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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库·汉姆版《吉赛尔》的表演理论与现代审美鉴赏 
林瑶  高志伟 

（吉林  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吉林长春  130031） 

摘要：充满浪漫主义的芭蕾舞剧《吉赛尔》早已是人们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推动

作用，充满新视野的各种元素也在颠覆着经典作品的创作。在阿库·汉姆版的《吉赛尔》当中，将人物的背景设定为现代化的工业

发展，这其中也必然少不了古典芭蕾与现代主义精神的相互交融。从舞者的现代语汇去延展世界最基本的舞蹈理论关系，能够更好

的帮助人们欣赏到被赋予全新意义的《吉赛尔》。将背叛与救赎进行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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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库·汉姆版《吉赛尔》的灵感构思 

（一）《吉赛尔》简介 

《吉赛尔》是浪漫主义芭蕾舞剧的代表作，由简·克拉里，

与朱尔·佩罗共同创作。而舞剧当中的取材则是选自德国诗人

海涅的《自然界的精灵》，以及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东方集》

中的诗篇《幽灵》。在剧本的编排创作上是由泰奥菲勒·戈蒂埃

等人完成。最后整部舞剧的音乐创作是由阿道夫·亚当来担任。

该部舞剧于 1841 年 6 月在法国巴黎首演，同时该部剧作也获得

了“芭蕾之冠”的美誉。在这部舞剧当中，充分展现了一名女

性舞者强烈的技巧，与精彩绝伦的表演属性。面对世俗的不公，

从生到死，从欢愉再到绝望地化作孤魂，是这部舞剧最为充满

传奇色彩的地方。 

而在《吉赛尔》舞蹈表达当中，同样离不开世俗困扰的爱

情悲剧。将浪漫主义色彩的光与黑暗展现的淋漓尽致。在古典

芭蕾的氛围烘托下，舞剧当中第一幕讲述的是一名贫穷村落的

楚楚少女遇到了隐瞒身世的贵族少爷，从此一见倾心。而当贵

族身世的解开与现实的激烈挣扎冲突，也就导致了第二幕少女

吉赛尔悲愤而又绝望的离世。并且带着充满愤怒、张狂的舞姿

走进人们的视野。在第三幕中，化作众幽灵的女子群舞也被后

世称之为经典的群舞演绎方式。在吉赛尔自我解脱和救赎的过

程当中，最终饶恕了贵族之子，在晨曦的曙光中化作一抹光影

消失不见。在不同版本的《吉赛尔》复排过程中，都或多或少

离不开最终经典的浪漫主义色彩，只为更好地诠释吉赛尔的爱

与悲剧。 

（二）阿库·汉姆的现代艺术元素 

提及阿库·汉姆，他的创作才能与他的现代舞技术，足以

被人们称赞他为当今国际现代舞的大师。同时也是 21 世纪世界

舞坛的传奇人物。自幼深入学习卡塔克的民间舞蹈，再到后来

接触东西方舞蹈的融合，造就了他自身独特的现代舞蹈方式。

阿库·汉姆自我阐述他的舞蹈本身且具备了东方的文化精髓。

在充满理性的逻辑思维当中感知舞蹈的呼吸和韵律。而阿库·汉

姆现代艺术的体现，则可以通过带有现代气息的新版《吉赛尔》

来体会。 

不复以往的田园风情，充满钢筋混凝土的工业文明冷冰冰

的扑面而来。一堵高大灰暗不明的墙，隔绝了平民窟与贵族之

间的关系。当墙体的上下翻转，则仿佛会带给当时的人们一丝

新变化。阿库·汉姆的现代艺术是能够将一丝不苟的程式性的

传统古典芭蕾表演，带来不小的撼动。舞者们可以自由的通过

肢体传达故事情节的语汇，将爱恨欢愉以及痛苦疯狂不断的挥

舞出来，宣泄出来。就包括切换故事情节幕与幕之间的场景，

也都通过转换高大围墙的变化来展示。免去了以往芭蕾舞剧当

中繁重且复杂的背景铺垫。阿库·汉姆的编舞是充满了现代艺

术的张力，而同样也通过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塔玛

拉·罗霍新的审视进行解读与演绎。也正是借由两人之间的“冒

险”精神和开放的思想，才能将充满叙事性的浪漫主义芭蕾舞

剧《吉赛尔》搬到舞台中央。也因此阿库·汉姆和塔玛拉·罗

霍的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结下深厚关系。 

（三）21 世纪叙事芭蕾舞的新构想 

传统的古典芭蕾舞剧有着特定的审美标准和技术规范。在

戏剧结构和演出形式上，也多以华丽的宫廷剧为主要表现手段。

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现代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不断更迭，芭

蕾舞的表演早已突破这些局限，这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古典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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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芭蕾碰撞出新的火花。在 21 世纪的到来，体现的是舞蹈

艺术的革新与改造。并且现代的视角被不断融入进来，将浪漫

主义的芭蕾舞剧推到了又一个新的高潮。 

舞者们的舞蹈动作不再过分的强调技术技巧的华丽展示，

而是要突显舞者，或者说“吉赛尔”本身生命的张力。这就显

得这部叙事性的现代《吉赛尔》绝大多数动作幅度都极为贴近

地面，仿佛是空灵与沉重的对抗。就包括一开始的那面墙，人

们的静默也会不由得引导观众一同屏息着呼吸，探究将要发生

的事情。在舞者的动作幅度由慢到快，由微小到庞大的影响下，

进而烘托出整个舞剧的压迫感。身处在这样一个场景的观众能

非常直观的体会到这部爱情悲剧的浓重色彩。 

在阿库汉姆的编排，以及塔玛拉罗霍的自我解读下，现代

版的这部《吉赛尔》能够给人以不一样的欣赏美感。无论是从

编排的构思，亦或是舞者不同过去的套路规范，都是对现代艺

术审美的深刻理解。而从中有关舞蹈理论的体现，也能够对舞

剧中每一个片段进行抽丝剥茧的理解。 

二、《吉赛尔》中现代艺术鉴赏 

（一）短暂的欢愉和不休的离别 

舞剧的第一幕当中，一开始便出现令人感到压抑的氛围。

主人公阿尔伯特与吉赛尔双目凝视彼此，爱意也在不断的酝酿

着。而此刻旁边的里昂却心生嫉妒不断地干扰、挑衅着阿尔伯

特和吉赛尔之间的感情。此时三人在众人的衬托下早已形成了

三角的关系。三人局面在里昂的独舞挑起，而背后众人惋惜又

悲伤的凝望则也预示着这场爱恋不会善终。 

随着卡塔克舞蹈韵律逐渐加强的推动下，吉赛尔和阿尔伯

特彼此的爱意愈演愈浓。这里也可以看作是吉赛尔本身生命的

律动。仿佛在与阿尔伯特共同孕育着彼此新的生命。强烈而又

夸张的动作将所有人的力量都集中在吉赛尔的腹中。此刻吉赛

尔是十分快乐的。阿尔伯特也是沉醉于吉赛尔热烈的舞蹈情感

当中，与吉赛尔共进二人舞，将心意通通传递给对方。当然这

期间也少不了里昂的从中作祟，在二人之间不断的为了自己的

私欲而作梗。终于在吉赛尔和阿尔伯特感情渲染的最为强烈的

时候，一声刺耳的鸣笛宛如号角一般扎进了人们的心里。不知

所以的众人都和吉赛尔一样期待着墙对面到底存在着什么。而

阿尔伯特却惊慌的四处逃窜。 

结果是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不再被隐瞒的高贵身世

和未婚妻全然冲击着弱小而贫困的吉赛尔。她在里昂和阿尔伯

特的争斗中，在阿尔伯特最终选择了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中，一

点一点的失望直至绝望。众人都在为吉赛尔感到哀鸣。这里有

一幕值得观察的是，在吉赛尔试图挽回阿尔伯特的心时，她不

断做出拉住对方手摸向自己腹部的动作，想要告诫他爱情的结

晶即将诞生，但这也于事无补。最终发狂发疯的吉赛尔不再甚

至畏惧男性的触碰，最终在张狂的舞蹈当中丧失了骨肉，也陨

落了自己。 

在这第一幕当中，塔玛拉罗霍的表现十分精彩，由爱堕入

绝望，充分展现了舞剧中吉赛尔的短暂爱情。在极致的舞蹈动

作技巧和无言传神的凝望下，非常生动地将现代气息的吉赛尔

塑造成形。而剧中阿尔伯特和里昂的变化也推动着吉赛尔的情

感起伏。 

（二）痛苦的挣扎和不眠的凄凉 

在舞剧第二幕当中，最先开始的是主人公阿尔伯特的一段

孤独绝望的舞蹈。在反复的自我懊悔和愤怒的动作渲染下，给

观众展现出他内心悲凉的独白。此时的阿尔伯特近乎癫狂的做

着高难度技巧，仿佛在无言的控诉着对贵族众人逼迫自己和吉

赛尔之死。在动作的细节处理上，阿尔伯特的双手始终是对外

的。或呈现对抗的犄角，或呈现食指拇指捏合的颤抖姿态。在

自我不断的分崩离析却又找不到希望的状态下，阿尔伯特的表

演者很成功地将这一幕“懊悔的阿尔伯特”进行演绎。紧接着，

是幽灵状态下的吉赛尔接受鬼王的召唤。鬼王的肢体语汇大多

都是在立足尖基础上来完成，她空灵飘渺的纱裙和披散的头发

将鬼魂的姿态展现的淋漓尽致。而此刻的幽灵吉赛尔也苏醒过

来，她看到众多因情而饮恨的女幽灵，她们的愤怒，借由一根

长棍不断的击打宣泄。吉赛尔感到害怕，在鬼王的指令下不得

不做着同样的动作。 

然而吉赛尔并不能按照鬼王的指令违背自己的本心。在不

断地穿引针线回忆曾经的美好过往，她试图以此来唤醒众幽灵

心中的爱。但结果是鬼王感到厌烦与愤怒，命令众幽灵集合一

起形成群舞的模式，一同告诫吉赛尔不要再相信爱情。这一片

段的女子群舞也被后人赞不绝口，奉若经典。众多幽灵的奇幻

造型也充分展现出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在动作幅度和夸张的手

法上又极具现代元素的张力。在舞剧的最后，先来抢夺吉赛尔

的里昂受到了鬼王和一众幽灵的惩戒；而懊悔过的阿尔伯特也

在反省之后前来追寻吉赛尔。他的真诚最终挽回了吉赛尔的本

心，并且为他抵挡鬼王的侵扰。使得舞剧故事的结尾依旧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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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著的初衷，让阿尔伯特在吉赛尔的救赎下得到宽恕。 

三、《吉赛尔》中舞蹈表演理论的体现 

（一）动作表现与具象情感的联结 

在表现主义与舞蹈表演的发展历程当中，人们在不断探究

艺术与表现性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主要凸显的特征即是对追求

心灵的自由，注重抒情与表现，同时又能够具有现代主义的特

征内涵。也从一定意义上将现代舞的象征性、意象性、和抽象

性囊括在内。而当浪漫主义舞剧《吉赛尔》里，舞者通过情感

的联结进而传递彼此的情绪时，就能够看出舞者们在做动作时

的抒情与象征含义。 

在舞剧中，最开始三人站位便形成了相互吸引，相互对抗

的矛盾状态。主人公阿尔伯特面对吉赛尔的拥抱，面对里昂的

警告，他的复杂的内心便由此展开。之后里昂的一段独舞，更

是在预示着之后阿尔伯特的这段情感不能善始善终。通过模仿

动物最基本的本能去对抗彼此，又将自身强烈的欲望展现给吉

赛尔却又求而不得，终究导致里昂这一舞剧的人物形象自食恶

果。也就是说，在舞者们的肢体动作里，一切都是充满情感的。

一切又都是充满关系与纽带。在舞者不断的推动情绪的热浪当

中，才能够将整个舞剧的视觉效果和舞台表演力场做到极致。

给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宏伟效果。 

（二）身体的自由与理性的“间离” 

在《吉赛尔》这部舞剧当中，充斥着大量的现代元素动作

和舞者内心独白的展现。无论是吉赛尔在面临被抛弃的绝望之

舞，还是阿尔伯特的懊悔之舞，亦或是里昂的挣扎之舞，都是

带有一丝理性的色彩。浪漫主义的古典芭蕾舞剧，本身绝大多

数皆是理想化的产物，而当舞者在台上做出各种宣泄动作时，

能够给观众呈现人物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不受环境的制约。这

也意在传达舞者的身体是回归到舞者本身，而他们的思想情感

之间的转换，则又能使人看到每一个个体的不同结局。出乎意

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毫无疑问舞台上的舞者们皆是优秀的，

在把现代元素融入到古典芭蕾之间，真切地做到感受、体验与

超越，这亦是阿库·汉姆版的《吉赛尔》能被奉为 21 世纪大师

级舞作。 

结语 

极具现代意义的阿库·汉姆，在编排舞剧的同时又能将自

身独特的理解融入到作品当中。正如这部具有现代气息的《吉

赛尔》，颠覆了以往人们对浪漫主义色彩芭蕾舞剧的认知，同时

又能够感受到时代的召唤，伴随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发展而

独有的表现手法。在具备现代审美意义的舞剧当中，能够使得

人们领悟到现代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内涵和理论关系。这些

都是能够为以后的舞剧创作打开新的大门。一个时代的舞蹈作

品能被打上世纪的标签，而观之未来也许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经

典之作被新的概念所重塑。这才是舞蹈理论与整个时代审美的

最好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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