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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辨》

前言

洪信子(Hong Sin-Cha)是“国际最负盛名的当代韩国舞蹈家”。她的人生崎岖坎坷，极具传奇色彩。
她的能力多种多样，集舞蹈表演家、编导家、教育家、舞团团长、国际舞蹈活动家、声乐表演家和作
家于一身。1940年12月2日，她出生于韩国中西部的忠南，因父亲在铁路工作，幼年时代曾随家人移居
中国，因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1948年韩国建国时举家回国。她生性过敏，而少年时代的频繁战乱
，死亡作为家常便饭，使得她在心理上早熟，小小年纪便开始思考生与死的人生哲理。    洪信子自幼
酷爱音乐和舞蹈。她曾对我说：“音乐是我的父亲，舞蹈是我的母亲，音乐和舞蹈曾在我幼小的身心
里，不停地发生着作用。”但有趣的是，她却没有像其他舞蹈名家们那样，早早地走进某个舞蹈学校
，而是坚持业余学舞，以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接受普通教育之上。    1963年，23岁的她从淑明女子大
学的英文系毕业，开始在汉城打工、教书，准备去美国留学。为逃避父母的包办婚姻，她不得不提前
于1966年赴美，但最初只想到继续学英文，而不知道该学什么作职业。到达新大陆后，美国民众中那
股强烈的自主精神和美国文化中那种浓郁的自由气氛使她猛醒，立志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年，地
处异国的她，却开始对印度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翌年，她在美国现代舞大师埃尔文·尼古莱的舞
蹈感召下，开始于世界舞蹈之都——纽约专心习舞四年，先后就学于埃尔文·尼古莱、菲利斯·拉姆
哈特、丹·瓦格纳、齐娜·罗梅等名师的门下，以及伊莎多拉·邓肯舞蹈中心、纽约大学舞蹈系等著
名舞蹈教育机构，197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舞蹈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1982年更在俄亥俄
州的辛辛那提联合学院获得舞蹈博士学位，其论文的主题为神秘的东方宗教舞蹈，由此为她日后的舞
蹈创作和表演奠定了思想的深度。    自1973年起，洪信子发表了《祭礼》等舞作，当即以其神秘的东
方哲学、简约的动作形式、新鲜的动态意象和离奇的结构方式，赢得《纽约时报》、《村之声》周报
、《舞蹈杂志》等权威舞评家们的一致首肯，一跃成为纽约舞台上风毛麟角的亚裔现代舞名家，并陆
续前往新德里、夏威夷、香港、汉城等地作独舞演出。1970年代中期，她因才华横溢且好评如潮而顺
利加入美国国籍。    1976年，她接受了印度政府颁发的奖学金，只身前往该国学习传统舞蹈、音乐和
哲学达三年之久；在那里，她的人生观和舞蹈观同步得到升华。随后，她成为把印度的冥想观念和方
法介绍到韩国去的第一人。    1980年，她应邀回国，在韩国的青州大学舞蹈系担任过现代舞的教授，
但由于对重复性过强的教学深恶痛绝，而对浪迹天涯的创作生涯情有独钟，她很快便辞去了稳定的教
职和优厚的薪酬，继续独立、艰辛与创造、快乐成正比的自由身生涯。    1981年，她在纽约创办了“
笑石舞剧团”，并笃信“笑石”意味着“万物有灵，即使是块石头也会笑的，一切全在于你的内心如
何看待”。    从此，她开始一面在纽约从事创作，一面开始率团赴美国各地，乃至欧洲、亚洲多国公
演，不断问世的作品有《插口》(1974)、《喷薄欲出》、《我是一团燃烧的火》(均为1975)、《石头
》(1979)、《新生》、《笑石》(均为1980)、《从嘴巴到尾巴》、《继续》(均为1981)、《合二为一》
、《此时此地》、《三翅果》(均为1983)、《螺旋姿态》、《求道者》(均为1984)、《四面墙》(1985)
、《小岛》(1986)、《尘埃》、《事实上》、《环境》、《大自然》、《我爱你》(均为1987)、《天使
》(1988)、《红霞》(1989)、《2001：从冥王星到地球》(1990)等等，始终赢得纽约的实验艺术圣地—
—“妈妈实验剧场”的高度信任和美国评论界的持续褒奖。    ⋯⋯    ——截选自《我心中的洪信子(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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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辨》

内容概要

洪信子，美籍韩国舞蹈家，后现代舞的重要代表人物，表演家、编舞家、教育家、舞团团长、声乐表
演家和作家，“国际最负盛名的当代韩国舞蹈家”。《为自由辨》这本书就是她的的一部自传作品。
    《为自由辨》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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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辨》

作者简介

洪信子是“国际最负盛名的当代韩国舞蹈家”。1940年，她出生于韩国中西部的忠南，幼年时举家迁
居中国，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1948年回国。少年时代，战乱频繁，死亡成为家常便饭，这种大环
境使生性敏感的她在心理上趋于早熟，开始思考生与死的人生哲理，并为其日后的舞蹈创作奠基
。1963年，她自韩国名校——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毕业，开始在汉城打工、教书，为逃避包办婚姻
，1966年提前赴美留学，同年开始对印度文化产生兴趣。翌年，她开始在“世界舞蹈之都”纽约专心
习舞四年，先后就读于A.尼古莱、P.拉姆哈特、D.瓦格纳、C.罗梅等名师门下，以及I.邓肯舞蹈中心、
纽约大学舞蹈系等著名舞蹈教育机构，197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舞蹈教育硕士学位，1982年更在俄亥
俄州辛辛那提联合学院获舞蹈博士学位，论文主题为东方的宗教舞蹈。自1973年起，她发表了《祭礼
》等舞作，其神秘的东方哲学、简约的动作形式、简练的动态意象和离奇的结构方式，当即赢得《纽
约时报》、《村之声》周报、《舞蹈杂志》的权威评论家们的一致首肯，一跃成为纽约凤毛麟角的亚
裔现代舞名家，并陆续赴印度、香港、夏威夷、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作独舞演出。1970年代中期，她入
了美国籍。到目前为止，她的代表作有《我是一团燃烧的火》（1975）、《笑石》（1980）、《从嘴
巴到尾巴》（1981）、《螺旋姿态》、《求道者》（均为1984）、《四面墙》（1985）、《小岛》
（1986）、《事实上》（1987）、《天使》（1988）、《红霞》（1989）、《2001》（1990）、《冥王
星》（1991）、《女人的笑声》（2000）等等，赢得纽约的实验艺术圣地——“妈妈实验剧场”的高
度信任和美国评论界的持续褒奖，其中最为令人荡气回肠的当属舞剧《小岛》，其简练的静场和造型
、自然的结构和组合、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貌似简单实则不然的动作语言，不仅准确地传达出她
自己对人生无常的真切感受，也表现出她作为现代编舞家的犀利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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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辨》

书籍目录

在森林里——我的现在心口如一——关于情感的表现当求道的舞蹈家——关于我的舞蹈独自生活——
对孤独的体验拥抱骷髅——超越死亡身体即佛堂——关于身体再度束缚——我的结婚女人的高峰瞬间
——关于怀孕与分娩崇尚自然——关于性与爱物质的生活——关于吃饭穿衣回归大自然——关于老师
与宗教洪信子年谱结识洪信子——《为自由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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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辨》

章节摘录

欣赏大自然和吸鸦片是完全不同的。鸦片不用经过清醒的意识，不经过精神的过程便可以达到安逸和
平静的幻觉。欣赏大自然则一定要经过内心痛苦的冲突斗争之后，才能达到平静安逸。为了获得欣赏
大自然的资格，从而得到平静与安逸，我必须付出代价，这就是面向自我时的痛苦之感。    没有可供
消遣的东西，也没有令人兴奋的事情，纯然的自然空间令我觉得极度无聊。在极度无聊中只是呼吸和
体会。体会这种无聊时，我心里貌似平静，其实一种激烈的斗争就要开始了。    我的本我开始显现出
来，准确地说是暴露出来了。我不希望面对那个用贪欲、愚蠢以及所谓愤慨包裹着的我，我将层层叠
叠的外衣一件一件剥去，于是，本来的我便显露在炽热的阳光下。    我很清楚我内心生长着的贪欲。
为了不使这些贪欲显得难看，我尽力地润色，从而和它们朝夕相处不觉可羞。是我的怯懦给种种的贪
欲提供了衣饰和温床，同时我的内心又生长起来所谓的愤慨和愚蠢，以及各种各样的虚伪的心理。而
如对待贪欲一样，我给这种种的虚伪心理提供了一种辩护，并以一种固有的观念与行为来助长它们。
我看得到我的以虚伪装饰的本质。    此时，我和我的自我进行严肃的斗争。我体会着战胜自我的勇气
以及一种受到伤害的痛苦。我承认坦率地认识错误需要极大的勇气，因而就会备加痛苦。然后，自我
死掉，一场争斗结束。我才有了资格欣赏美丽的自然景观。在美丽的自然景观中去感受那般安逸与平
静。    “你有这样一个战场，真令人羡慕。”    人家又这样说着羡慕我的话。我无言以对。所有的那
一切只让我感到羞愧。我也有自动离开森林小屋的时候，这时就是意味着我产生了自信感。不管去做
什么事情都能保持清醒的意识。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生活舞台在纽约、汉城，以及其他一些城
市中，我不曾把这些地方丢弃，也不想逃开。但在没有产生充分的自信之前，我不离开这里。只有当
我自信能够不再同世上那些贪欲、愚蠢，以及所谓的愤慨同流合污时，我才会从这地方走出去。那时
候，我不必冥想和静修。而我的心自会最先感应到这些，身体也会自自然然流露出一种唱歌跳舞的渴
望。于是我便首先穿行于森林之中，载歌载舞，任凭深深的草丛打湿我的双脚。而在这种心境下跳出
来的舞正是我下一个作品的主题。    谁也不会想到我会有电话。    既然我恢复了自信，我和外面的世
界通话也不会受影响。几年前，我在这里装了一部电话。我不是不知道害怕。我听说亨利·索罗只带
了一把斧子便进了森林，并在那里发表了他的独立宣言。而我甚至还有电话，将这里变成一个“现代
式”森林。电话安装之后便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有一回，我在门前院子里散步，嘴上哼着歌子，
好像耳边听到了电话铃声。我猜那准是卡伦或海姆，所以不想接。他们是我的经纪人，即使不听电话
我也能知道他们可能要说什么：“你正在做什么？”然后催促我赶快从森林里出来。我会回答说我不
出来。他们肯定又会这么说：“你到底想不想当更红的舞星呀？”我讨厌和他们反复讨论同一个话题
，所以没有理睬电话，依然唱着歌散着步。过了好一会儿，电话铃还在响。我就想这看来不是件小事
儿了。我便进屋去接电话。奇怪，那声音并不是电话铃声。再细细分辨一下，声音竟在外面。我寻声
过去，那是来自一棵开着红花的树冠上。那儿有一只鸟儿，当我看它时，它一下子飞走了。原来那电
话铃声就是这小鸟的歌声。    本来，电话铃声是模仿鸟声的，听那鸟儿有规律的呜叫，简直和电话铃
声一模一样。我不认识这种鸟，在没人告诉我它的名字之前，我暂且叫它“电话铃”，不管这名字好
听与否。至今我还常常将真的电话铃声与那鸟儿的叫声混淆起来。不过感谢这只小鸟，它使我时常把
卡伦或者海姆催命的电话当作鸟儿的歌唱。    给我打电话的人中，除了竭力劝我出来的经纪人外，还
有我的丈夫以及我在这里结识的朋友——本太太。    本太太住在离我十公里的地方，她靠退休金生活
。在她老迈的外表里，潜藏着一种自豪的英国贵族后裔的气质。她很会分辨美与丑，能理解我的艺术
观和生活方式。我们因此一直是好朋友。    她是乐于帮助我的。如果没她帮助，我在这里会难以生活
下来。因为我几乎与世隔绝着，没有她支援，我也许只能喝雨水过日子。她曾带我去我想去的任何地
方，替我买食品，又上邮局的私人信箱取信件。我们的情谊发展到如此默契的地步。如果她来电话，
我会悄悄问她：“今天去城里吗？”她似乎正盼着我说这句话，她便马上爽快地反问我：“啊，你需
要什么？”    与自我的冲突一经结束，我头脑清醒得很，拥有了享有大自然的资格。在我刚刚拥有这
资格的那天，我会打电话让本太太到我这儿来，她便像往常一样，不到二十分钟就和她的老式汽车一
起出现在我门口，于是我们一起驱车去高地。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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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辨》

后记

结识洪信子    那天，韩国留学生黄芝美在课堂上站起来，向她的老师(我的先生)亮出一本刚从汉城寄
来的新书。随之课堂内容陡变，大家洗耳恭听小黄喋喋介绍书的著者洪信子是位多么多么超群绝伦的
人物。几天之后，小黄来我家，向我提出合译此书的计划。因为手上正忙于另外的事情，便婉言推诿
。可她执拗地坐在那儿，不停地讲洪信子，细秀的圆脸因为焦灼而发红，清亮的黑眼睛始终热切地盯
着我。显然，一种由衷的感动和敬慕已经抓紧了她的心，一种贡献于斯的大举动是决意要做的。    我
不由想，洪信子，这陌生的名字竟如此地魅惑人么？耐下性子来听小黄。不能不听了，几分钟之间我
发现自己入了迷。    一位勇气非凡的舞蹈家，一个女人，她的人生别具一格。风的飞扬，水的流畅，
石的坚毅，她都有。如此人生，那路的铺垫是怎样的？光，在哪里？某种新鲜而又神秘的感知，引我
去追那个卓然的身影。很久没有这样的冲动了，又很难不被这种冲动所摇撼。我答应了黄芝美。    正
是炎热的夏日。我趴在案前辛苦，以文字梳理文字。在密密麻麻的字句之间，结识我想结识的人。窗
子外边，充盈着火一般猛烈的阳光，人们物欲的繁忙的喧声在阳光中嗡嗡响，听起来很隔膜。我进入
洪信子冷静而清淡的讲述中。我喜欢这种沧桑历尽之后的冷静与清淡。它们为我构筑了来自遥远世界
的幽静与神妙。我的眼前一再幻升着别致的镜头，某些人生奇景突兀而现。    她好像一位探险家，如
今选择了一片无人岛上的森林栖身。她住窝棚，喝雨水，将电话声与鸟声等同。她仿佛有着自己的太
阳、月亮和星星。没有人在夜里经过她的屋子或叩她的门。她也不盼望。在完全属己的寂寞之寓里，
她像是人类中的第一人或最后一人。而她并不消闲。她坐在那里，面庞深思熟虑，双臂延伸或聚拢，
眼睛闭合或凝注。空间弥漫着的，也许是力量的喷发，也许是灵魂的交战，然后是宇宙透明的显现与
存在。    “道会贵冥想，罔象缀玄珠。”这是名叫支遁的诗人之绝句。从中我知道冥想是古人早已有
的修身功。在洪信子这里，冥想是生命来做的，并且创下样式多种，及到进人她的旋舞。美妙的旋舞
，是一种音乐的流环，是一种迷梦的模拟，然后，沉静如默祷，终归于冥想。从而，感觉到心的位置
，感觉到生的微妙的创造性回荡于身体。从而，听任这个世纪走过去忙乱的病态脚步。    一个高贵的
隐者，似是老庄那样的彻底的自然主义者，代表着有静思传统的东方人的优秀遗族。然而，这种隐者
的面目绝非她的全部，顶多是一种姿态。算求索算操练？她不会定格。    我一直不懂得舞蹈，只是爱
看。在爱看中艳羡那些舞者，以充分的体能习旋于有限的舞台。或如空中云，或如风中鸟，或如奔腾
的海浪繁茂的大树。一种以肌肉骨骼来呐喊欢唱的艺术，常给我相当的感动。但我并不知道，作为舞
者个人，其跋涉之路，竟如此的艰苦卓绝。    这世上，始终有一类人，自出生起便具备了一种本质，
即强烈的独立性和挑战性，以此超越于世独拔于世，往往会产生逾越常规的思维与作为。洪信子是这
类人中的一个，一生独立自主，天马行空，从来拒绝停泊于一隅。无论她给自己选择过什么样的生存
，她终是一个浑身充满动词的真正的舞者。她为瞬间的舞蹈而活，像邓肯又超过了邓肯，顽强不懈地
以舞蹈显示人性，并重建人性，同时毫不妥协地抵御着反抗自由的敌对力量。    一开始她就选择了障
碍。她抓住舞蹈时人已二十七岁，其时正在纽约一家大学读饭店管理学。因为偶然观看了一场舞蹈表
演而夜不成寐，猝然发誓一生从舞。没有人赞成她，赞成她的是她的尖锐的个性。此后数年寒窗磨砺
，如运动员一般撕裂筋骨，练就超级体能。毕业不久，终如愿以偿，以现代舞《哀悼》叱咤纽约舞台
，享誉声名。次年再演《喷薄》一作，并且恢复邓肯之舞。自纽约巡回韩国及印度，赢得了前卫舞蹈
家的桂冠。    到此她应该满足了？不，万里长征仅只走完头一步。头一步带给她的是成功的曙色，她
却被曙色背后可疑的阴影罩住了。一种虚荣连接着的是商业主义华丽的声色与浮夸，是欲望的传染，
官能的引导。一种空虚像一张大网，使她痛切地感到精神上的蜷缩。她产生了恐惧，她觉得热情在冷
却，开始疑惑起她的舞蹈及至整个生命。她天生不是一个妥协环境压力的人，她太看重来自主体的疑
惑。她一定要追问真相，决定掉头而去，彻底拒斥为虚名所累的前景。她背起简单的行囊，只身前往
印度。苦行的路崎岖漫长，但充满奥妙的光影。    我想到一句一直很喜欢的话：“命令我的，是我的
名字。”    ——艺术，尤其是前卫艺术，大概首先是意味着自由和流浪。还有孤独。这是一条英勇的
道路。它必定要以决裂为代价。但是，超前本身提供着一种精神力量，成为探险者的意志的支撑和保
护。而那千般的痛苦，是与意义紧密相关的。意义的追寻使痛苦成为批判和清醒的前提，即是超越的
前提。所以洪信子自由漂游的时期，虽然孤独艰苦，却是完全意义的心灵解放时期。她离开了艺术的
表演中心，但是拥有了艺术的个人立场。她的自讨苦头看上去是惊世骇俗的奇举，然而相当严肃重大
。一方面，要给自己寻找更大的人文背景，一方面，要解决人生存于世的价值意义——这样具有根本
意义的问题假如解决了，世上的光也就找到了。    那样的追寻是一场翻越。那翻越类如悬梁刺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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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至苦和精神的至苦搅到一起，使她看上去如一个“病人膏肓”的患者。她走遍古老佛国的寺院，
拜访庙堂的喇嘛们；在火光冲天的印度圣河边观看火葬的盛景。以火葬赴死的人体其整个汽化过程给
了她罕有的神圣感。她远行到喜马拉雅山山谷，参加藏人的“四十九日祭”。以人骨做的乐器和器皿
吸引她的注意。她将一个骷髅瓢留到身边，用它做碗，体验它和她的牙齿发生碰撞，使它接触她的身
体⋯⋯死亡的巨大重力拽着她下落，恐惧像骨肉的撕扯，而后，黑暗的深渊变成明亮的白色空间。    
求道的苦行终得结果，她获得了开启悟性的意识，探明了生命永恒的本质。或许，她的说理太具个人
性，而于他人有着许多偏执费解的成分。但那种孤绝的意志力，那种当意识交集对抗时一定要给予解
决，一定要为信念负责，为灵魂求道的九死不悔的精神之气，真令我慨叹。    洪信子苦行三年，终于
修到可以安身立命的艺术观和人生观，却赔上了身体。当她形容枯槁，一身病体，拄着手杖回纽约时
，没有谁能猜到她的刚毅的心里滚沸着重返舞台的渴望。    建筑在大否定之后的崭新的肯定，给了她
格外扎实的启示，她深谙到真正自由的超越，一种达至极限的舞蹈再次令世人刮目。竟敢以骷髅头骨
做舞具，以身体的热温抚慰它，向它传送生命的信息力量的感应与颤动。在生与死神秘的亲近与轮回
中，舞蹈变成现代生死观的阐释与启蒙。这个别致的独舞名为《螺旋形对角》，洪信子轰炸世界舞蹈
之都——纽约的保留剧目。独舞以高难度的静态统治整个舞台。    现代艺术的生命力，不是来自某一
种或多种带有地域性时限性的技巧形式，并且是来自那在传统下被压抑的、而由现代艺术家们在创作
中所凸现出来的叛逆精神。据说，先锋派舞蹈讲究“微量主义”。即不以大的幅度和力度浅薄地取悦
于观众，尽可能删除过于剧烈的体态语，而追求在相对以静制动的姿态中表现强烈的重量感和冲突性
。这令我想到现代小说中的一种“极简派风格”。其大旨都在表现上做强控制的精简。从而追求深度
的精神涵量。不过，《螺旋形对角》首先提示了一种状态——“无我的状态”。这在小说是不大可能
的。我从原书醒目的照片上想象到这个独舞惊世骇俗的气韵，并且感受剑剧烈的震骇力。人能体验的
最大的疑惧，由一场独具思辨性与抗争性的舞蹈来冲毁。‘一种运行继续着无限，永恒的生命蓬勃勇
敢地颤动着。这是洪信子经印度苦行的熔炉之后，给舞蹈寻得的充满生命意味的命题。据说，洪信子
的舞蹈曾使台下的一位专心侍奉上帝的修女猝然退出修道院，回归了人世。    “求道的舞蹈家洪信子
”，这是所有桂冠当中最具实质性的称语。她是一个成功者，但是否声誉就是成功的全部？在现代舞
呈爆炸局面而且专家过剩的纽约，东京、汉城，中国和德国，她的表演以锋锐的突破、强旺的蕴境，
一再获得鲜花和掌声，获得金杯和金钱。殊荣纷至沓来，国际艺术中心邀请她一次又一次做交流，美
国影业公司为她拍摄电影故事片，她的“笑石”舞蹈团一天比一天发展壮大⋯⋯这是成功的全部吗？
她对自己摇头。    如今，在夏威夷火山口森林，她给自己设置了隐遁之地，但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
了保护。远离都市的豪华与疯狂，谎言与媚俗，以静静的窝棚做精神家园，来整理自己，佑护自己。
之后，敛足艺术的清纯之气，以求更大的发展。    于是，我感到洪信子人生最大的成功，在于她以一
贯的特立独行，来证实生命自由的可能性。她的探险，她的苦行，以及艺术上种种勇敢的实验，无不
显示着她那潇洒强悍的人格力量。她义无返顾一意孤行，创造精神的流动，为生命开出海峡来，去做
探询人生新大陆的哥伦布。然后，才是艺术的高造诣。    20世纪初的舞蹈家邓肯率先对传统艺术提出
挑战，她说过：“我的艺术不过是以姿态和动作，把我自身整个的真实表现出来。甚至于因为我要追
求一个绝对真实的动作，费了我若干年的工夫。”邓肯如此，洪信子也如此。其求索耗费的全部辛苦
，无非是为了以舞蹈来自由地昭示真实。生命的真实，灵魂的真实。这是为自由辨明的全部。而安放
这生命之真实的地方可能是舞台，也可以是孤岛。总之，做主的是自由的个性。    我第一次用汉字来
转述一位韩国女舞蹈家的个人奋斗史。依仗中文的多彩与丰富，我认识了一条长长的生命过程。她的
为人之路比她的从舞之路更能打动我。从中可见她的性格之火，坦荡之心，以及跋涉者深刻鲜明百折
不挠的脚印。    我喟叹，舞蹈真是一种神秘的引导，它指示人梦想，或是复述梦想，它使洪信子这么
一个八字中原本没有舞蹈的女人完全地渗透进去了。让她既成就了自己又解放了自己，莫不是具有宗
教之威么？    是不是所有的艺术都具有这般威力？我相信是。但我想不是每一个投身艺术殿堂的人都
可能如此获益的。通过洪信子，我又一次地知道，那个感性、美妙、神秘的世界真正厚爱着又苛求着
的信徒是什么样的了。    我觉得这次与黄芝美的合作很值得。不仅因为她为译书投入的心血大大超过
了我，还有我先生，几位好学生，都为繁难的翻译付出了许多辛苦。我想，不论此书的市场如何，定
会有些读者和我们一样，被它迷住：注意它所包含的个人性话题；自由的阐释与实践生命谜团的诘问
与探险；以及对爱情、婚姻、性爱、吃喝穿，等等，诸多的内容解析——老老实实的独白，像水一样
自然，但外射着最清纯的灵魂。    当我收笔的时候，我竟觉得自己认识洪信子好多年了，并且今后将
是最好的良师与益友。视界之中，我已经看到她舞着走近。在巨大的明洁的月亮下边，黑亮的海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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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双赤脚迈着小巧、儒雅的步子，穿越没有任何杂尘的透明的雾纱；她轻缓地舞着，如此安闲飘
逸，如此纵情忘我——做观众的我，为她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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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她强悍有力且精力充沛，我永远也忘不了她。    ——美国作曲家、《四面墙》的曲作者约翰·凯奇    
洪信子具有通过清晰、大胆的动态与静态自身，将感情提炼出来的不凡天赋，她的舞剧则将美国实验
性的微量艺术与亚洲戏剧的凝重融成了一体，具有深沉的祭祀美。    ——《纽约时报》首席舞评家安
娜·吉赛尔科芙    洪信子的伟大天赋表现在，她的抽象过程既高度凝练，又异常活跃，并且符合剧场
特点。    ——《纽约时报》舞评家珍妮芙·邓宁    洪信子的作品给我的深刻印象是：既无偏见，又不
落俗套；既温情脉脉，又大胆勇为。    ——《村之声》周报舞评家德博拉·乔伊特    倘若洪信子的表
演能像永恒的装置那样不受时光限制、不用考虑观众，一定会更加理想。我期待着两个世纪后，在逍
遥游历了托瓦斯科丛林之后，能碰上她正在跳《四面墙》。    ——《村之声》周报舞评家伯特·萨福
里    洪信子，一代舞神，将舞蹈的阳光撒在了人心里。    ——作家、出版人  陈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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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洪信子，1940年老师生于忠清道(位于韩国中西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舞蹈家，一位灵魂的舞者，一位
虔诚的求道者。她出了一本书，书名是《为自由辨》。这本书在韩国非常有名，写得非常好，概括了
洪信子老师的舞蹈和灵魂成长之旅、爱情、婚姻、生活等等，展现一个女性在舞台上和生活上的精彩
人生。这本书影响着新一代追寻心灵成长的人们，关于印度、关于舞蹈、关于女性意识，为了自由，
为了生命象蜡烛一样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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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说要写论文的结果把这个看完了＝＝....写得很诚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韩国女人
2、韩国舞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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