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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爵響舞重奏》，舞電玩、跳踢踏。

流行踢踏到台灣

當代音樂與舞蹈流行文化，透過音樂錄影帶

（
� �
）媒體型態來傳播，麥可‧傑克森（� � � � � � 	
 � � � �  � ）可以說是一個指標性人物，其著名的舞步

「月球漫步」（�   � � � 	 � ）更是讓人讚嘆不已。但
很少人知道「月球漫步」這個舞步的原型至少早在� � � �

年代就已經出現，而那時麥可還沒出生呢！在

麥可的自傳中，他也坦承這舞步是改良自街頭的霹

靂舞（� � � � � � � � �  � � � � � � � � � � � ），是街頭的孩子教他
這種舞步（


 � � � �  � � � � � � � � � � � � ）。而現在你只要到

�   !  � � 網站搜尋關鍵字 " � � � � � � � 與 # � 	 	 # � � 	 � $ 就
可以看到一段踢踏舞（" � � � � � � � ）的影片，裡面就
可看到很熟悉的「月球漫步」（當然，那時可不這

麼稱呼）。

麥可的音樂與舞蹈，並非都是他無中生有的獨

創或發明。他所受到的傳統或文化影響，在音樂方

面當然就是爵士藍調與當時熱門的搖滾樂；而舞蹈

方面則是街頭舞蹈、爵士舞（% � & & � � � � � ）、踢踏舞
與搖擺舞（' ( ) * + ）等等。根據一些資料顯示，麥
可本身也是一位很棒的踢踏舞舞者，至今仍可以上

網搜尋到一些麥可跳踢踏舞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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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踏舞竟然能夠影響流行音樂之王麥可‧傑

克森，應該會讓人想問這舞蹈究竟是從何而來的？

踢踏舞是一個在
� -
到

� �
世紀美國眾多民族混雜下

發明出來的藝術，主要是當時（多數為奴隸的）非

裔美國人傳統舞蹈形式，受到同為在底層勞動愛爾

蘭移工所跳的吉格舞（. ) + ' ）與里爾舞（/ 0 0 1 ' ）等舞
蹈影響，所混合而形成的新舞蹈（2 � 	 	 � � � � � ）。而
踢踏舞隨著爵士樂的發展，直到了

� �
世紀末與 3 �

世紀初，才逐漸在美國的娛樂界大放異彩，成為各

種演出秀（如 � � � � " � � 	 � �  � ，或在酒吧中演出）、
歌舞劇與電影的主流舞蹈之一。

尤其是電影中金 ‧凱利（4 0 * 0 5 0 1 1 6 ）、弗
雷‧亞斯坦（

7 / 0 8 9 ' : ; ) / 0 ）、黛比‧雷諾（< 0 = = ) 0> 0 6 * ? 1 8 ' ）以及被稱為踢踏舞之父比爾‧羅賓森
（

@ ) 1 1 A @ ? . ; * + 1 0 ' B > ? = ) * ' ? * ，生日為 C 月 3 C 日也是
國際踢踏日）等人的舞蹈片段，仍是踢踏舞的經典

影像，並成為全球各地多數人對於此舞蹈的第一印

象。現今台灣 D 、- �
歲以上的長輩，早年如果看

過或學過踢踏舞，多數都是拜電影《小上校》（
E F GH I E E J G K L J L M G J

）、《萬花嬉春》（
N I M O I M P I M E F G Q R I M

）、

或者後期《歌舞線上》（
S K F L T U V H I M G

）這類歌舞劇

之賜。

無論是來自美國的電影、舞劇或者因在美留

學或旅遊，最早接觸到這些全然不同的舞蹈形式的

人們，都極為驚訝與印象深刻。因為舞蹈雖然與音

樂需要極為美好的配合，但兩者仍有其各自較大的

詮釋與發展空間。而踢踏舞這類以敲擊地板發出聲

音的舞蹈，根本如同一種打擊樂器般，需要與音樂

的曲調與聲響一同行進著。而這樣的腳步敲擊與跳

躍動作，相對於台灣各族群傳統樂舞、芭蕾與現代

舞，較為注重身體與手部展現的舞蹈而言，踢踏舞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舞蹈類型。

W
　《經典爵響舞重奏》，舞者與
爵士樂手的互動。X
　《經典爵響舞重奏》，踢踏舞
者與爵士樂手的共同演出。Y
　《節外生枝》：向大師致
敬，螢幕中黑人圖像為 Z [ \ \
“Z ] ^ _ ` a \ b c ” d ] e [ ` c ] ` 。f
　《節外生枝》，舞者間的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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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這個舞蹈的特殊性，台灣在 r s t u 或 v u 年
代接觸到踢踏舞的人們，都對這舞蹈有著極為深刻

的印象，而留存在那個年代人的記憶中。無論是因

為看到電影中的舞蹈片段而開始學習踢踏舞的舞蹈

老師梁一、許仁上與黃華雄，或是因為在學校中學

習過踢踏舞的舞蹈家蔡麗華、文化人類學家吳燕和

與畫家林之助，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他們生

命中重要的追尋或回憶（劉孝宏，
w u r u ，x x y z { | ）。r s } u 年代之後，整個美國的娛樂市場的型態逐

漸改變，觀看電視成為主要娛樂，搖滾樂、街舞與

其他類型表演崛起，而踢踏舞則逐漸淡出大螢幕與

秀場。直到 | u 年代之後在格古里‧漢斯（~ � � � � � �� � � � � ）與年輕一代舞者如薩維揚‧格列弗（� � � � � �~ � � � � � ）等人的努力下，踢踏舞才逐漸復興，並開
始多樣的跨域藝術表演。例如歌舞劇《大河之舞》

中除了描述愛爾蘭歷史文化與舞蹈之外，其中一段

與踢踏舞的鬥舞，再現了美洲大陸中愛爾蘭人與非

裔美國人共同作為勞動底層階級的接觸與影響；或

者著名的電影《快樂腳》（� � � � � � � � � ）中的主角企
鵝曼波（� � � � � � ）的踢踏舞，便是使用身體動作擷
取技術來捕捉格列弗的踢踏舞動作。r s s u 年代末到新世紀開始的台灣，愛爾蘭舞劇
《舞王》、《火焰之舞》一開始是以 � � � 光碟進入
台灣，並透過興起的藝術仲介公司引入這些表演團

體，造成這些演出的一票難求；另方面，踢踏舞也

在流行文化媒體如歌手孫燕姿的舞曲「綠光」與廣

告「白蘭氏雞精踢踏舞篇」的媒介，加上資深舞者

如許仁上、黃華雄，幾位剛從國外回來與國內的舞

者的推動下，乘著「愛爾蘭踢踏舞」（�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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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引入」台灣社會。且隨著網路的流通與全球便

利的交通，人的高移動性與資訊來源多元化，使得

近年台灣踢踏舞的流行是較為全面與穩定的「移

植」，已經發展出較固定的舞蹈人口與舞團。但之

後，仍有身體技術轉換與表演型態需要被整體社會

理解的問題，以下就針對踢踏舞的身體感知與欣賞

的方式略作說明。

聽懂腳下的節奏

談到舞蹈，台灣社會的想像，多數是傳統武

功身段、芭蕾舞、現代舞這些學院內的藝術性舞

蹈，其他舞蹈大概就被歸類到各種流行舞蹈或異

國舞蹈。且不論這樣的舞蹈分類標準與藝術性的

問題，每種舞蹈的樣貌，其實各有其身體與文化

的熱潮，成為台灣熱門的舞蹈之一。台灣各地成立

踢踏舞舞團，舉辦各種踢踏藝術節或工作坊，或者

結合踢踏舞的跨界表演或活動，在
w u u v 到 w u u z 年

之間，幾乎達到巔峰。台北同時就有兩個踢踏舞的

藝術節與工作坊在舉行，各種表演與其他國家舞者

的交流活動也是達到最高峰。

但隨著台灣流行市場口味的多變與踢踏舞在

台灣的扎根不足，近幾年踢踏舞無論在教學市場或

表演活動上，確實動能下降很多。但在這樣的情況

下，幾個舞團如「足夢舞人」或「舞工廠」等仍保

持創作，甚至與其他國家來台灣的舞者合作編舞或

演出。

整體來說，踢踏舞相對於街舞或其他舞蹈的

發展，至今在美國本土較為式微，但有擴散到全球

的趨勢。而台灣就在這樣的趨勢中，再次把踢踏

°
　《節外生枝》，踢踏舞經
典舞碼「椅子舞」。±

　《節外生枝》，節奏籃球
與踢踏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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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注在腳步與節奏這個特性，使得某些表

演時舞者（當代以薩維揚‧格列弗為代表）似乎

不太注重舞台與肢體的「視覺性」（百老匯與歌舞

秀風格的踢踏舞則是較為不同）。若單純以視覺方

面來觀察，這類舞蹈風格的舞者看起來只是低頭微

彎著身體，只在很小的範圍內快速地跳躍與抖動著

自己的腳，也沒有大幅度的空間流動；舞者身體與

手似乎是無規則地晃動，眼睛則不一定會直視觀

眾區，經常只是看著地板或自己的腳，或者跟其他

舞者或樂手交換目光。比起芭蕾舞舞者會展現身體

肌肉線條、華麗的服飾與定格姿態，加上炫麗的移

動大跳或旋轉，踢踏舞這樣的表演似乎無法「吸

睛」，似乎沒有視覺美感可言；踢踏舞也較少如現

代舞那種流動與充滿精力的身體動能，使之充滿整

個舞台空間；更不如某些民族舞蹈，有其特定絢麗

華服與飾品來點綴舞者或舞台，使而光彩奪目。

這種較無「視覺性」的舞蹈風格，觀眾要「欣

賞」什麼呢？當然根據不同舞者的個人風格與演出

型態，踢踏舞也是可以有華麗的技巧、閃耀的服裝

的意涵，踢踏舞也有特殊的身體與文化樣貌。尤

其是踢踏舞的表演與觀賞時，通常與其他舞蹈觀

看的焦點是不相同。這些特殊性質讓踢踏舞造就

了與其他舞蹈的差異，更形成踢踏舞舞者特定的

身體感知與表演形態。

踢踏舞與其他舞蹈的差異是對節奏的特定表

現，而這個節奏展現是透過舞鞋鞋底兩片鋁合金

（早期是木片）敲打地板來發出聲響。鞋底金屬

敲打出的節奏與腳部運作的方式是踢踏舞最重要

的特色。當然，愛爾蘭舞或佛朗明哥舞則是另外

一種形態類似的舞蹈，但仍各自有不同的表現方

式。例如愛爾蘭舞樂中沒有切分音，其節奏像是

一連串「細微的雋語」（ » ¼ ½ ¾ ¿ À À Á Â Ã Ä Å Æ » ）般隨著
鼓聲而變化（ Ç Â ¿ ¿ È É Ê Ë Ê È Á Á Ì Ë Í Î Ë Ï ）。而多數其
他舞蹈或舞蹈的觀看，音樂節奏固然是舞蹈的一

部分，但是多數時刻是在展現肢體運動的變化或

力量，並透過肢體來敘說與觸發感受。而踢踏舞

大多時刻讓舞者或觀眾只專注在腳步與節奏這個

特定部分。 ² ²



與身體線條美感，然而這些視覺性的呈現，通常不

是踢踏舞最重要的特色與演出考量。踢踏舞的演出

與觀看的焦點，一向都是在音樂與腳下的節奏。但

是舞者踢出的舞步並不是跟隨著音樂來舞動，也不

是把音樂作為動作的背景。踢踏舞鞋敲出的節奏是

如同爵士樂般，是不同節奏、動作的對話，是複調

的風趣應答。就像是一群好友在酒吧圍坐飲酒，共

同談論著某個話題，時而對辯爭論，時而輪流高

談，可以一起哄堂大笑，可以恣意相對、見縫插話

或機巧應對。因此，「聽」懂「對話」而知道怎麼

「應答」是踢踏舞的重要機制，而各種舞步的節奏

型態就是踢踏舞的「語彙」。

此種「對話」（Ð Â Å ¿ Ñ Ã ¼ À ）的模式，也展現
在同為非裔美國人的爵士樂傳統文化中，特別是

在爵士樂與踢踏舞的「即興」（Ò Å Æ » À » » Â Ñ Ó ）演
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到這種獨特的展演方

式。一個爵士樂樂曲的演出模式，大概可以很簡

單區分成主題、即興（變奏、獨奏）、主題再現

（結束）三個段落，這樣的曲式中，同時展現了

不同樂器之間的合作與獨奏即興功力。一開始主

題進行時，通常是各種樂器的合奏。在即興階段

則是不同樂器個別的獨奏或是展現自身變奏與即

興能力的時刻。最後會回到一開始的主題旋律，

作為樂曲的結束。除了整首已經編舞完成的曲目

Ô
　《節外生枝》，舞者之間的 Õ Ö × Ø Ù Ø Ø Ú Û Ü ，正輪到前排中間舞者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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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踢踏舞的演出模式，經常也是這樣呈現。而

那個即興的部分，就是個別舞者與樂手的單獨表

演時間，或者是舞者之間相互挑戰（ Þ ß à á á â ã ä â ），
此刻就是爵士樂與踢踏舞或是舞者間的「對話」。

而就是這種即興模式使得每一次演出都不盡相

同，甚至差異大到讓人足以認為是另外一首曲

目，但這也是令人著迷之處。

因此，對於踢踏舞舞者來說（觀眾亦是），「聽

懂」並能與之「對話」的節奏與音樂才是踢踏舞。

所以，觀賞踢踏舞並不需要特別屏氣凝神地看完或

聽完整個曲目才給予喝采，反而在中間某個精彩的

段落或轉折點就會聽到各種喝采，甚至可說是大聲

吼叫（這也是一種對話）的高音咆哮（別擔心，通

常這是對表演者的讚揚）。

這舞蹈對於節奏與「對話」的關心，反映在

踢踏舞舞者十分專注腳法節奏形態與鞋子踢出聲

音品質的問題。而這樣的舞蹈形態與美感的問題

層面，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不容易理解。導致一

般民眾或初學者對於踢踏舞的理解，只能展現在

某些其他事物的挪用或比喻上，但是常經歷一些

誤認或錯置的過程，只能不斷沉浸在觀看演出或

透過自身的學習，才較容易體認到「踢踏舞的身

體感與節奏」。

例如，踢踏舞 å ß æ ç ç á â 此舞步是利用鞋底的
前半部金屬片（稱為 è à é ），往前敲打地板並拉回
再敲打一次的雙聲動作。這舞步以單腳騰空敲擊

地板，快速地發出兩個聲音，經常使用在切分音

節奏上。此動作看似簡單，卻因為我們沒有使用

過這樣的腳部運作方式，而誤以為如踢足球般，

是以膝關節為軸心，帶動小腿的晃動；或者被誤

認為是控制腳踝轉動而拍打地板。而這些誤認除

了在舞蹈動作上造成差異外，也容易引發不同的

運動傷害。事實上， å ß æ ç ç á â 這個動作是利用大腿
下放與抬起時，放鬆地讓腳掌前緣金屬片接觸地

板，彈起時順勢拉回腳踝再敲打一次地板，如同

小鼓的連擊雙音的手部運動般，是某些關節與肌

肉極為放鬆下的控制技術。

上述動作方式的體認錯位，或是不同名詞與

英文轉譯的問題，都曾在踢踏舞被引入的過程中

發生過。這些身體運作與舞蹈語彙完全是一個新

的概念與「發現」的過程。因為踢踏舞的身體經

驗是外於台灣社會原有的身體或舞蹈的認識，是

一個美國來的舞蹈文化，是一個外於現有舞蹈之

外的經驗。雖然有早期 ê ë ì í î ï í 年代接觸踢踏舞的
過程，但那時台灣只有極少數人學習過，使得這

舞蹈如同曇花一現，就幾乎消失在歷史中。而這

次踢踏舞乘著全球化與網路科技的到來，確實更

廣泛刻印某些身體技藝於一群台灣舞者與學習者

的身體中。而這過程不僅如上述透過身體經驗的

討論，也需要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來思考這個身

體經驗與藝術生產的問題，以及台灣踢踏舞該有

的思考與前進的可能。

「靈光」再現？

從 ð í í í 年迄今，台灣踢踏舞群體幾乎每年都
邀請美國、日本、香港等地的踢踏舞舞者來台交流

或舉辦工作坊。另外舞者自己每隔幾年就會到美國

紐約或洛杉磯（極少數會到日本）進修踢踏舞。透

過這些交流與學習，台灣踢踏舞舞者們，確實在舞

蹈技術上有很大的進展，也開始進一步思考著自身

舞蹈的定位與可能。但對於台灣當代對踢踏舞定位

的模糊不清，或者過分簡化地使用精緻藝術與大眾

流行文化這種二分法，將其置放到流行舞蹈的這 ñ 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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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以至於整個舞蹈被收編到娛樂產業之中，某種

程度是台灣踢踏舞發展的危機（其他被引入的異國

舞蹈藝術都面臨類似的問題）。

而重新檢視踢踏舞這類舞蹈如何在台灣被「發

現」與崛起的過程，我們可以了解到影像與網路其

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媒介。就是因為大量的舞蹈影

像在大賣場或不同商場被播放，使得許多台灣人

都「知道」愛爾蘭踢踏舞，而促發《火焰之舞》等

舞劇來台灣演出。而踢踏舞透過電影、電視、廣告

與音樂錄影帶的傳播，讓台灣許多人開始學習踢踏

舞。更重要的是，這也是當代很普遍的現象，即使

沒有人告訴他們怎麼跳這些舞蹈，這些網路上的資

料或影像如同是免費的「啟蒙老師」，已經教會許

多人跳舞（無論動作正確與否）。

這正是華特‧班雅明（
� à á è â � 	 â ã 
 à � � ã ）所說

的機械複製所導致靈光消逝的時代嗎？全球化與資

訊的流通讓藝術的本真性、豐富的意涵完全消退了

嗎？網路與影像技術的普及是否讓精緻藝術更加稀

有，而大眾流行文化更為氾濫呢？這些踢踏舞或其

他外來的文化藝術是否只是我們的過度模仿或耗費

式地生產呢？

或許網路的影像流通讓藝術的靈光退散，並生

產過多的炫耀或自戀影音。但是也正是這個網路資

訊與多樣的影音資料，改變了自由資本主義下作為

消費者的無名大眾，使得大眾不再是純粹消費者與

接收者，他們也是藝術文化的生產者。一如安德里

亞斯‧胡伊森（
 ã � � â à å � æ � å å â ã � ð í ê í � é � � � ）曾

認為華格納時代的音樂演出時，在劇場中的觀眾是

隱身黑暗的無名集體；而到了文化工業興起時，則

是以公司管理來取代作曲家，並把公眾消解為個別

�
　《節外生枝》，天公落水、客家風踢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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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所組成的大眾。這兩種時期的觀眾都被視為

匿名的個體所組成的大眾，而藝術文化只是作為具

價值可消費的商品。而到了現今的網路時代，因著

影像技術的改變與普及化，個人自我生產的影像與

傳播方式逐漸削減這種匿名性消費者的力量，也因

為這些過多的影像或自我生產的藝術稍微抵抗了文

化工業純然把藝術文化視為商品的可能。

當資訊不再被某個階層壟斷或需要極高代價才

能獲得時，高雅精緻與通俗流行的對立並非是個難

以跨越的分裂。且在這網路時代，陌生文化或異國

風情似乎不再是神秘怪異或難解之謎，任何事情詢

問「� � �  ! " 大神」都能獲得某種程度的答案或訊
息。但是就是「以為不陌生」與隨手可查的資訊，

似乎使得任何事物都「不再陌生與神秘」。無論是

哪一種領域的知識，似乎都可以從網路這個大資料

庫取得，使得人們似乎不容易黏著在特定領域上詳

細琢磨。

科技改變了大眾消費與生產藝術的方式，也

改變了理解藝術的態度，使得像踢踏舞這類外來

文化在台灣被感知的方式，是用一種極為快速的

方式被媒體工業結構吸納成某種娛樂活動、健身

運動或者可生產的自戀影像。除了被娛樂媒體收

編的可能之外，也有如同上述所說某些熱衷於此

的舞者，投入個人心力於其中。他們或許也是受

到大眾媒體的影響才接觸到踢踏舞，但是並沒有

完全被整編到娛樂產業中，而開始走出自己的實

踐道路。

然而，這樣的實踐過程，就像是前面談到的

不同的感知方式變化與身體技術運作，皆與自身

生活的社會有所差異，極待需要時間來重新理解

與轉譯。但此翻譯的過程若淪為技術的轉移，則

整個台灣踢踏舞也只是一個美國舞蹈文化的複製

與延伸，成為他人文化的附屬或全球化下構成的

同一性。

若想打破他人附屬或同一性之可能，那或許

該重新思考在這種大眾媒體影響下的舞蹈實踐與

吸納他者舞蹈技巧之後，如何在舞者舞動的經驗

與過程中，去探詢自身的欲求與新的經驗，才有

可能重踏於本土，留下深刻痕跡。因此，台灣踢

踏舞舞者應思考的問題是：在當代台灣社會環境

中，你的舞動是為何與為誰起步？其動力與經驗

是否朝向一個不同於美國踢踏舞，甚至與之對話

的可能？若無思考到台灣踢踏舞如何與全球、美

國、東亞與到台灣社會內部舞蹈作對話，並重新

探討整體踢踏舞歷史的脈絡下，舞者自身美感與

慾望朝向的問題，那此一舞蹈在台灣的發展，將

會重複那數十年前般的驚鴻一瞥，又是一個易於

抹逝的輕踩蹤跡。

（本文圖片提供：足夢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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