》是激情昂扬、粗犷豪爽的

感觉，跳中国古典舞《孔子》则是儒雅潇洒、沉稳劲健

的感觉。舞蹈的身体是即时的、动态的主体，舞蹈是

身体为主体的自我诠释与显现。

身体、认知与环境有关，三者是融合为一体的。

具身心智包含三部分：身体、环境和工具。“自然发生

的环境事件和物理工具都是能动性的认知资源。”[16]

环境事件和物理工具是认知产生之因，认知是对环

境事件和物理工具反映之果。环境条件本身也是认

知功能的组成成分，可把认识看作“生态化认知”。

身体的习惯姿势和行为与世界是互相映射的，如中

国民族民间舞的“拧”与“倾”是传统文化“内敛、含

蓄、蕴藉”的审美追求的身体形象的展示，藏族舞身

体的含胸、俯身、屈膝则是高原生态环境所致，彝族

“左脚舞”磋脚、跺脚、勾脚的动作，是古老的连袂圈

舞的文化继承。身体对生态环境的反映构成了“生

态化身体”(ecological body)。资华筠先生的《舞蹈生

态学》认为，舞蹈身体是生态环境的身体，生态环境

的不同因子可以充分地在舞蹈身体上表现出来 [17]。

如云南花灯“崴步”就是土地凹凸不平造成的特殊步

伐。舞蹈身体经验形成一种“身体之知”，所包含的

文化意义非常丰富。朝鲜族舞蹈以“鹤步”“柳手”，

模拟仙鹤形象，表现了飘逸、高雅的风韵。傣族舞蹈

“三道弯”受南传佛教、图腾文化、地域民族文化的影

响。不同舞蹈生态环境下，这些身体沉浸其中，其舞

姿、表情都是有差异的。舞者感受不同生态环境，认

知不同世界；同时，生态环境作用于舞者身体，显现

为通过不同动作进行情感、意义表达。舞者动作的

表现方式，就是对世界的体验形式。人类如何跳舞，

就如何感知世界。舞蹈的身体就是与世界、他者交

互的身体。

具身经验所形成的认知结构即“意象图式”(im⁃
age schemas)，包括有空间、平衡、力量、运动、容器等

图式。舞蹈“意象图式”就是以身体方式进行舞蹈体

验、感觉、思维、推理。如舞蹈空间是物质性的空间，

也是身体移动、跳跃、旋转的空间。舞者通过对空间

的前后、上下、左右的探索，获得对空间的身体感知，

形成“空间图式”的认知结构。德国表现派舞蹈创始

人鲁道夫·拉班就根据这三个空间方位，即前和后

(深度)、左和右(宽度)、上和下(高度)运动，提出了 20
面体，身体运动离不开这 20面体。舞者在旋转、翻

滚、单腿支撑等活动时，需要保持良好的身体平衡，

这就涉及“运动平衡图式”。人体运动中会受到重

力、阻力和肌张力的作用，由本体感受器、视觉形成

运动平衡感知，而神经、运动皮层之间的协调配合，

才可以顺畅完成运动。舞者调节身体平衡的机能是

一种反射活动，内耳前庭、神经、肌肉、视觉器官、小

脑、脑干以及大脑皮层某些区域都会参与平衡调

节。舞者身体一般具有良好平衡感知力和身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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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芭蕾舞演员在旋转10圈后的稳定性较普通人

有优势。无论是沿水平面快速移动，还是沿额状面

上下跳跃，只要当体位改变时，他就会调整与建立一

种新的动态平衡维持身体稳定性。舞者会感知不同

的时空位置，相应地调整运动状态，以保持运动平

衡。在双人舞时，男舞者托举起女舞者时，需要用

力；放下女舞者时，需要控制力量，就形成“力量图

式”。再如推、拉、甩某一道具的舞蹈动作，会形成身

体对力量的不同认知结构。“运动图式”相当于运动

反映的程序模式，美国运动心理学家史密特制作了

运动程序，并输入了有关参数：“第一，全部动作时间

参数；第二，全部使用力量参数；第三，使用肌肉的选

择参数；第四，动作范围(动作大小)的参数。”[18]对舞

者而言，做一个目标性动作时，会在大脑快速输入动

作力度、幅度、速度、部位、时间等参数，建构一个具

体的舞蹈运动程序。以上这些关于空间、平衡、力

量、运动等图式，都是由舞者身体在具身经验中形成

的稳定模式，反映出“身体感觉—认知—身体行为”

之间的自动调节。舞蹈身体感觉和运动过程建构的

认知结构，会对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微妙的影

响。如成语“长袖善舞”，原指袖长易舞，后形容会耍

手腕的人善于钻营；“闻鸡起舞”，原意是听到鸡叫就

起来舞剑，后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及时奋起；“歌舞升

平”，原意是边歌边舞，庆祝太平，后演变为粉饰太平

的意思。这些成语表明舞蹈身体动作参与到我们认

识世界、社会的活动之中。

三、舞蹈美育的具身化：功能、效应与目的

具身美育最适合的样板就是舞蹈美育，舞蹈美

育是对具身美育完美的证明。基于具身认知的具身

美育关注人的感性因素，将美育视为身体的活动方

式与审美心理交互影响的教育，而舞蹈美育则是具

身美育最为典型的代表。舞蹈美育就是践行生命关

怀的起点，是人类的“生命护照”，伴随生命始终，每

个人生都是践行舞蹈美育的生命之旅。

虽然舞蹈美育对塑造人有着显而易见的优长，

但实际上它开展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历史

维度上古代舞蹈发展呈现由独立到消融的下降轨

迹。在我国舞蹈发展史上，舞蹈美育曾经是受到重

视的，周代的“六小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

《干舞》《人舞》)就被列为贵族子弟的必修内容，《周

礼》还规定了学舞年龄与时间，“十三舞勺，成童舞

象，二十舞《大夏》”；春夏学干舞(武舞)，秋冬学翟龠

(文舞)。后来舞蹈美育功能逐渐转向，舞蹈更多承担

了为君王服务进行宫廷乐舞表演的任务。宫廷女乐

接受的是舞蹈技术训练，较少美育。如汉代乐府、唐

朝教坊进行舞蹈训练，其舞蹈功能主要以娱人的表

演性为主。到宋代教坊撤销，民间艺人在勾栏瓦舍

表演的纯粹舞蹈已稀少。自娱自乐的民间舞蹈处于

自由发展状态，没有美育意识灌注。明清之际，一方

面随着舞蹈融入戏曲，舞蹈失去了其作为单独艺术

种类而存在的地位与价值。二是价值维度上舞蹈受

到正统思想的贬抑。传统人才选拔以经学、八股取

士，使得哲学、文学受到重视。“发乎情止乎礼仪”等

的礼教要求，使人性受到克制与压抑，而身体更是被

要求遮盖，舞蹈遭到排挤，舞蹈美育难觅踪影，无价

值可言。理学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如宋代理学家

程颢、程颐说：“古人歌咏以养其性情，舞蹈以养其血

气……今也俱之矣，何以成于乐乎？噫！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难。”[19]三是教育维度上舞蹈美育

功能认识不足。自从建立了专业舞蹈院校后，舞蹈

教育就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但是舞蹈专业人才偏于

技术训练，审美素质培养薄弱。基础教育里的中小

学“离身认知”的智育位列第一，美育只有音乐、美术

为国标课程，舞蹈多以特色班、课外附加课开设；大

学的舞蹈美育也主要以选修课程以及学生舞蹈团形

式而存在。舞蹈的育人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教育地

位不高。四是社会维度上群众舞蹈缺乏美育指导。

民间舞蹈、社会舞蹈特别是广场舞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健身性、娱乐性多于审美性，但是在情感表达、动

作韵律、审美品味等方面，鲜有正确的、专业的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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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与提升。所以，在目前国家大力倡导美育背景

下，舞蹈在纠正“离身美育”之弊上就扮演了重要角

色。无论在哪一层面，舞蹈美育重点都是培养人们

形成对身体的基本认知，训练身体表达技能，掌握身

体情感表达与创造。体知身体、体悟生命，塑造身心

和谐的人就是舞蹈美育最终的逻辑旨归。

舞蹈美育的功能是使身体成为自我生命体验的

最佳觉知体。舞蹈身体从现实身体上升为艺术身

体，身体训练是刻意地模仿、投射与调整。当身体形

成内在活动图式时，舞蹈技能才能表现出来。舞蹈

动作由模仿到自为和自发，主要是脑的镜像神经元

的作用，它决定了舞姿的完成和情感的配合。舞蹈

美育训练是具身化体验的身体艺术的规训。身体是

舞蹈训练的发生的部位，人的身体运动是建构舞蹈

知识的一种源泉，身体活动获取感觉与体验，舞蹈知

识建构就是通过活动的生理性体验而进行的。进行

舞蹈身体训练，意识体验在身体里会形成动作记忆、

动作图式。无论是愉快体验，还是创伤经验，都会在

身体里进行储藏，只是不易觉察。因此，我们要敏锐

地关注、觉知自己的身体。舞蹈美育是用身体进行

的审美探索方式和艺术表达。舞蹈身体动作是一种

既天然的、也是后天的语言。在舞蹈身体训练中，人

的身体、思维、认识与周围生态环境紧密结合，没有

身心的分离。它打开、加强我们的身体接受信息功

能，让身体去感知一切。舞蹈身体训练的是身体经

验与感觉，促进身体认识功能的改变，有助于思维、

记忆。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舞蹈能影响海马体

积的增加、左侧中央前回和海马旁回的灰质体积以

及白质的完整性；不仅如此，舞蹈还会带来包括认

知功能在内的功能改变，例如记忆、注意力、身体平

衡、心理参数的显著改善以及周围神经营养因子的

改变，总之，舞蹈训练能整合大脑区域以提高神经

可塑性。”[20]显然，舞蹈美育功能性明显优于其他身

体活动。

舞蹈美育的效应是使身体成为动作行为最佳表

达体。根据伯纳德·安德里厄的看法，身体表达的阶

段可以分为无意识层、自动化技术层和意识层三个

层次 [21]。第一层无意识层，是激活身体图式，自发、

自为进行动作的调整，自动完成一些动作，显现情绪

化的体态和姿势等，无须训练。美国舞蹈理论家约

翰·马丁说：“人体的确不必去完成由感觉报告准备

好的所有动作……感觉印象与动作间的许多循环对

这些重复如此熟悉，结果使得它们为自己在神经与

肌肉系统中开辟出经久耐用的通道，而其循环的过

程甚至连我们都意识不到。”[22]人体许多动作是无意

识的，神经与肌肉系统已经形成自动反应。第二层

自动化技术层，是在无意识的图式和习惯化影响下，

活的身体表达出复杂的运动技术。如舞蹈徒手类技

术技巧里的原地旋转(双腿立转、单扛手点转等)、移
动转(垫步平转、雀跳转等)、翻身(点步翻身、躺身蹦

子等)、跳跃(燕式跳、吸腿跳等)技术技巧等。第三层

是身体意识层，以强意识状态对身体表达予以特别

注视和关切。如双人舞时，男舞者在托举女舞者过

程中，男方都会密切注视着女方的动作。无声的舞

蹈身体可以显现出优美的舞姿、习惯化的技术技

巧。舞蹈技术技巧是不断训练，经常进行自我调适，

意识感觉积淀于记忆力，不断强化并形成动作图式

的结果。高难度技术技巧动作大多是在无意识的习

惯下完成的，如舞者“空翻”时，能够很好地估量身体

所占据的舞台时空，与舞蹈的身体进行默会交流。

舞蹈动作技巧是否完美，决定于身体表达的三个层

面是否达成平衡。虽然一些舞蹈动作是在无意识的

身体图式以及习惯化下自动进行的，但仍然需要有

意识进行。它需要一定强度的有意注意，进行动作

的意愿与决定、当下和在场的知觉准备。在意识状

态之下，身体调整好状态与情绪，准备去完成意识发

出的指示信号。舞者身体表达的动作处于有意识和

无意识之间，恰当地平衡与及时地调节，才可完成动

作。如“挥鞭转”时，舞者会注意着转动的空间位置，

身体会自动地进行细微调整，以使身体停止时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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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点。舞蹈情境中的空间感是依靠身体感觉出来

的，如快速原地旋转会造成晕眩感，就是身体失去了

空间方位感。专业舞者经历了独有的舞蹈身体特殊

训练，就可以掌握复杂的动作技巧，形成对动作的准

确判断。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在人的大脑中存在着

一种特殊的“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它在动作

执行和动作观察两个阶段皆可以被激活。当舞者观

察他人动作，会诱发自我动作模拟系统，不运动也可

模拟，从而理解知觉到的动作。舞者长期的动作训

练，其身体的柔韧性、灵活性、平衡性等已经被调整

到适合做高难度的转、翻、跳等舞蹈技巧，他们的镜

像神经系统也被调整到更善于辨别某种特殊的舞蹈

动作。“如果一位演员真的想成为一位大师的话，他

绝对不能简单地依靠他的舞蹈技巧和动作技巧。真

正的大师应该依赖于对自我理解的状态以及对舞蹈

风格的感觉。”[23]255除技巧之外，专业舞者的理性思维

培养有助于水平的提升。当然，专业舞者比普通人

具有更敏锐的身体知觉。

舞蹈美育的目的是使人达到身心和谐的最佳状

态。具有更多的身体知识，可以提高对舞蹈的理解，

提升舞蹈表演水平。当然，身体知识也会促进掌握

人类完美生活的艺术。增强意识技巧的培养和个体

身体功能的有效性是“身体美学”的中心任务。身体

美育训练可增强意识的能动作用，使意识更加“具身

化”，沉默的“身体意识”被唤醒、被提升到更高阶。

一个人激发了身体运动体验，焕发生命的活力，可更

好地认知自我，强化主体思维，在身心和谐中获得审

美愉悦。舒斯特曼主张“可以通过对身体感觉控制

的有意联系来转换我们的身体感觉，以便间接地影

响情感”[24]。每一舞蹈动作都是将活着的身体从浸

没变为显现的过程，也是自动化的动作姿势和身体

自我意识的过程，它会触发人的身体情绪的开关，解

开身体情感与动作联结的编码。他认为，“舞者的身

体就是舞蹈作品的终极方式。”[23]45舞蹈是保持身心

健康的一种重要方式。舞蹈本身就是愉悦的艺术活

动，它是由“动作、声音和灯光所构成的活动，并且是

能够调动全身，要求全身心地享受身体运动统觉所

带来的愉悦的活动”[25]。其意图就是“培育有感知的

身体，把其当作自我完善的核心手段，改善知觉、行

动、德行和幸福的钥匙”[26]。他的身体美育就是对肉

身存在的身体价值的肯定。舞蹈美育是身体力行的

实践性、体验性美育，它强调一种通过身体运动感觉

内化为个体自觉追求的生命体验。它更倾向于普及

性美育，目的是使之成为一种大众化、生活化的身体

实践，强健人的身体，开启人的心智、浸润人的灵

魂。在本体层面，追求人的存在的完整性、人的发展

的完善性；在现实层面，弥补身心脱节与分裂造成的

缺憾，指示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方向，不仅丰富着人的

精神享受活动，更促进人感性地践行“具身”活动。

它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马克思的理想，“存在和本质、

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

争的真正解决”[27]。它消解的是过于重视精神而忽

视身体，或过分装饰身体而束缚灵魂而造成的身心

失衡、对立的情形，将身体“具身”经验重构为对改善

生命的追求。可以说，舞蹈美育有着比专业舞蹈教

育更为广阔的生活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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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ment, Dance,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Shi Hong

Abstract：Embodied aesthetic education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is a kind of education in which body and mi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promote harmony. Dance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he most typical embodied aesthetic educ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emphasizing the perceptiveness, intimacy, openness,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body.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dance”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physical activities. The body and cognition of dance relat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hese three integrate as a whole. The function of dance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o make the body the best
perceptive object to explore life experiences, the effect is to make the body the best expressive object of movement and be⁃
havior, and the purpose is to make people achieve the best stat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armony. Dance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 practical and experiential aesthetic educa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body movement sensation into the
life experiences consciously pursued by individuals.

Key words：embodied; dance; body;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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