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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唯物史观视角下的舞蹈作品探析 
彭柳琪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加以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考察文学艺术现象

的理论结晶。近年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诸多层面中取得了应有的进展。从舞蹈艺术层面来说，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舞蹈编创的形式内容，甚至成为舞蹈艺术的指导思想。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

唯物史观视角，分析舞蹈作品《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的主题思想、表演种类、社会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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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

哲学基础，加以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考察文学艺术现象的理论

结晶。近年来，党和政府在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建设，使得

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在诸多层面的

期待中取得了应有的进展。从舞蹈艺术层面来说，它包含在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当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舞蹈编创的形式内容，甚至成为舞蹈艺术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形散而神聚的姿

态，存在于其他基本原理的字里行间，而《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教

程》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研

究和梳理了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历程。该书对马

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以及党的几代领袖人物的艺术思

想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同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

在美术、舞蹈等艺术门类中的发展和演变历程。 

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唯物史观视角，分析 2020

年 12 月 21 日由北师港浸大的街舞社上传到 B 站的抗疫主题舞蹈作

品——《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二、明确一个问题：舞蹈作品是社会存在还是社会意识？ 

我们不可否认，一件具体的舞蹈作品首先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具

体的物，是某一种精神因素具体化的结果。 

但是，以辩证法的思维来分析，即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某

一个具体的物，即物质，与某一种精神因素，即精神，两者之间在

差异中包含统一性。通过分析作品的具体的物质构成因素——内容

和形式，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具体的社会意识与作品之间建构

出联系，而后将其上升到观念的高度，从而完成从物质因素向精神

因素的飞跃，从感性的具体性向精神的一般性的过渡。辩证法使得

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感性具体的“个别”，可以成为精神性的“一般”，

也就是具体的作品转化为具体社会意识的反映。 

现在再次使用辩证法的思维来分析，即具体的社会意识与一般

的社会意识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当我们对舞蹈作品所产生的时代

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化、艺术，以及 人们的观念、情

感、社会交往方式等诸多因素进行全面的考察后，会发现原本具体

的社会意识，可被理解为某种社会意识之综合，因为“一般性”总

会在“具体性”当中呈现出来。因而舞蹈作品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意

识。 

总之，运用辩证法，一个舞蹈作品从物质的具体到精神的具体，

再到精神的一般性，最后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意识。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唯物史观下的事件分析 

（一）从舞蹈的主题思想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1.根据不同的层次，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

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表现为人们的感知、情绪、情感、

心态、习俗等。社会意识形式是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包括政治法律

思想、道理、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等。 

社会意识形式以社会心理为基础，并对社会心理起指导和影响

作用。 

《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呀》舞蹈作品作为艺术作品，是社会意识

形式的一种，以抗疫期间的社会心理为创作源泉的基础。舞者们通

过具体生动的肢体表演“医生”、“护士”、“消防员”、“患者”等角

色，如通过托举，滚地，捕捉、挽留空气等舞蹈动作来表现在抗疫

战中，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对这段不凡岁月的理解、

情感、愿望和意志，如惶恐、不安、坚强，如决胜的信心、团结的

勇气，如感谢同胞，感恩祖国。 

同时，这部作品对社会心理起着指导和影响作用。舞蹈不仅通

过现场表演使得现场观众感悟到抗疫战中的艰难困苦，“战士们”

彼此的相连扶持，也让无数通过视频搜索的观众感受到舞蹈带来的

心灵感动和震撼。“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长

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画面重现

让大家在情绪感染之外，更加坚定价值立场和国家认同感。 

2.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

意识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社会实践。 

这个舞蹈作品聚焦于 2020 年抗疫的主题，以身体语言符号和

家国同构的舞蹈审美,别开生面地将上半年抗疫的感人画面和人们

蓬勃的情感展现出来，其创作来源于无数中国人民的抗疫实践，是

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作品。 

中国人民的抗疫实践始于 2019 年 12 月中下旬，湖北省武汉市

出现了新冠肺炎，随后疫情开始向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从出生仅 30

多个小时的婴儿到 100 多岁的老人，从在华外国留学生到来华外国

人员，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以生命赴使命，

用大爱护众生，努力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 

人民是这场实践中真正的英雄，也是抗疫主题艺术作品的最大

底气和力量源泉。舞蹈作品是一部缩略的抗疫实践回忆录，是借用

身体为载体而进行的与社会存在的一场对话。 

（二）从舞蹈的表演种类看“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1.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

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 

街舞（Street Dance）是指生活在西方主流社会中非裔美国人的

街头舞蹈形式。现在中国青年舞者所表现的街舞形式表现了西方街

舞从 20 世纪末传入中国后不断本地化的发展过程。这次舞蹈作品

的表演种类特点是在大街舞的概念之下，让众多差异化亚舞群加以

舞种技艺、舞种形态、舞种风格的本土认同感，使“舶来物”与“本

土物”呈鱼水交融之状。 

尽管我们一直呼吁广大艺术工作者要具有容纳“百花齐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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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胸襟，但是至今舞蹈界及老百姓对“舶来舞蹈”（如街舞、爵

士舞、韩国女团舞等）与“本土舞蹈”（如中国舞、古典舞、民族

舞等）仍有不同的认识，有的把这两者的关系看成是绝然对立不可

调和的，是有优劣之分的，甚至认为一些潮流的“舶来舞蹈”直接

冲击着“本土舞蹈”发展与生存，是背离国家传统形象，不利于正

能量传播的“ 危险品 ”。这从中国高校舞蹈系现有的分支、一些

舞蹈竞赛打分标准等可窥得一斑。 

但这次舞蹈作品无疑是出彩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被一

些人认为“危险品”的潮流街舞，以国家抗疫实践为创作源泉，很

好地展现了抗疫战士的英雄形象和抗疫精神。它在一定程度上预

见、推断了一个包容更多艺术形式，鼓励更多舞蹈种类，发挥更多

作品积极意义的，真正的“百花齐放”的未来，为我国新时代下的

文艺活动提供可能的案例参考。 

（三）从舞蹈的社会价值看“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 

1.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要求我们坚持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对作品的社会影响或者说所产生的社会功能进行还原性的

描述，并以此作为评价艺术的尺度，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

艺术研究中的鲜明特点和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话语模式。”（刘旭

光，2020）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为艺术而艺术”、“艺术

是非功利性的”这样的思路是不被接受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同样肯

定艺术的审美价值，但他认为这个社会价值的多少决定着作品价值

的高低。从社会价值的角度研究艺术作品的意义，就构成了马克思

主义艺术研究鲜明的话语模式和方法论特征。 

那么在价值判断前，“站在谁的立场”是首要的一步。“恩格斯

在《致约·魏德迈》中认为，人民利益是革命艺术家创作的服务对

象，后来经过《致玛·哈克奈斯》的深化，进一步指出现实主义艺

术中应有工人阶级生活的一席之地。列宁则认为文艺应属于人民。”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几乎都是由革命领袖、革命家、社会

活动家建构起来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艺术作品当

中阶级性的体现，这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体现。 

在价值判断中，它树立起两个原则：一是对社会存在的认识价

值和对意识形态的反映性价值；二是劳动阶级在艺术所反映的事件

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着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通过这两个层

面的价值切入，我们尝试探讨这次舞蹈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或者

社会价值。 

首先，这部舞蹈作品能够如实地呈现疫情时代的社会状况和意

识形态上的一般状况，也就是满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艺术

作品在内容上的基本要求“真实”，它在内容上能够承担起对疫情

社会存在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进行抗疫保卫战的反映与认识，能够

呈现出当时人们的诸多情感以及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

文化基因，生动诠释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丰富

了民族精神和伟大抗疫精神。 

其次，这部舞蹈作品所传达的观念与价值内涵属于广大人民群

众，是广大人民的抗疫实践的画卷，是以舞蹈形式传递人民心声的

话筒。在给予观众审美体验的同时，它还感动、激励着人民群众彼

此扶持，患难与共，共同迎接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全新飞跃。这部具

有反映性和鼓舞性的作品，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艺术

践行。 

五、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舞蹈作品的社会责任和艺术

独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个价值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什

么是艺术作品的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即艺术应起源于人民的劳动

实践；艺术应当承担反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艺术作品应

启迪和鼓舞民众斗争与解放。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们用脚步，用声音，用话筒，用笔尖，用

镜头去丈量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去重现他们的坚强刚毅，

勇敢开拓，善意纯良，美好寄愿。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也越来越

成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

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就说明，至少在舞蹈方面来说，现

代舞蹈创作或者任何的艺术创作已经不会仅仅“政治化”了，在为

民族情感、社会正能量服务的同时，也鼓励了艺术的独立性，保证

其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的独特魅力。 

由此，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舞蹈的社会责任和艺术独立会相

互排斥吗？ 

这几年女团舞、现代舞等风格的舞蹈似乎是有背离主旋律和传

统文化的，它可能展示的是人性脆弱堕落或者张扬火热的一面，但

是这些舞蹈在某些时候是更直达现代人的内心的，是更符合观众心

理需求和理解能力、审美习惯的，一味地拔高，只去欣赏那些所谓

“高雅”、“高深”的艺术作品，其实就是象牙塔的孤芳自赏，这反

而就远离群众，脱离群众了。鼓励符合公序良俗，同时为人们的真

实生活提供全面的反映场所和快速的积极效果的，具有艺术独立性

的艺术作品，说到底，富有艺术独立性性的艺术作品也还是“为人

民而艺术”。社会责任和艺术独立间并不相互排斥，甚至于说，两

者的汇合点就是作品创作的迸发点。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因势利导，加强具体管理，要制约多元化

舞蹈作品的不良倾向 , 在鼓励“百花齐放”的同时，也要反对拜金

主义等迂腐思想的“罂粟花”。 

艺术作品需要体现民族情感，民族文化，承担社会责任，这是

作为艺术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但同时艺术作品也允许艺术家们

表达自己，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包容的。总

之，我们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传承与创新中，反

映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实现“艺术为人民”的宗旨。 

六、结语 

舞蹈作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存在。

它以人们的情感态度等为创作源泉的基础，又对社会心理产生影

响。新型潮流的舞蹈表演种类，如街舞，在一些争议声中和怀疑声

中完成社会价值的实现，即做到了作品反映社会存在并立足劳动阶

级。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前提下，发展与时代和人民相适应

的文艺作品尤为重要。舞蹈作品如何找到承担社会责任与实现艺术

独立最好的汇合点也是舞蹈编创者和表演者的重大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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