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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舞蹈中,我们将身体视为一个动态结构,由未完成和未形成的潜力定义。舞蹈作为动态结构,

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和概念一直在实践创作中被不断革新。新的空间创作方法被认为是当今后现代舞蹈

的时代特点。本文通过采用舞蹈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以及“空间切割”的实践研究方法对创造力和舞蹈

空间进行探究,通过对舞蹈空间与舞者关系的研究,探索更多舞蹈与空间互动的方式。 

[关键词] 空间切割；即兴舞蹈；活力效应；编舞；舞蹈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633.951  文献标识码：A 

 

Practice of "space slice" in choreography 
—— Analysis of creativity and dan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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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ance, we regard the body as a dynamic structure, defined by unfinished and unformed potentials. 

As a dynamic structure, the relationship and concept between dance and space have been constantly innovated 

in practical creation. The new method of space cre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and 

post-modern dance [1]. This paper explores creativity and dance space by using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of 

dance anthropology and the practical research method of "space slice", and explores more way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dance and space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nce space and d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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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编舞家

们就开始参与舞蹈空间概念的研究,当

时默斯·坎宁安首先通过分散舞蹈空间

和重新配置舞台空间为舞蹈空间的发展,

以及空间与舞蹈即兴的不同方式铺平了

道路。过去两年来,我的实践研究聚焦于

舞蹈空间的产生和利用,重点研究了空

间在即兴表演中的作用。我发现,“空间

训练”不仅是培养舞者身体与空间之间

产生更多互动的有效方法,为编舞者本

身也带来了很多创作方法的启发。 

1 定型研究与实践调查——以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舞蹈学院为例 

空间可以定义为“潜在的运动网络”,

身体通过感官感知、解释和分解周围环境,

并且它也可以通过视觉或运动影响周围

环境。根据我之前的实践研究——《“空

间切割”在即兴表演中的作用》(2019年),

在我应用“空间切割”方法之前,我首先

采用了舞蹈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Dance)方法中的定性研究对英国罗汉普

顿大学(University of Roehampton in 

London)舞蹈学院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发

现大多数人认为,经过长期和单一的即兴

训练,他们的身体和意识处于逐渐僵化的

状态,他们对空间的感知极其薄弱,在每

次舞蹈学院的学生即兴练习中,我都采用

了视频录制的方法来进行记录和比对,我

发现大多数人的身体已经有了自身运动

方式的惯性,因此在每次的即兴舞蹈训练

中,每个人所展现出来的即兴风格几乎趋

于一致,很难产生新的变化。虽然,即兴训

练的目的是帮助舞者拓展身体和空间之

间的关系,扩大舞者在即兴表演中对空间

的感知力。通过实践,显然普通的即兴方

法并没有帮助舞者实现真正的即兴意义。

因此,舞者如何充分探索和利用舞蹈空

间、如何在舞者的身体之间建立不同的关

系则是本次实践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2 “空间切割”的实践研究 

实践研究是通过预先设定的任务练

习来让舞者进行不同方式的即兴舞蹈,

我将这种方法称为“空间切割”,研究采

用了三种不同的设计作为空间研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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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条有弹力可伸展的长布、人的身

体和置于地面的绳子来对空间进行“切

割”。通过“空间切割”,刺激舞蹈演员对

空间的感知力,在舞蹈过程中探索更多与

空间互动的方式,以改变和创造空间。第

一部分的即兴选择了两条可伸展的长布

作为第一个物理“空间切割”方法(见图1

和图2)。使用了两块长约10米、宽约0.2

米的白布。两组人分别拉着白布的两端,

使白布能在空中三维交叉。在舞台空间中,

通过长布建立起来的空间,使原来的舞台

空间被切成四个几何空间,舞者被要求在

“切割”后的空间中进行即兴表演。 

 

图1  拍摄于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舞蹈学院 

 

图2  拍摄于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舞蹈学院 

计划2：第二种方法是使用舞蹈演员

自己的身体进行“空间切割”(见图3)。

舞蹈演员必须作为“整体空间”在舞台

中,比如二人一组、五人一组,自己为一

组等。舞者们将整个空间组合在一起,

以不同的位置分布在空间中。由于规定

的空间完整性,在即兴过程中必须始终

保持彼此的整体空间。舞者“切割”舞

台空间后,单独为一组的舞者可以任意

分布在舞台空间中,但告诉舞者他们的

身体被用作工具,因此每个人和周围的

人也是相互空间切割的关系。有了这个

要求,每个舞者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

时也是彼此切割空间的工具。因此,整个

组合起来的舞者与个体舞者之间的空间

已经被相互“切割”了。 

 

图3  拍摄于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舞蹈学院 

计划3：第三种方法是使用绳索进行

“空间切割”(见图4)。在第三部分,两

名舞者被要求将绳子从舞台的一侧拉到

舞台的另一边。这种“切割空间”的方

法与计划1不同。绳索被放置在舞台地面

的一度空间中,让舞者在绳索切割的空

间中进行即兴表演。 

 

图4  拍摄于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舞蹈学院 

3 “空间切割”的实践意义 

通过让舞蹈学院的学生们用三种不

同的“空间切割”方式进行练习研究,

“空间切割”对即兴舞蹈中的舞者产生

了有效的影响：首先,“空间切割”的不

同方法激发了舞者的身体感知,增加了

舞者对即兴表演的兴趣。其次,舞者改变

了空间的内部关系。第三,舞者的空间意

识通过此次的实践训练得到提高,使他

们更了解自己的位置、动作和与他人的

空间关系。第四,在空间的限制下,舞者

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和各种身体的探究

方式。空间切割的三种方式在即兴舞蹈

创作中对外空间和舞者身体的内在空间

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舞者在舞蹈的即兴

表演中激发了身体感知和探索到了更具

创造性的方法。 

4 结语 

“空间切割”是指利用不同的方法

“切割”空间,利用空间的设计为编舞和

舞蹈演员提供刺激、约束、位置、力量

等,以刺激身体与空间之间关系的更多

探索。通过这项实践研究,我有了更深入

的思考和结论。我开始将身体视为一个

动态结构,由未完成和未形成的潜力定

义。我们接触的物理和设计空间会影响

我们的行为,以及当我们看到周围的物

理空间发生变化时,我们就被激发了“活

力效应”。然而,除非舞蹈在每场演出中

都是即兴表演,否则它的特殊性必须以

某种方式(实践练习)来决定。因此,我用

“空间切割”作为舞蹈实践与理论关系

的研究方法,以产生一种新的舞蹈实践

概念。通过以“空间切割”为代表的不

同体验,产生了空间-身体-编排的相互

作用。它开辟了空间,可以提高舞者的空

间意识,刺激他们的感官及感知,编导也

可以在“空间切割”的实践中激发创造

力。我期望这项研究对舞蹈空间的探索

和扩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将作为现有空

间理论研究的补充和发展,产生一种新

的空间探索方法这一主题的不同实践将

为舞蹈空间领域的实际探索和发展提供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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