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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林懷民 26 歲，剛從美國返台，原本是

眾人看好的小說家，卻以舞蹈家的身分創辦「雲門舞

集」，舞蹈界都以好奇的眼光注視著他，沒有想到，

他像春雷般地宣布第一個專業現代舞團誕生了，更不

可思議的是還能轟轟烈烈地存活四十年，開啟了台灣

現代舞蹈史上璀璨的新頁！

四十年來，雲門在舞台上呈現 160 多齣舞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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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衍化發揮，乃至前衛觀念的嘗試，雲門舞碼豐富精

良。《白蛇傳》、《薪傳》、《紅樓夢》、《九歌》、

《流浪者之歌》等多齣舞作，因受歡迎一再搬演，而

成為台灣社會兩三代人的共同記憶。雲門也經常應邀

赴海外演出，是國際重要藝術節的常客。舞團從 1975

年首度出國巡演開始，至今走遍紐約、倫敦、柏林、

雪梨、莫斯科等三十多個國家演出，以獨特的創意，

精湛的舞技，獲得各地觀眾與舞評家的熱烈讚賞。

1　出遊　布拉瑞揚編舞　雲門２　劉振祥攝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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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的舞蹈語言

藝術創作的內涵，幾乎都是源自藝術家生活體驗

與思想美學的展現，藝術品反映藝術家對世界的獨特

視野和想像。假如說西方的芭蕾如同哥德式的建築，

一貫的要求抬高腿、墊腳尖，身體的舞動線條，講求

向上發展。那麼東方人的身體表現又是什麼呢？源自

西方美學產生的現代舞，怎麼樣才能變成台灣人的藝

術，便是林懷民創團之初的一大挑戰。1980 年代，當

台灣人聽著搖滾樂、喝可樂，普遍西化（或說美國化）

的年代，林懷民提出「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

國人跳給中國人看」的主張，企圖發展出屬於台灣人

自己美學的藝術作品。這時期作品的代表作，除了以

傳統民間故事為架構，融合京劇身段與西方現代舞技

法的《白蛇傳》，也有企圖丟掉舞蹈程式，到溪邊搬

大石頭重新找到動作源頭的《薪傳》，都成雲門家喻

戶曉的經典之作。

2000 年代起，林懷民逐漸脫去舞蹈「說故事」的

具象外殼，深度地發掘故事內裡所隱藏的身體思考。

雲門舞者的訓練，開始專注於中國傳統動作的鑽研。

從靜坐練習發展出來的《流浪者之歌》（1994），演

遍全球，且好評不斷。源自中國武術太極導引衍生的

《水月》（1998），2003 年在全球舞壇矚目的紐約下

一波藝術節演出，獲《紐約時報》評選為最佳舞作，

名列第一。而從書法美學出發的「行草三部曲」（行　

草　松煙　狂草），則是雲門長年探索東方美學與傳

統動作的成果，2009 年獲得歐洲舞評人共同評選為「

年度最佳舞作」。

探究美學的深度

2001 年，林懷民編作《行草》。他讓雲門舞者

長期習字，再去面對放大的書法投影，揣摩氣韻，進

行即興。舞者吸收書法家的精氣，用身體臨摹他們揮

灑書寫的筆劃，以丹田的吐納為基礎，創造出虛實有

致的動作。《松煙》（2003 原題　行草  貳）則在放

大的冰裂痕幻燈投影背景前，以冥想的基調，舖陳淡

墨的滲透蛇行，烘托出宋瓷式的寧靜之美。《狂草》

（2005）則展現了雲門舞者經過多年的揣摩，純熟掌

握了這項從書法美學延伸的動作語彙，以更強烈的自

信，以狂草式的跌宕，盡情揮灑。

同為華人社會的中國大陸，同樣面臨如何將傳統

與當代的創新與融合的挑戰。現代舞在大陸是票房毒

藥，但雲門的演出卻處處造成轟動。香港的評論人梁

文道亦表示：雲門「讓我們看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最

根本的做法。我們看到原來就算是用最現代的舞蹈語

言，也能夠傳達和探討屬於中國書法裡面最內在、最

深刻的一種審美精神。」

歐洲舞評家在南德日報上寫道：「林懷民的舞蹈

語言根植於東方，卻打破文化藩籬，而為各國人士欣

賞。雲門揭示了傳統與現代可以誠懇完美地融合，可

以交互生輝，令人讚嘆。」而台新藝術獎的國際評審

團的得獎理由，則更深入地揭示了雲門如何體現美感

的樣貌：

《狂草》一作，引書法進入舞蹈，用當代藝術視野詮

釋古典美學傳統。演出揉合太極、武術、天籟等，創

造出令人讚嘆的舞蹈作品，成就了圓滿飽足的創新美

學。《狂草》消弭了徐疾、動靜、高低、開闔的物理

性差異，超越了剛柔、虛實、聚散、內外、東西的對

比辯證，進入一個有法無法的境界，是「行草系列」

發展成熟之作。編舞家對舞蹈語彙所作的長程探索，

在《狂草》中獲致無可比擬的成就，稱之為立足台灣、

盱衡國際、上接古人、下啟未來的一座重要指標，無

可置疑。

2010 年的《屋漏痕》，林懷民進一步挑戰舞者，

讓他們在傾斜八度的斜舞台上起舞。投影機把黑色的

雲彩又如瞬間即逝的煙火，投射到斜舞台上。多層次

的黑變形，流轉，彷若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渲染風景。

日本當代作曲家細川俊夫的音樂，精簡運用亞洲樂

器，大量留白，深沉，靜寂，而又氣韻綿長。繫著紗

裙的舞者，對應著空靈的樂聲，出入雲影，彷彿在雲

中飛翔。美國舞評人讚譽，《屋漏痕》「舞者對身體

的駕馭神乎其技，所有的元素在此舞中結合成一個渾

然天成、令人迷醉的世界。林懷民對細節的專注，對

身體、燈光、空間與時間的流暢鋪陳，在今日無人能

出其右。他是手持畫筆的（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密斯‧

凡德羅。」

林懷民的舞蹈藝術在國際獲得肯定。2013 年 4

月，國際劇場組織也邀請林懷民，在巴黎舉辦的「國

際舞蹈日」慶祝活動中，代表全球舞蹈人士發表舞蹈

日獻詞。7 月，林懷民繼瑪莎 ‧ 葛蘭姆、模斯 ‧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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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漢、碧娜 ‧ 鮑許之後，獲頒美國舞蹈節「終身成

就獎」，表揚他因「對舞蹈無懼無畏的熱忱，使他成

為當代最富活力與創意的編舞家之一。他輝煌的作品

不斷突破藩籬，重新界定舞蹈藝術。」

走進台灣群眾的雲門

事實上，林懷民的舞作並非總在表現抽象美學。

2010 年的作品「如果沒有你」以橫跨六十個年的十八

首流行歌曲入舞，用繽紛亮麗的色彩，抒情詼諧的演

出，演繹愛情，獲得觀眾的喜愛。在眾多的國際舞台

邀演，只是雲門眾多演出的其中一環。雲門在台北的

國家戲劇院，各縣市文化中心演出，也每年定期在各

城市舉行大型戶外免費演出，每每吸引數萬觀眾參

與，對林懷民與雲門而言，更珍惜與普羅大眾交心分

享的機會。林懷民認為藝術家服務社會的方式，就是

透過藝術品的感染力。1977 年，雲門在台北新公園，

演出以端午、賽龍舟為題材的小品《小鼓手》。這是

雲門第一場戶外免費公演，也是雲門許許多多用舞蹈

改變社會的行動濫觴。1984 年雲門曾經為礦災募款義

演，1980 年為美濃農業圖書館義演， 1987 年捐出演

出費，催生新港文教基金會。在八○年代，雲門為連

續舉辦了三年的「藝術與生活」聯展，廣邀各界藝術

家舉辦演出、展覽、音樂會等，超過 200 場的免費藝

術活動，這些義演，不只讓各階層的群眾有機會欣賞

精緻的舞蹈藝術，更進一步地聯繫與溫暖了台灣群眾

的情誼。

雲門２　新銳編舞家的平台
落實雲門為全民舞蹈的理想

2　狂草　林懷民編舞　雲門舞集　劉振祥攝　2005

焦

Focu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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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雲門在創立 26 年後成立子團「雲門

２」，邀請羅曼菲出任創團藝術總監。深入台灣各地

校園和社區，為更多的觀眾演出。廣邀黎海寧、古名

伸、伍國柱、布拉瑞揚、鄭宗龍、黃翊等多位傑出編

舞家為舞團編作，累積出風格迥異的豐富舞碼，展現

出年輕舞者多元活潑的肢體能力。雲門２每年定期的

新作發表「春鬥」，已成為台灣觀眾年年期待的舞蹈

風景。

2011 年，雲門２赴香港演出，展開首度海外演

出，以「生猛新鮮的魅力席捲香江」。2012 年，舞團

巡迴美國、中國大陸，受到觀眾熱烈激賞。美國「芭

蕾舞蹈」雜誌表示：「這是一個你會欣賞，會愛上，

會想一看再看的舞團。」2000 年起，雲門２規劃「藝

術駐校」短期藝術課程，進駐大學。透過藝術講座、

舞蹈課程及示範演出，讓大學生親身體驗舞蹈的樂

趣。2001年起，在國泰金融集團支持下，每年透過「國

泰藝術節 — 雲門２校園巡迴」走進各級學校演出，

許多從來沒有機會走進劇場的青年學子，因此有了生

命中第一次與舞蹈接觸的經驗。

2007 年起，雲門２推出「藝術駐縣／市」活動。

舞團進駐當地兩週，走訪山地、漁村、鄉鎮、校園，

舉辦各式免費藝文活動。從 3 歲到 99 歲的民眾，都

能體驗生活律動的快樂，落實藝術與生活的連結。十

多年來深入鄉里，勤演不輟，雲門２贏得城鄉觀眾的

熱愛，也提升了台灣地方文化的品質。為落實雲門為

全民舞蹈的理想，雲門２也以講座結合演出的有機形

式，深入鄉鎮、校園推廣舞蹈藝術。學校、醫院、地

震水災重建區、部落廣場，都是雲門２的舞台。

3　牆　鄭宗龍編舞　雲門 2　劉振祥攝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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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青年流浪  獎助舞蹈創作研習

雲門除了兩個舞團以外，雲門基金會也執行兩個

獎助金計畫，為年輕人提供創作、進修的管道。2004

年，林懷民捐出行政院文化獎的獎金，由雲門舞集成

立的「流浪者計畫」獎助金，在智榮文教基金會及各

界支持之下，獎助年輕藝術家到海外從事自助式「貧

窮旅行」，以擴大視野，學習從海外來看台灣、看自

己，堅定個人藝術創作之路。

「流浪者計畫」獎助 30 歲以下，從事藝術創作的

台灣優秀人才，獨自前往亞洲國家，進行兩個月的流

浪之旅。也獎助 45 歲資深專業藝術工作者，至海外充

電，豐富個人經驗。9 年來已選出 84 位獎助金得主，

其中 71 位已順利返台，持續在各領域發揮影響力。

流浪者計畫也以「流浪者校園講座」走入校園，

推介流浪者與學生分享流浪、成長歷程以及如何發現

興趣與潛能，發展個人志業。六年來，「流浪者校園

講座」累積達 650 場，近 22 萬名國、高中與大專生

參與。而在施振榮夫婦創辦的智榮基金會支持下的

「流浪者校園講座 — 智榮專案」，流浪者深入偏遠

地區、八八風災受災學校、慈暉專案學校，鼓勵家境

清寒、中輟生及家庭失能的孩子勇敢築夢。

2001 年羅曼菲罹患肺癌，抗癌五年期間，仍堅

持對舞蹈的熱愛，上台演出、編舞和教學，同時繼續

關愛後進。2006 年病逝後，她的家人與親友成立「羅

曼菲舞蹈獎助金」，鼓勵有才華的年輕舞者與舞蹈創

作者。獎助金創辦至今，已獎助 32 位舞蹈新銳。

獲選者當中，鄭宗龍作品《在路上》，2011 年

獲旅費獎助赴羅馬參加比賽獲獎，同年再獲西班牙編

舞比賽首獎，隔年 4 月再傳捷報，獲台新藝術獎「年

4　屋漏痕　林懷民編舞　雲門舞集　劉振祥攝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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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表演藝術獎」。2012 年應邀擔任雲門２助理藝術總

監。擅於利用科技結合舞蹈的黃翊，兩次獲選羅曼菲

舞蹈獎助金，連續兩年以《機械提琴》、《黃翊與庫

卡》獲得「台北數位藝術表演獎」首獎。孫尚綺獲獎

助編創《早餐時刻》，2012年於台北藝術節世界首演，

進而巡演德國、義大利、香港等地。陳韻如獲獎助參

與德國包浩斯劇場「Play‧ 包浩斯」裝置藝術編舞創

作，也受邀在今年的台北藝術節展出。

    四十年前林懷民創辦「雲門舞集」，很單純的

只是意圖從一位文藝青年轉變成為「舞蹈家」，但一

路走來，他那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個性 — 

使命感，趨使他成為藝術經紀者、社會工作者、藝術

推廣者、舞蹈教育家……，他曾獲得各種國內、外最

高的榮譽獎章，確實是台灣之光。 6　白蛇傳  林懷民編舞  雲門舞集  劉振祥攝  1975 

5　雲門大型戶外免費公演，每每吸引數萬觀眾參與。（2009，黃國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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