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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街舞教練小魚兒在日本街頭的 舞pose。

（梁文嘉提供）



7

8

9

DJ
10

11

12 13

14

15

2005 BOTY

Battle of the Year 16

17

FAF 18 Hipper

Georg Hegel, 1770-1831 civil society

19

20

agency
21

22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22



Rudolf von Laban, 1879-1958 Ascona 1913-14 Zurick

Hombrechtikon 1920-1921 Stuttgart Constadt Lubeck Gleschendorf 1922-23

Tanzbuhne Laban Movement Choir

Representation

Green 1986:97 Ascona

Mary Wigman When the Fire Dances Between Two Poles

Ascona

Gaukelei

Ted Shawn, 1891-1972 Papa Shawn

23

23美育第151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51

1. 獨角秀 — 螳螂在「2005 BOTY Girl Nation」的中場表演。（劉憶勳攝）

2. 西裝外套與紳士帽是跳popping的標準裝備。這是來自台北的「耕莘護校」女子街舞隊在「2005 BOTY」表演一景。（劉憶勳攝）

3. 跳Breaking的女生團體不多，這是「2005 BOTY」比賽時，難得一見的B-Girl場面，由來自高雄平均年齡只有10歲的Style舞團演出。（劉

憶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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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舞 的 年 齡 層 不 斷 下 探 ， 這 是

「2005 BOTY」的暖場活動。

（張綰芝提供）

「2005 BOTY」 Girl Nation的冠軍

隊伍 — Champions。

（張綰芝提供）



Locking

Booglos Popping Breaking

High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 Reproduction 35

DOD Sun Cookie MAD The Soul

36 Dance Soul, MM 37

38 Anthony Giddens

sheer pace of change scope of change

nature of modern institutions 1990 6

25美育第151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51



Giddens

Zygmun Bauman

■註釋

1 筆者以「飆舞」為關鍵詞，遍查中國時報超值新聞檢索，發現此一辭目於1995年之後才出現。網路上，『飆』字甚至被列入不可翻譯的名單

中。

2 伊蓮（2004，5月28日）：不是『偶像崇拜』，是『迷文化』。自由時報。

3 許司任（1995，11月3日）：台北飆舞風吹到彰化 — 週六晚上旭光路『舞出咱的一片天』。中國時報。江昭青（1996，4月6日）：交大百年

壽辰 熱力四射 — 兩岸五校同步慶生 七日晚飆舞暖場。中國時報。陳文獻（1996，3月30日）：青春不留白『舞』夜狂飆 — 員林青商會主辦

的慶祝青年節街頭。中國時報。

4 楊孟瑜（1998）：飆舞 — 林懷民與雲門傳奇。台北：天下文化。

5 援引自Bert Wechsler, Dance Briefs: Chen Goes on. Attitude Magazine, fall 1992。原文是「modern dance family and friend syndrome」（現

代舞親朋好友症候群）。這裡是指台灣的舞蹈社與學院派舞蹈科系之年度公演，其售票常常是以親戚朋友為強迫推銷的對象。詳見盧玉珍

（2005，1月）：去“中國”化的漂泊指符：談華美舞蹈家在美國的流散（1989-1995）。論文發表於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華文文化研究

會議。新竹：交通大學。

6 林淑玲（1995，10月24日）：新聞幕後活動搞得轟轟烈烈不必花錢還可倒賺。中國時報。

7 日前甫下台的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是當年提議這個方案的「總設計師」。

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政府的政策 — 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2005年，12月25日，取自：http://www.tses.tpc.edu.tw/%AE
%F5%A4s%B0%EA%A4p%A5%FE%B2y%B8%EA%B0T%BA%F4.files/tais en/002/005.htm

9 盧健英（1995，12月20日）：一九九五年，台灣的文化很政治。中時晚報。

10 簡東源（2005，10月30日）：吉安聯合豐年祭 14部落飆舞。中國時報，C2版。反毒鬥陣走啦啦隊飆舞（2005，6月26日）。中國時報，C2
版。蔡長庚（2005，5月20日）：嘻哈女同學火辣飆熱舞。中國時報，C1版。陳慶居（2003，10月13日）：標準舞、摩登舞、拉丁舞競相出

籠舞林高手 巨蛋競飆。中國時報，C4版。

11 江妙瑩（1995，10月26日）：專家學者對總統府廣場解嚴看法。中國時報。導航基金會執行長吳玉琴認為，青少年不應該是填充場面的工

具，這一次讓他們佔據了總統府，可是，未來他們的活動空間又在那裡？

12 何穎怡（1995，11月25）：迴帶機 — 和文化評論工作者林谷芳一起接受專訪。中時晚報。

13 陳榮裕（1995，11月20日）：郭為藩：反對飆舞、師生戀及直接體罰。中國時報。

14 羅東青年節很環保 明慶祝活動捐贈回收、義賣舊衣物所得建立心靈環保（1998，3月27日）。中國時報。

15 「拉子舞團」團長小童、阿末與作者研究助理黃馨儀訪談，2005年9月24日。逐字稿轉譯，黃馨儀、鄭家姍、唐翎。

16 作者現場訪查，2005年8月3日，台中市雙十路、精武路口『春天廣場』。不過，「2005BOTY國際街舞大賽台灣站」於7月30日下午五點即已

「開戰」，並且連續舉行一個月的街舞活動。據主辦單位表示，開幕當天不但台中市長與夫人及相關指導單位均蒞臨現場，還有來自德、日、韓

等國的重量級評審參與盛事。值得一提的是，「BOTY國際街舞大賽」至今已有16年的歷史，今年台灣與中國大陸之所以同時設站，是因為台

灣的TBC舞團在2004年以委身為泰國代表隊的方式出賽，一舉奪下BOTY世界第8名、東南亞冠軍，而以實力爭取到在台灣設站比賽的機會。

詳見Http://nice-id.com 另據主辦人張綰芝告知，因經驗不足之故，造成本次比賽高達300萬台幣的赤字。張綰芝與作者訪談，2006年1月11
日。

17 本文有關「2005 BOTY」的圖片部分，係由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劉憶勳同學提供，僅此致謝。

18 台灣體院熱舞社社長徐大程，與作者訪談，2005年12月23日。逐字稿轉譯，劉淑敏。《FAF 》月刊是專門報導有關嘻哈街舞、人物、塗鴉的

雜誌；其他，如《Hipper》月刊則以報導嘻哈的服飾為主。

19 引自石元康（1990）：個殊性原則與現代性：黑格爾論市民社會。當代，47，20-28。

20 李永熾（1990）：市民社會與國家。當代，47，29-38。

21 Charles Taylor：市民社會與大眾文化（林信安譯，1995）。載於廖炳惠（主編）：回顧現代文化想像（頁70-84）。台北：時報文化。

22 吳翠珍：媒體教育與流行文化。2 0 0 6年1月2 5日，取自h t t p : / / w w w. f u b o n . o r g / U p l o a d s / { 4 4 0 1 F B 5 F - 2 D 2 F - 4 8 A 2 - 8 8 5 F -
E4B52190348F}_%E5%AA%92%E9%AB%94see%20see%E7%9C%8BNO.14.doc

23 Papa Shawn是鐵雄「男性舞團」團員對他的暱稱。Ted Shawn（1930）. Germany's Newest Genius. The Dance Magazine, August, 15, 54-
55.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26



24 目前營利或非營利的街舞活動的舉行，不是由廠商（如Nike、Adidas、Puma等）、媒體、街舞工作室主辦，就是由政府機關或由特定的選舉

辦公室辦理。

25 林益民、莊育麟（2003）：台灣街舞青少年發展歷史的探索。載於導航基金會（主編）：青少年文化素描街舞與同人誌（頁19註5，頁32）。

台北：巨流圖書。莊育麟（2003）：街舞的表演者、創意玩家、推廣者。載於導航基金會（主編），青少年文化素描街舞與同人誌（頁52、

71）。台北：巨流圖書。張義欽、黃智敏、林真羽等，個人通訊，2005年6月17日至9月15日。

26 舞者回街頭找靈感的video是筆者於1990年代末在紐約求學時，由「Eye on Dance」（已經停播）節目所側錄的電視訪問；舞者回饋社區這段

video則是側錄自紐約當地Cable 1的新聞報導。

27 林伯勳、張金鶚（2002）：街舞！對抗？中正紀念堂 — 人、活動與公共空間之探討。都市與計畫，29（1），115-140。林氏一文是以定點空

間的方式，探討青少年活動與國家威權象徵之間的拉鋸，與本文所討論的各種在街頭、公園、廣場、校園、碼頭等戶外空間舉辦的街舞競賽大

會，其方向與旨趣均有所不同。

28 MAD的台柱小魚兒（林永祥），與作者訪談，2005年9月24日至11月。逐字稿轉譯，黃馨儀、鄭家姍、唐翎。

29 同上註。

30 王超群（2003，9月17日）：11/1青少年日 街舞尬球。中國時報，C4/台北萬象版。

31 林安寧（1995，7月10日）：舞會現場群眾反應。中國時報。

32 江妙瑩（1995，10月26日）：我們在這裡飆舞 — 參加者的看法。中國時報。

33 城市‧文化‧青少年 — 1995工作實錄（2003）。載於導航基金會主編，青少年文化素描街舞與同人誌（頁79-136）。台北：巨流圖書。

34 同28註。

35 Walter Benjamin（1969）.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Hannah Arendt（Ed.）, Illuminations （217-251）.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36 小魚兒（林永祥），與作者訪談，2005年10月；與作者助理劉淑敏電話訪談，2006年1月2日。

37 小童與作者研究助理黃馨儀訪談，2005年9月24日。逐字稿轉譯，黃馨儀、鄭家姍、唐翎。

3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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