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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的夜曲劇場（Nocturne Theatre ）最近上

演了一場別具一格的芭蕾舞表演，名為《我們稱

之為芭蕾舞：睡公主》。顧名思義，這是以芭蕾

舞來演繹經典童話故事《睡公主》，但為什麼舞

蹈團卻要加上「我們稱之為芭蕾舞」這突兀的句

子呢？這似乎意味着他們認為這是芭蕾舞，但有

些人可能不以為然。的確，這場演出不同於傳統

芭蕾舞，設計者運用了 LED 燈飾與螢光塗料，使

舞者在幽暗的舞台上散發神秘的光芒，從而營造

出奇幻的視覺效果。這種創新的演繹方式，讓原

本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獲得嶄新而蓬勃的生命力

。 

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精神，與另一種

對藝術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即對傳統的堅守。例如筆者曾在夏威夷遇到一位年長的呼啦

舞教師，她對現代改編的草裙舞持批評態度，認為這些變革失去了原本的精髓。又例如唐

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經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這兩種觀

點代表了藝術世界中長久以來的爭論：究竟藝術應該不斷創新，還是應該忠於傳統？問題

的關鍵是：什麼是傳統呢？任何事物都有起點，所謂傳統，就是某些新東西並非稍縱即逝

，而是可以持續下去，於是形成了一個傳統。在最起始的時候，那些嶄新的東西亦被視為

反叛。 

在舞蹈表演中使用發光元素是有其歷史淵源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亦是一種傳統，

只不過歷史不算悠久。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美國舞蹈家盧伊富勒（Loïe Fuller

）是運用光與布料創造視覺奇觀的先驅，她的舞蹈融合燈光投影與半透明布料，使舞者彷

彿化身為光與影的精靈，這種創新在當時被視為突破傳統舞蹈框架的革命性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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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光劇場」（Black Light Theatre）也是發光

舞台藝術的一個代表性風格，這種劇場形式最早

起源於亞洲，並在全球多地流行，尤以捷克布拉

格的黑光劇場最為知名。黑光劇場透過黑色舞台

與紫外線燈的結合，使螢光服飾、道具和演員的

肢體動作呈現出超現實的視覺效果，讓物體彷彿

懸浮於空中，增添戲劇性的魔幻感。 

《我們稱之為芭蕾舞：睡公主》是在這個光

効「傳統」上更上一層樓。可以說，創新與傳統

並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條連續線，任何創新都

會包含着一些傳統的元素，某些傳統亦不可能完

全一成不變。 

創新不僅發生在舞蹈領域。在音樂方面，德

國作曲家貝多芬曾經被批評為不遵循古典規則，但他的音樂創作啟發了浪漫樂派，最終改

變了整個音樂史。同樣地，在繪畫領域，印象派畫家莫內和梵高在當時也被視為「破壞傳

統」，但他們的作品如今已成為經典。因此，當藝術家勇於創新時，往往能夠帶來歷史性

的突破，讓原本看似老舊的藝術形式重獲生機。 

為什麼對傳統派來說創新是一種威脅呢？無他，許多藝術形式承載著文化記憶，對於

特定社群而言，傳統是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例如，夏威夷草裙舞不僅是一種表演，更承

載著歷史、語言和信仰，在夏威夷被納入美國版圖之後，呼拉舞是碩果僅存的文化之一。

又例如中國語文不單止用來表情達意，中國文學承載着儒家傳統，無怪乎韓愈擔心中原文

化受外來的佛教影響，會變得非驢非馬。因此，一些傳統的守護者擔憂過度改變會削弱其

文化意義。 

許多成功的藝術變革都是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例如日本的能劇已有數百年歷

史，但對現代人來說，卻顯得太冗長、太單調、太沉悶。因此，當代日本藝術家不斷探索

新的表演方式，如加入現代燈光技術或音樂元素，使其更容易吸引年輕觀眾。在這種情況

下，傳統與創新並非對立，而是互補的。 

《我們稱之為芭蕾舞：睡公主》是一個典範，它展示了如何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透

過創新去賦予經典故事新的生命。舞蹈員保留了傳統芭蕾舞的優美姿態，但在舞衣上採用

了現代的發光科技。歷史告訴我們，那些敢於挑戰舊有框架的藝術家，往往能夠為未來開

創新的可能。與其固守傳統，不如讓藝術如同流動的河流，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演變，成

就真正的「化腐朽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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