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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主要是針對1930 年代至2000 年，將台灣舞蹈表演藝術的發展現況與


社會關係作一連結。文中分別以民族舞蹈、芭蕾、現代舞和原住民舞蹈四種舞蹈


表演藝術之形式作為章節的分隔，將該舞蹈形式與社會的關係及舞蹈的意義作一


探討。本文所撰寫的起始年份在1930 年代，這是因為探討的兩種西方舞蹈形式：


芭蕾和現代舞，都是在1930 年代由日本人傳入台灣；在1973 年台灣出現第一個


專業舞團之後，舞蹈此一表演藝術在台灣就更加蓬勃，本文即轉以專業舞團作為


主要討論的對象；而結束於2000 年，則是以一個世紀的結束作為回顧的起點。


另外本論文所使用的資料除了今日台灣各式相關於舞蹈及台灣舞蹈前輩之傳記


等書籍外，以報紙及雜誌之相關資料運用最繁，因為過去的文章對於這類的資料


使用上較為欠缺，本論文即針對此點略作補充，並訪問了相關舞團作為第一手的


史料。


舞蹈表演藝術的發展與社會的關係其實是緊密的。早期西方舞蹈的傳入是由


於殖民政府的政策使然。而某一舞蹈表演藝術形式的興盛與當時的政府政策也相


關，如：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台灣在民族舞蹈的表現就遠遠高出其他舞蹈形式。


1970 年代又由於整體國際及社會局勢的轉變，現代舞在台灣開始一枝獨秀的時


代。此外，舞蹈的盛行與台灣經濟的發展亦有相當的關聯，國民所得的提高增加


了民眾前往觀賞舞蹈等表演藝術的機會，也刺激舞蹈在台灣的發展。本論文即在


探討舞蹈在各個時代帶給該時代人們的共同記憶，以及舞蹈表現了該時代的哪些


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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