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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1 世纪初美国学术界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潮，在教学、职位

和出版上都有体现。这个现象起源于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跨学科领

域，如女性与性别研究、地区研究等。早期跨学科领域针对传统学科

进行了批判，显露出传统学科的保守思维和欧美中心论倾向。其中地

区研究在推翻传统学科的欧美中心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传统学

科，舞蹈学也有欧美中心主义倾向问题。过去，舞蹈学借鉴了人类学

的民族志方法和社会理论来发展非西方舞蹈的研究课题，然而所形成

的舞蹈人类学和舞蹈民族志还存在问题。因为教学体系的不足，舞蹈

学系培养出来的研究非西方舞蹈的学生经常缺乏对当地文化的深入了

解。现在舞蹈学需要与地区研究合作来解决长期以来的研究失衡和教

学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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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xcitement about interdiscipli- 

narity spread across US academia, manifesting itself in teaching as 

well as academic hiring. This phenomenon originated in the emergence 

of new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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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such as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areas studies, etc. These early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levied criticism against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revealing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conservatism and Eurocentrism. Among them, area stud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verturning the Eurocentrism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As a traditional discipline, dance studies also has a Eurocentric tendency. In the 

past, dance studies adopted the ethnographic method of anthropology to develop 

research on non-Western dance forms. However, the dance anthropology and 

dance ethnography that emerged also had problems. Because of  limitations  in 

pedagogy, students of non-Western dance trained in dance departments often 

lacked deep knowledge of local culture. Now, dance studies needs to collaborate 

with area studies to overcome its long-term research imbalances and pedagogical 

g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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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潮流，也是很多学

者的常态工作方式。这个目标在博士生培养、教授职位设置和研究成果

出版上都有所表现。至于博士生培养，我于 21 世纪初在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时候，学校研究生部规定全校每一位博士生组成博

士论文委员会时都必须请至少一位外系的教授当会员，将其称为“相近”

（cognate）会员。当时我读的是人类学博士，但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上五

位教授中有两位是外系的“相近”会员，分别是历史学系和戏剧舞蹈表演

系。作为学生，这样的安排不仅帮助我拓展了知识面，而且也扩大了我的

学术语言和人际关系，有利于我毕业之后更灵活地融入正在追求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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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的学术环境中。后来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任教带博士生的时候，我

带的学生同样也要找外系的教授当会员。因此，尽管他们读的是亚洲学

专业，但他们博士论文委员会上也有舞蹈系、历史学系、人类学系、音乐

学系和英文系等教授。作为导师，我发现这样的规定不但对学生有好处，

而且也为教授创造了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因为通过不同系之间的对话

也增加了学术交流。

在学术岗位设置上，跨学科趋势稍微缓慢一点，大部分的教授职位

还是属于某一个系的。可是，跨学科的“双聘制”（joint appointment）现象

也越来越常见，这意味着一位教授同时在两个系任教。在出版方面，为

了扩大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有的学者有意识地面向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

发表活动。比如，某一位学者会在不同学科的学术年会上发表论文、向

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投稿等。在研究的过程中，有的学者也同时采纳不

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并且引用不同学科的参考资料，使得研究

成果本身具有跨学科性。一位教授在不同学科的学术文集中发表论文或

被邀请参加不同学科专业协会的年会已经比较常见。这些跨学科学术

行为一般被认为是学者的学术思维灵活、知识范围广、社交能力强和学

术影响力大的良好表现。可以说，在 21 世纪美国的学术界，“跨学科性”

（interdisciplinarity）已经成为学者的必要能力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新世纪之交所出现的跨学科热起源于 20 世

纪下半叶兴起的“跨学科学科”或“跨学科领域”现象。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出现了一批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如女性与性别学、地区研究、民族

研究、人类表演学，等等。这些新型学科领域各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历史

来源，比如，女性与性别学和民族研究都起源于美国社会运动；人类表演

学更多基于先锋艺术对传统艺术的挑战；而地区研究最早与冷战时期美

国通过认识他国扩大自我影响力甚至追求霸权地位的政治战略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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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这些新型跨学科领域一样都扩大了过去被主

流美国学术界忽略的研究对象， 如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非西方国家的历史

和文化、少数民族和非白人的文化历史，以及舞台之外的表演艺术现象，

等等。除了提出新的学术问题和新的研究对象之外，这些新型跨学科领

域的提倡者也有意识地批评当时的学术现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拒绝

了传统学科之间的过于固定的分界线。他们还对传统学科的刻板教学体

系、死板知识结构及过于狭窄的学术范围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批判。新

型跨学科领域的各种知识更加凸显出传统学科不但限制新知识的拓展和

增加，同时也长期导致保守思维的流传与延续的特点。正是由于跨学科

研究领域的提倡者不停地进行这样针对传统学科的学术革命，才形成了

现在丰富多彩的学术面貌。21 世纪的学术界在思路和观念上越来越开放

多元，并不停追求新鲜的研究视角，这都是过去几十年打破学科之间分界

线的成果。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除了发展过去被传统学科忽略的学术对

象和研究课题以外，还对整个学术知识结构进行了改革。

以最早出现的新型跨学科领域之一的女性与性别学为例，能看出跨

学科研究如何通过批判性地发展新研究课题来扩大学术知识。女性与性

别学研究提倡者指出，传统学科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理学等无

法揭露出性别制度对女性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压抑。因此，只有利用

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才能够全面地、深入地理解并解释性别制度

及其相关的在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女性与性别研究专家邦妮·G.

史密斯（Bonnie G. Smith）在《女性研究概论》一书中这样总结：

女性研究使不同学科开始就关于女性的探索互相对话，并且派学者

到档案馆或者引导他们对数据集进行全新的思考。又使人们重新考虑现

有的方法论是什么，并且应该怎么发展才能够毫无性别歧视地看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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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女性研究的最新结果是新知识涌进了大学的世界，大学也开始发生

变化了。a

女性与性别研究的成果表明，传统学科的单线研究方式在无意识中

维持了传统社会的男权制度和重男轻女观念。因此，对女性与性别学研

究者来说，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知识分界线不仅对学术界的知识发展有

利，对全社会性别制度的改进也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换言之，根据女性

与性别研究学者的探讨与发现，可以说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推进学术界

和全社会双重发展的重要手段与必经之路。

很多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和女性与性别学一样瞄准传统学科过去忽

略的社会群体或研究课题进行探索，一方面进行学术上的知识创新，另一

方面进行社会上的实践，目的是消解各种传统观念的歧视和失衡。正如

女性与性别学研究者通过跨学科研究力图推翻长期以来学术界的重男轻

女思想，地区研究者一样通过跨学科研究力图颠覆美国学术界长期以来

重视西方而忽略非西方国家与文明的局面。

在美国的学术制度上，地区研究是一个概括词，里面包含许多不同的

领域，如非洲学、亚洲学、俄罗斯与东欧学、拉丁美洲学，等等。每一个

地区学领域都以某个世界地区为中心，然后集合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

一起来探讨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问题。地区研究在外语上

要求最高，因此参与地区研究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会使用很多外语一手

资料，这样才被认为是地区研究中学术水平过关的研究成果。另外，地区

研究也要求跨学科的思维，如研究拉丁美洲文学的人也要懂得当地的历

a　Bonnie G. Smith, Women’s Studies: The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2019,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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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政治等。因为地区研究要求学者的语言能力和跨学科认识，地区研

究学者经常被誉为“区域专家”，指其具有某一地区多方面的学识。

跟地区研究相比，美国的传统学科如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哲学、

美术史等都有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论”倾向。虽然许多传统学科都包含

了非西方的研究者，但这些学者一般扮演相对边缘的角色，从教学体系到

理论体系等方面，非西方的知识是次要的或从属的。因此，地区研究的历

史有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美国政府最早拨款建立地区研究的目的是为

美国冷战时期的霸权战略提供学术服务，早期地区研究无疑确实扮演了

这个角色；另一方面，地区研究在美国大学里大量增加了对非西方国家的

研究和认识，也提倡通过非西方国家学者自己发表的外语文献来认识当

地文化、历史、政治等问题。因此，最后许多地区研究者对美国政府的霸

权战略形成了否定态度，甚至公开反对美国在越南等地的暴力行为。a 结

果，通过学术上的课程建设、学术研究的成果及社会上的活动，地区研究

对美国学术体系最终起到了一个去殖民化效果。也就是说，地区研究扩

大了非西方知识在美国大学里的空间和地位。这方面的工作地区研究者

还在努力中，尚未进行到底。

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地区研究以针对非欧美地区进行学术研究并普

及语言能力和基础知识为宗旨，通过利用跨学科研究的多元视角与方法

论，既扩大了学术界的知识面与讨论空间，又逐渐去除了美国学术界对非

西方国家与文明的无知与歧视。在地区研究范围内，不同学科之间的对

话及学者自己的跨学科探讨均为美国学术界创造出一种以非西方为中心

的新鲜视角，这样的学术视角在传统学科中难以形成。

a　关于这个现象在亚洲研究的历史，参考 Fabio Lanza，The End of Concern：Maoist 

China，Activism，and Area Stud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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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地区研究与传统学科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历史上前者打破后者

“欧美中心论”的作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与地区研究学者大

卫·赞顿（David Szanton）在《知识的政治——地区研究与学科》一书中这

样解释：

地区研究过去与现在在美国的基本角色，在于去除社会科学与人文

核心学科、决策者及大众狭隘的欧美中心世界观。在美国大学里，地区研

究力图记录塑造欧美之外社会与国家的独特社会文化价值观、表现、结构

与动态的存在、内部逻辑及理论外延。总目标有两个：第一，创造新知识

和新的知识种类，为了这些知识本身的价值与其实用性价值；第二，更加

有反思作用，把大多数基于欧美经验的美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解释

和普世性倾向来加以历史化、语境化，那就是去自然化（de-naturalize）。

成功的时候，地区研究的学问与教学能证明那些根据“西方”特殊偶然的

历史、结构、形势及有选择性的、经常被理想化的叙事。更乐观地说，地

区研究能够提供资料与理念合作重构传统学科，使它们成为更包容的、更

有效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a

据赞顿的说明，地区研究对传统学科的挑战为其他新型跨学科领域

建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证明有需要跨学科合作的传统学科不会塑造的

在学术、政治和社会上很重要的知识及创造知识的正当方式，地区研究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为女性研究、性别研究、民族学、亚裔美国人研究、

a　David Szanto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1-2.

舞蹈学第二辑.indd   103 2022/9/3   9:56:09



舞蹈学104

文化研究、农业研究等多数跨学科中心、项目奠定了体制上的基础。”a 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地区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整个跨学科趋势中扮演着很

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

与其他传统学科一样，舞蹈学在很多地方形成学科的时候也有根深

蒂固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在实践方面，这种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体现在

欧美舞种，如芭蕾舞、现代舞、欧洲民间舞等，占用专业舞蹈教学体系的

很大部分，甚至成为所有舞蹈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包括非西方舞蹈专业的

学生在内。换言之，所有的专业舞者都学习西方芭蕾舞和西方现代舞就

是欧美中心论的表现。在史论研究方面，这种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一般显

露在把西方舞蹈史和西方舞蹈理论定为核心知识结构，而把全世界其他

地区和民族的舞蹈史和舞蹈理论都列为边缘知识、辅助知识，甚至可以完

全被忽略的所谓“特殊个案”来设置。无论是实践还是史论研究，对西方

舞蹈的过度重视是舞蹈学这个传统学科长期以来的现象。

在美国学术界，对欧美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日渐增加。这个

趋势与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女性与性别学研究、地区

研究、民族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新型跨学科领域的学者几十年来的学

术积累可看出，欧美中心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尤其是 15 世纪以来欧洲殖

民历史及美国新帝国主义历史的直接结果。在《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多元

文化主义与媒体》一书中文化研究学者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与罗

伯特·斯塔姆（Robert Stam）将欧洲中心主义定义为“殖民统治的话语沉

淀物，一种供奉殖民主义等级分层的、残留的心理网格或认知机器，使它

a　David Szanto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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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显得自然、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进步的’”a。换言之，全球学术界长期

以来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等于是欧美殖民与帝国历史的症状。恰恰因为

欧美中心主义是殖民历史在人们心理中及在社会各级制度上几百年逐渐

沉淀的产物，所以需要新型思维和新型结构来去除。在我看来，跨学科的

地区研究学术视角能成为解决传统舞蹈学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

的工具之一。

过去，舞蹈学为了发展非西方舞蹈的学术研究，借鉴了另外一个传

统学科——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通过对所谓“原始社会”进行分

析，并采纳实地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方法，有些舞蹈学专家利用跨学科方法

扩大了舞蹈学的传统研究范围，对许多之前被忽略的舞蹈现象进行了学

术性的认识。在美国活跃一时的舞蹈人类学（dance anthropology）逐渐演

变成舞蹈民族志（dance ethnography）而被舞蹈学吸收，最后这个研究领域

从跨学科性质演变成传统学科舞蹈学的分支。由于民族志一开始来源于

人类学，经常被运用在非西方舞蹈的研究上，因此舞蹈学形成了一种潜意

识的成见，即西方舞蹈适合使用历史学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而

非西方舞蹈适合使用民族志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这个成见导致舞蹈学还

是维持了西方舞蹈研究和非西方舞蹈研究的失衡。实际上三种不同方法

论都一样可以使用在任何地区的舞蹈研究上，可以使用历史研究和文本

分析来研究非西方舞蹈，也可以使用民族志来研究西方舞蹈。可是，由于

传统学科长期形成的地域偏见，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舞蹈民族志”就等于

非西方舞蹈研究。

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论适合当时美国舞蹈学扩大自己研究范围的

a　Ella Shohat and Robert Stam,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3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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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也促进了舞蹈学一时的多元化发展。但是，长时间这样的做法也导

致了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就是上述的方法论被地域化的失衡问题；另一

方面，因为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主张直接参与观察的特点，舞蹈民族志自

然形成一种当下偏见（presentist bias），很少深入历史文献通过一手资料形

成历史视角，同时，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的形成、结构

和政治演变，而一般不重视美学、文学等艺术学方面的问题。因此舞蹈民

族志经常把重点放在舞蹈与社会的关系上，比如舞蹈怎么形成民族认同、

如何体现社会价值观、如何调和社会人际关系，等等。在这样的研究方法

论的培养之下，舞蹈很容易被视为文化遗产、政治表现或社交途径，而容

易忽略舞蹈的艺术性、文学性、审美表现等。实际上，舞蹈是充满文化底

蕴的艺术形式，与美术、文学、戏剧、音乐等领域一样，要求学者以博大

精深的文化背景来进行解读。对非西方舞蹈研究的方法论不仅应该重视

社会上的问题，也同样应该重视艺术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艺术解读和

文化底蕴很难依靠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实践来掌握，反而需要地区研究

的跨学科知识结构才能真正掌握。虽然历史研究和文本分析都有利于了

解非西方舞蹈，但这样的研究形态一般不被包括在舞蹈民族志对现实生

活直接观察的方法范围内。因此，在美国许多舞蹈学系，研究非西方舞蹈

的学生缺乏相关语言的专业训练及相关文化知识结构的深层培养，比如

当地的文学、宗教、电影、美术等方面的课程。这样的教学设置导致许多

舞蹈学系培养出来的非西方舞蹈研究成果在文化分析上相对浅薄。不够

精通当地语言和文化、过于重视当下而忽略历史等现象都成了舞蹈学系

培养的进行非西方舞蹈课题研究的学者的普遍问题。

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舞蹈学与地区研究的跨学

科合作。与人类学相比，虽然人类学与地区研究都以非西方社会的研究

为专长，但地区研究更加注重对当地文化的深度掌握。在教学制度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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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研究的基础课程是当地语言和当地文学，而人类学的基础课程是西方

社会理论。进行地区研究的学者要先精通研究对象社会的语言，然后深

入了解相关的文化现象才能开始进行独立研究。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

只需要掌握人类学基础理论和民族志方法论就能开始进行独立的田野调

查。地区研究的学术结构以地区为核心单元，有东亚研究系、拉丁美洲研

究系、中亚研究系等。不同的是，人类学系以学科为单元，把全世界所有

地区的相关研究都包括在内，所以只能采用“个案”和“比较”的方式进

行教学和探讨。

每一个以地区为单元的地区研究分支都采纳跨学科的方式对本地区

进行教学与研究。比如，读中国研究专业的学者除了掌握中文的语言知

识以外，也会学习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戏剧、中国电影、中国宗教、

中国美术等，地区研究的课程设置全部围绕研究对象地区的当地知识。

通过学生的语言水平的逐渐增加，原文的一手资料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到

最后大部分的研究资料就是中文的。在这样的教学设置中，西方理论和

西方文化扮演相对边缘的角色。这样，学生把注意力放在当地的思想、文

艺和社会现象上，而不把西方文化作为衡量标准或解读的参照物。对于

地区研究的学者来说，主要目的就是比较全面地了解某一个非西方地区，

并且针对该地区本身的当地文化进行分析和解读。

对于东亚研究这个地区研究分领域来说，与舞蹈学对话合作的发展

余地非常大。许多东亚的舞蹈创作以文学作品为基础，而且与戏剧、美

术、宗教、服装、音乐等多种不同文化层面都有密切关联。不了解这些文

化和艺术形式之间的关联就很难真正欣赏东亚舞蹈，更不必说对它进行

高水平的学术解读了。东亚舞蹈的历史在古代、现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

都有相当丰富的文字记载和相当仔细的历史记录，一般民族志研究的参

与观察和现场访谈等方法都难以深入这些历史记载和文学艺术外延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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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另外，学者如果缺少语言方面的准备或者对历史、文艺等文献资料不

够重视，很容易对舞蹈现象形成表面的，甚至完全错误的理解。简单把活

跃一时的西方理论套用在对当地的舞蹈作品和现象的分析上，恐怕不足

以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用西方舞蹈史的认识来判断东亚舞蹈史也很

容易走歪路。舞蹈学和人类学作为传统学科都有共同的毛病，即以西方

史论和方法论为学科基础，然后将其一律套用在全世界不同地区和群体

的具体研究课题之中。这样来看，学者几乎要依靠自学的方式掌握研究

对象的当地文化、语言、历史等重要地方知识，有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

备和训练。舞蹈学向地区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更加靠近才能弥补这些舞蹈

学学科本身所形成的对非西方舞蹈研究的失衡与欠缺。

地区研究也需要依靠舞蹈学来丰富与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让地区

研究对各种文艺现象增加包容性。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地区研究

的文化课程限于文学、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所谓“高雅”文化。大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电影也被加入地区研究的新建核心课程中。现在许多

地区研究系为了吸引学生和跟上时代而正在扩大文化知识面，把流行文

化、新媒体文化、表演艺术文化等新鲜领域也加入课程里，并招聘这方面

的师资力量，力图增加地区研究的多元性和时代性。在《重建地区研究：

跨越亚洲与太平洋的教学与学习》一书中，编者特伦斯·卫斯理 - 史密斯

（Terence Wesley-Smith） 和约翰·戈斯（Jon Goss）指出：

地区研究的议程经常被外来人与部门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垄断，

尤其是政府与上层人物。这样从上到下和从外到里的方法与视角一定是

有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以地区研究去中心化（de-center）的视角来认

识异国社会大众老百姓的“草根”现实，尤其是他们生活方式的日常基

础。达到此目的的良好方案是接触当地音乐、舞蹈和其他流行文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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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流传和消费。a

舞蹈学研究者有很多可以教给地区研究者的知识和经验，地区研究

学者的视角和方法也有许多值得舞蹈学者借鉴。这样的交换、对话和互

相学习是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行动。就像社交一样，人总与跟自己一样

的人对话很难有发展和突破。只有敢于离开自己的小圈子去交新的朋友、

接触新的事物才能提高自我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作者简介     魏美玲（Emily  Wilcox），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现代语言与

文学系主任、中文组组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

国研究。

a　Terence Wesley-Smith and  Jon Goss, Remaking Area Studi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ross Asia and the Pacific, Holonun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pp.XVI-XVII.

舞蹈学第二辑.indd   109 2022/9/3   9:5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