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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蹈 概 述

第一节　舞蹈是生命运动的基本形式

舞蹈是最古老的艺术门类，是情感产生的运动，是生命力

的象征。从功利到娱乐，它在人类的各个时期都发挥着的不

同的作用。

舞蹈是发自生命力的内在冲动，从这个角度上看，它属于

整个自然空间。人类的祖先曾赤身裸体拥抱自然，虽然那时

舞蹈只是一些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身体运

动表现着力的美与生命的光辉。许多动物也由于感到春天来

临的喜庆而翩翩起舞。鸟兽和昆虫在求偶时常舞蹈，那些正

在成长中的动物，则用富有流动性的重复节奏，表现着情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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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的冲动、情愫，发泄着过剩的精力与情感。于是，舞蹈成为

整个大自然生机勃勃的象征，成为一切生命运动的自由形式。

舞蹈能激发生命的火花，对人的身心起着强烈的感染作

用，这是由于它具有释放机体精力和传递情感的双重性。生

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证明，人体具有反应脉冲和推进力的激动

特点的天然节奏欲，正是对脉冲力的起伏反应构成了舞蹈动

作。这种反应不仅使舞蹈者的身体在舞蹈动作时摆动，而且

通过它的节奏特点推动着观者也产生反应而随之摆动。在这

种共鸣的动作中，人的情绪同时被传递着情绪，情绪产生着动

作。于是，通过重复特定舞蹈起火的活动便可以再现某种情

感，激起某种情绪体验，正是这些动作和情感的互换和互补的

作用，使舞蹈具有了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功能。如

在原始部落中，舞蹈就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和组合力量。部

落首领不仅以他动人的舞蹈示范的节奏力量激起他的随舞者

的情绪，而且舞蹈动作还可以帮助人类狩猎、耕耘。这或许正

显露了舞蹈的某种本质。它是乞求生命力本身的运动形式。

舞蹈活动更是青春美丽的显示，是人体的一种本能的需要。

健康的有机体显然必须要有节奏的表现来发挥它们的力量，

通过运用形体自由地表现心灵，抒发内在感受的形体训练，可

以使青少年在美的愉悦中充分发展，使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通过重力、节奏、人体平衡得到训练，可以培养他们对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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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对时间、空间的感受，使舞蹈成为锻炼创造性思维，开发智

力、想象力的一种极好的形式。

无尽意“尽在不言中”，赵朴初先生的这句名诗，可作为对

舞蹈的最好的说明。在日趋复杂的社会人生中，言不能尽意

处很多，舞蹈作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流，却

常可用天然的艺术动作去填补语言的空白，让种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情意，通过形体表现艺术地。给人以启迪、暗示、

联想，由于舞蹈具有精神和形体的双重表现性质，使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因而它值得人们去追求，而且实践证明它确实有

效。舞蹈这种全身心地协调运动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所无法

替代的，对此，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说：“舞蹈比所有艺

术都有优越的手段，先它可以用全部的微观血管和每一根神

经和全部的智能在舞蹈，在这一点上，我是羡慕舞蹈的，虽然

我可以用我的笔来想象，用我的思想来想象，可我不如你们直

接用生命身心和每一根神经表达自己要表达得丰富。”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舞蹈的追求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它的社

会功能也是多元化的。人们对它的需求和欣赏，也不应强求。在

我们的时代，不同层次和不同年龄的许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全身心地舞蹈。舞蹈越来越普及，已经深入普通百姓的生活。舞

蹈可以使人精神焕发、身心健康，在节奏中享受着生命的快乐，已

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一项极受欢迎的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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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舞蹈的魅力与审美

舞蹈美指的是，舞蹈作品中以比较完美的舞蹈形式（舞蹈

的形式美）创造出鲜明生动的舞蹈形象，表现出人们肯定美

好、否定丑恶事物的情感、思想、意志和愿望（舞蹈的内容美）。

舞蹈美离不开人们对舞蹈作品的审美感受，但是人的主

观感受又必须以客观存在的舞蹈美为前提，所以我们需要进

一步研究舞蹈的审美特征。

总括起来舞蹈有以下几个审美特征：

一、形象性

形象性是舞蹈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因为只

有生动的、鲜明的、具体的形象才能使人有审美的感知。我们

知道，任何艺术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来表现人们的情

感和思想的，这是一切艺术的特点和根本规律。离开了艺术

的形象，就不可能给人以美感，也就没有了美。舞蹈作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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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种类，它也不能不受这个艺术基本规律的制约。

形象性是艺术美的基本特征，而作为舞蹈美的形象性，它

又具有其本身的特点。

由于舞蹈艺术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是人体自身，它只能利

用人的头、躯干和四肢的表情动作作为自己的表现手段，尽管

在舞蹈艺术的历史发展中综合了文学、戏剧、音乐、雕塑、绘

画、灯光、服装等艺术的表现手段，逐步地丰富和扩大了它的

艺术表现能力，但比起其他艺术来，在表现社会生活幅度的可

能性上，无疑有着比较大的局限性。舞蹈艺术在表现人的情

感和思想的真实、执着、淳朴、激越、深厚、丰富等方面是别的

艺术所不及的。舞蹈是人的艺术，人永远是舞蹈艺术所表现

的主要内容。即使是以花鸟虫鱼等自然景物为题材的舞蹈，

其舞蹈形象也是拟人化了的，或者说是人化了的自然，它比诗

歌、绘画中缘物寄情、借景抒情更直接、更具体地表现着人的

情感、理想、愿望，描绘着人的精神世界。在表现劳动、爱情、

战斗生活的舞蹈题材中，更能以舞蹈形象强烈地表现出人的

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生命力量，是一种人的体质力量的舞蹈

化，因而具有巨大的审美力量和感染力量，更容易激发起作为

欣赏者的人的情感共鸣。

舞蹈的美，离开了人对舞蹈作品的直觉是不可能被感知

的。有人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和描绘一个舞蹈如何美，假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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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看过这个舞蹈的表演，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知道这个舞

蹈的美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舞蹈的美表现在舞蹈动作的不

停顿的变化和发展所形成的具体舞蹈形象之中，没有鲜明、具

体、生动的舞蹈形象，也就没有舞蹈美。看过《荷花舞》的人谈

论它的美时，眼前就会显现一群少女，她们发挽双髻、手舞白

纱、绿色长裙下挂有荷叶和四支荷花的造型，她们在舞台上以

轻盈平稳的步伐进行着舞蹈构图队形的穿插变化，宛如一群

荷花仙子在水面上浮游飘动，使人感受到一种和平、安宁、舒

畅的美感。

二、感染性

形象性是舞蹈的每一个审美特征和最重要的因素，但并

不是一切形象都能引起人们的美感。舞蹈的美还有第二个审

美特征，这就是它的感染性。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形象，才能够

激起观众情感上的浪花，拨动观众的心弦，才能引起人们的

美感。

舞蹈是一种表情艺术，它的内在本质属性就是抒情性。

舞蹈是最直接表现人的情感的一种艺术。它是人的内在情感

冲动所引发出的人体动作的外化。这种人体动作的外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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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简单、粗糙的自发模拟形态，

逐渐地向着复杂、细致的自觉表现形态的发展过程，至今已形

成了具有表现人丰富深刻的情感的能力。

人的各种情感（喜、怒、哀、惧、爱、恶等）是由复杂的客观

外界事物引起不同倾向的心理反映。由于满足了人们在社会

生活中有着一定的共同要求、理想、愿望和道德标准，所以人

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好恶倾向，以及相应产生的肯定性情感或

否定性情感都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个舞蹈作品所表现出

的某一种情感和思想之所以能够对绝大多数观众具有相同的

震撼或感染力量，其原因正在于此。

人们所进行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精神生活。舞蹈作品所

表现出的生活中的诗意和人们美好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能

够唤起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引起一种或欢欣、或喜悦、或振

奋、或激越、或憎恨、或愤怒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产生人们在

精神生活中的需要和渴求，就必然在生理上得到一种快慰，在

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这种快慰和满足正属于审美感受的

范畴。

我们说形象性和感染性是舞蹈的审美特征，但也并不是

一切具有感染性的舞蹈形象都难引起人的美感。比如有一些

追求感官刺激的低级趣味的舞蹈，就不会引起美感，这样的舞

蹈愈具有感染力，就愈会使我们感觉到它不美，觉得它庸俗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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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不堪入目。因此我们说，必须是那些能引起我们肯定性情

感的舞蹈形象才是美的。这种肯定性情感与我们社会生活的

好恶标准、道德观念和功利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

三、独创性

一个舞蹈作品是具有了舞蹈形象，也就有一定的感染和

功利作用，如果在题材的开拓上，在主题的深入挖掘上，在艺

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上缺乏独创性，而是墨守成规地采用老一

套的方法，表现的是大家早已看过了的题材内容，它仍然不可

能给人以美感，所以舞蹈还缺少不了它的第三个审美特征：独

创性。

美的本质是人的体质力量的对象化，它具体表现在人的

自由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创造活动当中。离开了人的创造

活动，就不会产生美。在艺术创造中，这一点尤为重要。任何

一个舞蹈作者，如果在创作活动中缺乏自己独特的创新精神，

老是去重复和模仿别人的主题、手法，那就不能获得舞蹈的

美。戴爱莲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创作的《荷花舞》之所以被人们普

遍认为是优美的舞蹈，具有独创性是一个主要原因。荷花少

女的形象，既植根于陕北民间舞蹈莲花灯的素材，又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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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创造，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因此才具

有了美的属性。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创新也是形成舞蹈美不可缺少的重

要因素。我们的社会生活每日每时都在不停顿地发展着，人

们的艺术欣赏水平，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随着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和提高也在相应地不断发展和提高，因

此，陈旧的主题和内容、老一套的表现手段和方法，就不能适

应客观发展的审美需要。

四、技艺性

舞蹈的第四个审美特征就是它的技艺性。舞蹈的技艺性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舞蹈演员舞蹈技巧性的表演艺术，

如高跨度的腾空跳跃，急速的多圈旋转，柔软的身体滚翻和慢

动作的控制，以及身体各部分的表现能力等等；二是指编导在

艺术结构、场面调度、舞蹈语言的运用和对人物性格、内心情

感的细致深入的刻画等方面所具有的艺术技巧和表现能力。

无论在演员的表演上，还是在编导的创作中，只有体现出

一定的技艺性，观众才能得到舞蹈美的感受，技艺性愈高舞蹈

美的感受就更愈加强烈。因为在表演中或在编导中表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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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性愈高，就愈不一般化，而为一般人所难以达到，这就正

好表现出个人独特的创造性。而这种独创性的技艺是以花费

了巨大的劳动，不断进行努力学习、锻炼探索为前提的，甚至

是经过不断的失败以后才取得的。这一切都是令人敬佩的，

因为它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精神的美来。这种以独特的技艺塑

造出的舞蹈形象就更能给人以深刻和强烈的审美感受。

总之，舞蹈的形象性、感染性、独创性和技艺性是形成舞

蹈美的四个基本审美特征。在一个舞蹈作品中具备了这四个

审美特征，才能成为一个为观众所喜爱、给人以美感的优秀舞

蹈作品。在一个优秀的舞蹈作品中，这四个方面的特征往往

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尽管在某一

部作品中，一个或几个特征比较突出，其他的特征比较隐蔽，

但是仔细看来，这四个特征都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章　舞蹈概述

１１　　　　

第三节　舞蹈美的赏评

一、舞蹈欣赏

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美景万千：朝霞彩虹、

鸟语花香，这属于自然美；雄伟的长城、宽阔的水坝，这属于社

会美；妙曼的舞蹈、欢快的乐曲，这属于艺术美。美学家们把

人们对于这些美的事物、景象的感受、认识和欣赏以及对于美

与丑的辨别，称之为审美活动，并认为审美活动是人类从精神

上把握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特点就是始终不能离开对

具体形象的感受。审美活动主要是一种再造性和创造性的形

象思维及情感体验活动。舞蹈是艺术的一种，所以舞蹈欣赏

属于人们对艺术美的一种审美活动。不过艺术美的存在形态

多种多样，各具特色，舞蹈艺术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种

类，舞蹈艺术美之所以能成为艺术花坛上的一枝奇葩，就是因

为它除了具备所有艺术美所共有的形象性、感染性、典型性以

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个特性就是人体的动态性及其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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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诗、充满乐感的人体动态美。舞蹈艺术这种不同于其他姊

妹艺术的特质———直观、流动，以人体为情感语言，是它赖以

吸引欣赏者的魅力所在。舞蹈欣赏就其质的规定性而言，它

是一种以人体动态美为对象的审美活动。

具体地说，舞蹈欣赏是人们在观看舞蹈表学时产生的一

种精神活动。观众通过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动态形象———富有

审美价值的动作、姿态、构图、技艺、表情所组成的有意味的形

式———具体地感受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在其中活动着的人

物（也可能是拟人化的花鸟鱼虫……）的思想情感，进而潜移

默化地受到感染。

二、舞蹈审美的心理过程

舞蹈欣赏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感觉与理解、情感与认识

相统一的精神活动过程。一般来说，欣赏一部舞蹈作品需要

怀有饱满的热情，在稳定注意的基础上，通过感受、理解、联

想、想象等积极心理活动和分析、综合的思维，才能达到对舞

蹈作品的具体把握，进而完成一次比较完满的舞蹈审美过程。

普通的观众欣赏新创作的舞蹈作品，多半是直到大幕拉开，作

为审美主体的观众才与作为审美客体的作品发生审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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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普通观众在欣赏舞蹈作品时大体都要经历观舞品技、悦

目赏心———由形得神、心领神会———渐入佳境、心驰神往———

悟其意蕴、明理净心的审美心理过程。

千百年来舞蹈艺术发展的独特道路和人们对于这门艺术

形式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审美要求表明，舞蹈是一种技艺性很

强的表演艺术形式，所以当一个舞蹈开始时，观念总是从观舞

蹈品技开始，看看演员跳得怎么样，有多高的技巧，甚至演员

的形体如何，漂亮不漂亮等等。这可以说开始进入舞蹈欣赏

的第一个层次。继而欣赏者被舞蹈所吸引，审美心境也渐渐

由被动转为主动，稳定地密切注视着舞台上舞蹈家的各种动

作发出的信息和表达出的情感。渐渐地欣赏者从反复出现、

不断更替、相互连接的各种形态中看到了人物、事件、情感的

发展和变化，这可以说是进入了舞蹈欣赏的第二个层次。情

绪或情节层层展开、步步深入，观众的情思也跟着走向深层，

创造性的想象十分活跃，浮想联翩、心驰神往。随着舞蹈形象

塑造的完成，舞蹈美完整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欣赏者也被引

入一个美妙的境界。这是进入了舞蹈欣赏的第三个层次。舞

蹈表演已经结束，但是舞蹈家创造的美的形象、美的意境还深

深地留在欣赏者的脑际。这时，欣赏者被舞蹈美激动引爆的

情感和形象思维开始向理性思维趋进并与之结合，并对刚才

那一幕幕美的图景、情的浪花进行总体观照，领悟到一种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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