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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舞蹈艺术商业化的利弊 
方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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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舞蹈艺术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是一种富有创造力及想象力的表达。对于舞蹈艺术的构成，没有普遍的定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舞蹈艺术世界愈发多彩。当舞蹈艺术需要适时加入市场时，社会舞蹈艺术文化便走向一种现象，即舞蹈
艺术逐渐商业化。本文主要通过作者本人的调查与观察，试着分析舞蹈艺术商业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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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蹈艺术商业化的现状 
舞蹈艺术商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国民素质的

不断提高，大家对于舞蹈艺术的认知也越来越高，这使得舞蹈艺术
市场不断扩大与进步，如今已经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产业。例如芭
蕾舞。芭蕾舞是欧洲古典舞蹈，最初只有贵族才可以学习或欣赏芭
蕾舞。如今它已经成为很多舞蹈学校里必须学习的课程，课外培训
班也会开设相应年龄的芭蕾舞教学。再例如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
舞，尤其是宫廷乐舞，服务于皇族、王族、达官贵人等功名显赫或
位高权重之人。当今的古典舞同样成为了一些舞蹈学校必须学习的
舞蹈学科。舞蹈艺术商业化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社会上开了很多
舞蹈培训班，也有相应的舞蹈学校，很多从舞蹈院校毕业的学生会
去当舞蹈演员，在或大或小的场合、舞台等进行表演。越来越多的
人喜欢欣赏舞蹈，它不仅成为了逢年过节、婚庆等重要日子的必需
品，也成为了人们进行价值交换的重要渠道。 

二、舞蹈艺术商业化的利弊 
舞蹈艺术商业化已经是这个时代无可避免的普遍现象。接下来

是从市场调查和亲身经历等方面，试析舞蹈艺术逐渐商业化现象的
优势与劣势。 

（一）商业化的优势 
首先，舞蹈成为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多人愿意投

资舞蹈。现今社会上大大小小的舞蹈培训班、舞蹈工作室等层出不
穷，对于舞种、年龄等限制也越来越宽泛，在此趋势下，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投资自己或孩子去学习舞蹈。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舞蹈艺
术当中，其他艺术门类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更多家长会让自己的
孩子选择学习艺术，一是因为投资风险小，二是认为择业机会多。 

其次，集中精神与审美意识并存的舞蹈，蕴含了舞蹈编导的思
想感情和理念，是舞蹈表演者“二度创作”后的产物，是舞蹈艺术
价值的载体。现今市场中商业化舞蹈作品的成功，往往需要具备较
高的审美特性与社会认可度，才能更好的体现其艺术价值。因此，
舞蹈艺术商业化也是对舞蹈家们的巨大挑战。他们要做到如何从众
多舞蹈作品中脱颖而出，又要做到是否能够迎合主流价值观，满足
当下的审美需求，才能够体现其本身作为舞蹈艺术的意义，带给人
们审美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愉悦。舞蹈家需要不断地完善自我、提
高自己的能力、紧随时代的脚步，因此而创作出更有意义、更值得
传承下去的舞蹈作品。 

最后，舞蹈艺术商业化对于舞蹈艺术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
用。舞蹈艺术商业化可以使全民自由接触舞蹈，完成了“艺术属于
全人类”的价值使命，舞蹈艺术不再局限于少数人，而是走向大众
的艺术文化。舞蹈作品继承了舞蹈家的思想观念及内涵，商业化后
的舞蹈艺术将不同的舞蹈家精神传播给广大人群，丰富其文化内
涵，提高其艺术文化素养，建立艺术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人愿意
学习舞蹈从而热爱舞蹈，毋庸置疑，舞蹈已经成为了大众热爱的艺
术文化运动。让舞蹈走进人民生活当中，提高广大人群的审美能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舞蹈背后的历史渊源及文化底蕴。这也是舞蹈艺术
商业化的一大优势所在。 

（二）商业化的劣势 
舞蹈艺术商业化一直是个敏感而富有争议的话题，有一部分专

家和学者反对或不愿意接受这一现象，下面便分析舞蹈艺术商业化

后的劣势所在。 
首先，舞蹈艺术的商业化让很多舞蹈变形，部分人从单纯的精

神文明建设转变为把舞蹈当作赚钱的工具。穿梭在各个景区的舞蹈
团队、各个车展及宴会厅的舞蹈表演者，将舞蹈浓厚的艺术气息沾
染上烟火气。甚至有些家长会产生“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会学艺术”
的想法。他们学习舞蹈的目的不再是陶冶情操、提高素质，而是单
纯的以金钱为目的的学习舞蹈。舞蹈艺术的商业化虽然不可避免，
但我们要做到如何不让舞蹈艺术沦为人们单纯的赚钱工具。以金钱
为目的的学习舞蹈，并不能起到向大众表达艺术精神、丰富其艺术
底蕴及内涵的作用。 

其次，部分舞蹈家一味的满足于大众的审美需求而忘记初衷，
失去了创新创造能力，从而导致他们精心创作高雅艺术的行为逐渐
被摒弃，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缺乏内涵略显空洞。例如现在一些
商业化后的舞蹈。参加过商演后可发现，排练过程并不注重动作好
坏，演出时管理人员只要求动作无失误及表情。他们已经不被称作
是舞蹈家，只是盲目的去创作可以作为价值交换的舞蹈。再者，欢
呼声永远给予舞蹈表演者在表演某一个或某一串高超的技术技巧，
这让很多舞蹈编导在进行舞蹈创作时更多在意技术技巧的花哨，甚
少注重其内涵。 

最后，由于一些舞蹈编导创作出来的舞蹈缺乏内涵，导致舞蹈
表演者“二度创作”的能力薄弱。因其逐渐商业化，很多舞蹈没有
实质性的含义，表演者在进行表演时无法进行“二度创作”，市面
上出现了毫无感情一般的“跳舞机器”，无法表达出人物形象及思
想感情。这也是艺术商业化的一大劣势所在。 

三、结语 
舞蹈艺术商业化并不是舞蹈艺术使用形式的最高端、最优良的

状态，但保证舞蹈艺术商业化的健康运行是使舞蹈艺术走向完善的
关键一环。这需要社会经济的不断支持、舞蹈艺术组织的正确导向、
舞蹈家们的责任创作、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客观评价、审美者的正确
判别等多方面共同完成。 

舞蹈艺术商业化是社会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舞蹈艺术的一种
价值走向。我们看待舞蹈艺术商业化不能只看一面，需要充分意识
到舞蹈艺术商业化对社会、对国家、对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全
方位分析舞蹈艺术商业化的利弊，努力做到趋利避害，让舞蹈艺术
商业化后依旧能够体现舞蹈艺术的属性价值，对人民、对社会都能
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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