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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法國學者摩里斯‧阿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

曾提到：「人的歷史記憶是被建構的，而且是依照個人或團體的利益，

或是政治社會現況去建構的。同時，個人的記憶也應放在社會環境中

來探討。」 

1950-1980 年是台灣民族舞蹈盛行的時代，同時是楊素珍崛起的

年代。經由訪談發現，其舞蹈生涯發展皆與台灣光復後之政治、文化、

經濟發展有互相的關係。自 1954 年政府強調民族意識與宣傳精誠團

結的政治目的，使民族舞蹈比賽成為民間舞蹈活動的主流，同時也造

就了楊素珍成為走在時代前端的舞蹈家。另外，於同一時期，因政府

對觀光產業及文化外交的支持，楊素珍更順應時代趨勢在娛樂舞蹈編

創上加以發展。 

因此，關於楊素珍對台灣民族舞蹈及娛樂舞蹈發展之影響，茲分

述如下： 

 

一、 培育舞蹈人才 

 

    楊素珍所栽培過的學生不計其數，在舞蹈教學上所下的努力，更

造就出許多從事舞蹈相關工作之人才。其培育舞蹈人才之舉，對台灣

民族舞蹈發展之影響為： 

（一）民族舞蹈傳承與開拓：楊素珍門下學生不勝枚舉，有意願

往舞蹈之路發展者，分別往學校舞蹈科系（班）及舞蹈補

習班兩種專業領域發展，從不同面向及角度繼續民族舞蹈

這門藝術的傳承與開拓。諸如林秀貞、歐陽慧珍等，現大

多從事舞蹈教育與教學的工作，且重心多放在民族舞蹈教

學上。學生藉由從楊素珍身上所吸收的民族舞蹈元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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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身想法或融合別處吸收的資訊，予以整合，應用於舞

蹈教學與創作上，繼續將民族舞蹈往下紮根。除了將民族

舞蹈舊有特色與風貌繼續傳承，同時也運用嶄新的手法將

民族舞蹈另外包裝，順應多元的時代潮流，開拓出更寬廣

的發展空間。 

（二）傳統與創新兼容並蓄：這一點必須從上述民族舞蹈的開拓

繼續延伸下來。楊素珍所栽培出的學生，除了傳統民族舞

蹈創作外，更能結合時代潮流，將民族舞蹈融入其他舞蹈

形式或元素。以新穎的面貌開拓不同發展方向及領域，使

民族舞蹈能夠「傳統」與「創新」兼容並蓄，為民族舞蹈

尋求更大的生存空間與存在價值。 

 

二、 國內外舞蹈比賽及展演的推廣與重視 

 

    楊素珍於 1958 年開始參與民族舞蹈比賽，從個人舞到團體舞的

成績皆相當優異，參與時間長達數十年之久。藉由數十年的經驗累

積，楊素珍更將舞蹈比賽的觸角衍伸至國外。除了舞蹈比賽的推廣，

楊素珍定期舉辦舞蹈研究社的展演，並受國內外各公家機關之邀演

出，深入城市鄉鎮，推展民族舞蹈，提升社會藝術氣息，對於加強國

民外交，促進文化交流，提升台灣國際形象也大有幫助。 

    因此，楊素珍對國內外舞蹈比賽與展演的推廣與重視之舉，對台

灣民族舞蹈發展之影響為： 

（一）提升國內民族舞蹈水平，使舞蹈工作者能夠在相互觀摩與

良性競爭當中精益求精，重視民族舞蹈全方位訓練。 

（二）給予舞蹈工作者創作與展現自我的機會，使之能有繼續編

創與深造的動力，進而發展出豐富多元的民族舞蹈創作。 

（三）宣傳台灣民族舞蹈文化與促進各國交流，使各國能藉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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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舞蹈了解台灣風土民情與文化涵養。 

（四）定期舉辦發表會增進社會大眾對民族舞蹈的認知，同時促

進習舞風潮。 

    經由上述歸納與分析發現，楊素珍對國內外舞蹈比賽及舞蹈展演

的推廣與重視，除了讓台灣民族舞蹈的發展更為蓬勃，提升了普羅大

眾的藝術氣息，也讓民族舞蹈更加受國人重視。 

 

三、 民族舞蹈創作 

     

在民族舞蹈創作上，楊素珍永遠充滿創意與靈感，賦予作品新的

意義與內涵，對於作品本身及相關細節皆相當重視，因而創作出許多

在當時可稱為高品質的節目。正因為環境需求，以及她的努力不懈，

使大眾對民族舞蹈的接受度提高，提升多數人藝術欣賞能力，並讓更

多舞蹈編創者在民族舞蹈上求新求變，以多元的風貌及手法讓民族舞

蹈繼續傳承。 

經由上述，研究者將楊素珍之民族舞蹈創作對台灣民族舞蹈發展

之影響歸納為： 

（一）以舞蹈基礎結合國劇、國術之橋段，致力於民族舞蹈的推

陳出新，勇於嘗試各種手法增添民族舞蹈的多元風貌，將

各種元素予以解構，再經由紮實的重建與舞台包裝，涵育

成具獨特風格的舞作，進而影響同一時期台灣民族舞蹈工

作者的創作方式。 

（二）藉由具自身風格的民族舞蹈創作吸引大批欣賞群眾，提升

社會藝術風氣，增進社會大眾對舞蹈的認知，並促進民族

舞蹈學習風潮。 

（三）經由民族舞蹈編創，紀錄台灣自 1950 年以來環境的演變，

由於本身學習背景與豐富歷練，將各地區的風土民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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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習俗與自然環境的差異相互結合，創作成多元風貌的民

族舞蹈，反映人民百姓思想情感與生活型態。 

    研究者經由貼身訪談與觀察，對楊素珍多年來在舞蹈上的耕耘與

付出深表認同。除了她對台灣民族舞蹈發展之影響外，其教學與創作

上發揮的精神與態度，同樣讓研究者深感欽佩。楊素珍對台灣民族舞

蹈發展之影響，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當年配合政策的實施不過是引

導楊素珍走向民族舞蹈教學、創作與推廣的轉捩點，然而後續發展乃

是依靠她本身對民族舞蹈的用心與鑽研。因此，社會環境的需要成就

了她對台灣民族舞蹈的影響，更奠定了她在台灣民族舞蹈中的重要

性。 

 

四、 娛樂舞蹈創作 

 

雖然楊素珍舞蹈藝術與作品的發展重心較著重於民族舞蹈之鑽

研，然而，其在娛樂舞蹈發展上也有一定之成績。舞作走向符合社會

潮流與觀眾口味，中西樂舞交融，今古劇目並容。楊素珍不遺餘力的

試圖扭轉一般社會大眾對娛樂舞蹈不入流的看法，節目內容除了展現

一般娛樂商業化舞蹈之餘，同時加入藝術色彩較濃厚的民族舞風，使

觀眾在娛樂之餘也能了解並欣賞本土文化。針對觀眾喜好以及社會對

娛樂舞蹈的觀感及評價，楊素珍在娛樂舞蹈創作上遊走於藝術與商業

間，極力尋求商業娛樂與藝術共依存的平衡點，藉此提升社會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