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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舞探径———中国古典舞形态构成与语言研究》一书，是我的研
究生胡伟和朱兮的合作著作。这本专著是在他们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之
上，又加入了他们这几年的亲身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撰写而成。在今
天这个节奏快又多元化的社会中，他们仍能坚持以独立的思考和视角
关注、思考和研究古典舞，这种执著的学术精神，在我这个导师看来
是难能可贵的。

胡伟和朱兮都是高校艺术教学的实践者，对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
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都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会，拥有极
其珍贵且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胡伟与朱兮二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统
的、专业的舞蹈训练，在经历了 “十年磨一剑”的中国古典舞的艺术
实践后，他们选择 “再上一层楼”，攻读并最终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们
丰富的舞蹈经历，使得他们有能力在自身的艺术实践中，将舞蹈实践、

舞蹈教学和舞蹈理论有机结合，进而形成自己对舞蹈艺术的全新思考
和认识。这些都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理论基础。我认为，

中国 “古典舞形态和语言”是中国古典舞的基本载体和核心标志，其
发展状况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正是在这五十年里，不仅诞生了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 “中国古典舞”，而且中国古典舞形态和语言也经历
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构成了每一个时期中国古典舞变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基础层面上给予这种变化以深刻影响。这种形态
和语言的发展不仅仅是其自身现象，也来源于文化对其的影响，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反映着人们不同的文化认识。因此以 “舞蹈形态和语言”

作为研究对象是很重要的研究领域。

以 “中国古典舞形态和语言”作为研究的视角，可以对舞蹈本体、

教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本书以这些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展研究
的空间，一方面，以中国古典舞剧目创作的发展和演变流程为主线，



将舞蹈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了中国古典舞 “舞蹈语
言”形态的演变及其审美内涵；另一方面，本书提出了将 “舞蹈语言”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理解和把握的观点，抛开了语言仅仅是表达意义
的工具和手段的传统理论，确立了舞蹈语言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的观点。

本文之所以将剧目创作作为中国古典舞 “舞蹈语言”研究的主线，
是因为一直以来剧目创作在学科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伴随着
五十年的教学历程，中国古典舞的剧目创作已经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
验。从一个学科发展的长远角度来考虑，应该从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
概括和总结，并为实践做出更为有力的导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
古典舞的剧目是教学的终极体现，任何训练技能和任何风格的教学手
段都是为达到剧目表演的过程而积淀，所以剧目作品的展现就是舞蹈
的终极目的。因此，剧目作为当代中国古典舞文化建构和发展路途中
所追求的文化品位、审美取向结果的展示，是整个学科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古典舞剧目创作的重要特征推动了整体学科的建设与发
展，回顾１９５４年至今整整五十年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历程，剧目创作经
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并走向更加多样化的态势。因此将中国古典
舞的剧目创作作为本书的主要内容来研究，研究范围可以更加全面，
同时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都有其高雅、古典、精致的传统舞蹈艺
术。这一艺术形式深刻地说明古典舞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蕴含
着本民族的文化积淀与审美取向。中国古典舞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 “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文化之 “根”显得尤为重
要。如何能继承中国古典舞的这一特性，并从中转化和再生成新的属
性，是当代古典舞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古典舞背负着 “伟大复兴”
这一责无旁贷重任的历史必然。我想这也是胡伟和朱兮一直以来对中
国古典舞的诉求。让我们共同努力！

朱清渊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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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古典舞”这一舞种的称谓是欧阳予倩先生在１９５０年首次提
出的，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舞蹈学科始建时舞界专家和
学者给予立项的一个 “名义”。称之为 “古典舞”其实是当代人对传统
舞蹈文化的一种眷恋和崇尚，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完整保留下
具有传统意义的古典舞蹈，北京舞蹈学院及前身北京舞蹈学校及时响
应国家的倡议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应时创建了一种具有本民族传统意
义的代表性舞蹈种类。带着这样的一种历史己任，中国古典舞开始踏
上了一条艰辛而曲折的征途，找寻那种代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典
范性的古典舞蹈。

所有的这些尝试尽管都是一种当代人对传统文化遗存的追寻、尽
管都是一种当代人对民族话语的诠释、尽管都是一种当代人对古典文
化精神的重构，但毕竟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五彩
斑斓的古典舞蹈的形态风貌。当前的中国古典舞继承了戏曲、武术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了东方文化神韵的整体审美特质，借
鉴了西方舞蹈体系化建构的经验，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高度体
现，具有中国舞蹈的 “复兴意义”。①

中国艺术往往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合体，并没有太多界限分明、

形态明晰的单纯结构。就历时角度来说，传统的、当代的、现代的以
及后现代的各种艺术成分经常互相交错，纠结混合在一起。就共时角
度来讲，各种艺术元素、成分及要素常常相互交织、互补长短。正是
在这一特定条件下，中国古典舞今日所呈现出来的现状是多种成分并
存、多种结构同在的多元化复合体。以至于古典舞的形态构建中常常
渗入 “武术”、“芭蕾”、“现代舞”等成分；以至于今天众多标榜 “古

① 摘引自首届中国舞蹈节舞蹈精品展演，主持人资华筠语。



典”的佳作常常融入 “现代”、“当代”、“民俗”等语言；以至于往日
的训练过程中也曾围绕 “结合课”、“两张皮”、“风格与功能”、“一元
与多元”等诸多问题纠缠不休；以至于在历史中曾出现 “古今之争”、
“中西之争”、“名实之争”、“新古典舞之争”、“多元论之争”、“复古与
复兴之争”、“主流与正宗之争”的论辩。

本书紧紧抓住中国古典舞形态与语言之间的逻辑关系，分上、下
两章来论述，力求较深入地发掘古典舞的本体属性，并将与中国文化
土壤中的民族艺术传统相联系，摄取戏曲、武术等类型以及太极、阴
阳、道、气、形神等观念。本书的论述和撰写不仅局限于古典舞的形
态语言层面，而且有意扩宽至中国舞蹈的普适性规律上，在研究的过
程中势必放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对中国其他艺术，例
如戏曲、书法、雕塑、建筑等均有所涉及，兼谈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
蕾舞的语言比较研究。

上篇从舞蹈形态的视角切入，从古典舞演变的历史起点推入，从
问题引发的逻辑源点导入，从形态构成的多元成分着笔，层层推进、

节节推导，本着严谨缜密的学术规范，以史实为依据，以现状为突破
口，以事实说话的态度和原则逐步论述。主要内容涉及中国古典舞在

６０余年的探索历程中，对古典舞形态建构、发展、演变以及教学教材、

教法教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有条理的、客观的、翔实的评述和论证。

同时对古典舞语言构成的动作语汇、舞姿造型、路线走势、动律规律
等进行典型性的分析归纳，期待用文化传统的标尺衡量古典舞的形态
语言与实践成果，达到教学实践到学术理论的提升，具有实用性、启
迪性、指引性的意义。

通过中国古典舞形态的构成方法——— “以我为主、多元吸收”展
开了三个不同纬度的分析：第一章从形态构成的角度，对古典舞产生
的渊源及构成成分进行了史实性的回顾和梳理；第二章是对古典舞形
态建构过程中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客观性的评述；第三章则是对
古典舞形态建构中的构成定位、多元比重以及构成的公式提出了见解，

并对 “以戏曲舞蹈为主体”形成的现今主流的当代中国古典舞予以充
分肯定，同时也认为要坚持民族传统的主体意识，发挥主体地位的资
源优势，对 “多元吸收”提出了有取有化的限量吸收观点等。

第四章对古典舞形态的物质载体———动作进行了逐一论述和案例

２



分析，期待用理论来研究古典舞的形态语言，试图觅寻其形态象征，

并作为中国古典舞的动态坐标，为中国古典舞的本体语言机制定性。

本书阐释中国古典舞生成、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外在形态和运动规律，

最终论述中国古典舞的身韵形态之本象。在论述的同时选取了中国古
典舞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实效意义的动态元素、主干动作、辅干动
作等进行语言解析，同时还涉猎训练中最有典范性意义的教法和教
案等。

下篇将剧目创作作为中国古典舞 “舞蹈语言”的研究主线。剧目
是一个舞种的终极体现，任何舞蹈形态和动作语言都是为了剧目表演
而呈现的。因此，剧目可以作为中国古典舞文化建构和发展路途中所
追求的文化品位、审美取向的结果展示，并且是整个舞种形态和语言
的重要表达方式。“舞蹈语言”又是中国古典舞剧目创作的基本载体和
核心标志。在这６０年里，不仅诞生了我们今天的 “中国古典舞”，而
且其中的语言也经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语言上的这些变化既
构成了每一个时期中国古典舞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基础层
面上给予这种变化以深刻影响。一方面，以中国古典舞剧目创作的发
展和演变流程为主线，将舞蹈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中国古典舞 “舞蹈语言”形态的演变及其审美内涵。另一方面，本文
提出了将 “舞蹈语言”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理解和把握的观点，抛开
了语言仅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和手段的传统理论，确立了舞蹈语言本
身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观点。

下篇以史的历程为结构框架，将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
阶段，着重对中国古典舞剧目的语言特征及其不同阶段的发展与变化
给以本质性的揭示，层层递进，挖掘古典舞 “语言”的文化根源、生
成基因、构成形态以及在当今古典舞创作中的运用。通过对不同阶段
的 “语言”问题进行综合研究，认为中国古典舞的舞蹈语言是建立在
民族传统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对古典遗韵的追忆，追求一种古典精神
的再生。这种精神的再生也必定通过语言才能得以实现。语言有其自
身的原初性和社会性，其中带有文化传统基因的不可变因素，而舞蹈
语言又会跟随时代的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取向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使
之带有不可抗拒的可变性和社会效力。

在不同时期的剧目创作中，古典舞都力图对 “舞蹈语言”进行新

３



的运用、处理、解读与重新转化，形成了新的文化形式。这使得中国
古典舞的 “舞蹈语言”能够在民族传统的长河之中得到养分，并在审
美文化的领域中得以创造性地运用与变化，从而突出一种新的文化内
涵，使古典舞剧目所蕴含的内在意义能够通过 “语言”的不断 “认识”
和 “实践”，被重新创造出来。因此，如何将中国古典舞的语言变化
“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如何在把握其内核的前提下，“转化”
传统语言的审美元素使之 “再生出”新的审美意义，成为新的精神指
向是现阶段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书以中国古典舞６０年的形态建构和语言演变为研究主线，从
“剧目创作”这个角度去考查各个时期中国古典舞发展的总体风貌，并
加以分析、归纳、梳理，从而把握艺术发展的规律，为今后古典舞体
系的建设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为舞台艺术的创作留出更广阔的空
间。本书主要针对国内热爱传统舞蹈艺术的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编著，
其受众面包括专业的理论研究人员、专业操作者以及普通高校舞蹈专
业大学生们，可供其参阅古典舞身韵教学的个案分析，以及查阅古典
舞剧目创作的精品鉴赏。

４



上篇：中国古典舞形态构成

第一章　中国古典舞形态构成方法

第一节　构成的方法及产生的背景　◎５
第二节　多元成分　◎９

　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戏曲舞蹈　◎９
　二、武舞同源，触类旁通———武术　◎１３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芭蕾舞　◎１６
　四、兼收并蓄，容纳百川———杂技、体操、现代舞及其他　◎１８

第二章　中国古典舞形态构成症结

第一节　 “博采众长”之后　◎２３

　一、行当专属与语言缺陷　◎２３
　二、“古＋古”的存惑　◎２５
　三、古典舞？还是现代舞？　◎２７

　四、杂技的复兴与舞蹈的死亡　◎２８
　五、谁与争锋　◎３０
第二节　 “以我为主”四部曲　◎３２

　一、第一部曲———戏曲舞蹈　◎３２
　二、第二部曲———敦煌壁画　◎３３

　三、第三部曲———汉唐舞史　◎３５
　四、第四部曲———昆曲舞蹈　◎３７



第三章　中国古典舞形态构成公式

第一节　 “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与地位　◎４１
第二节　 “多元吸收”的 “转化”手段　◎４４
第三节　以我为主＞多元吸收　◎４７

第四章　中国古典舞语言形态分析

第一节　造型：求圆占中、阴阳两面　◎５５
　一、万变不离其圆　◎５５
　二、阴阳向背　◎５９
　三、三面不统一　◎６２
第二节　动势：向心之动、内聚之势　◎６４
　一、圆、曲、拧、倾　◎６４
　二、外圆内转之势　◎６７
　三、转的内旋动势　◎６９
　四、技术、技巧的向心动势　◎７０
第三节　路线：周而复始、循环运行　◎７２
　一、“圆起”、“圆行”、“圆止”　◎７３
　二、身法即腰法　◎７５
　三、腰部传导、以身带臂　◎７９
第四节　动律：逆行反转、不守常规　◎８２
　一、反其道而行　◎８２
　二、反者，道之动　◎８３
　三、“十欲”法则　◎８４
　四、太极阴阳中的舞蹈表现　◎８６
　五、动作逆向起动的缘起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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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中国古典舞语言发展

第五章　初期中国古典舞舞蹈语言的生成

第一节　语言生成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内涵　◎９５
第二节　中国古典舞舞蹈语言与戏曲、武术语言的关系　◎９７
　一、“以歌舞演故事”的语言体系　◎９７
　二、“闪、转、腾、挪”的人体文化　◎９９
第三节　从初期代表作品看中国古典舞舞蹈语言的审

美形态及其特征　◎１００
　一、《牡丹亭·游园惊梦》从昆曲到舞蹈的破茧成蝶　◎１００
　二、《春江花月夜》且舞且戏的哑剧化表演　◎１０２
　三、《宝莲灯》古为今用的民族宝藏　◎１０３
　四、《小刀会》章回体小说的舞剧结构　◎１０５
第四节　初期中国古典舞舞蹈语言的审美意义　◎１１０

第六章　中期中国古典舞舞蹈语言的改造

第一节　语言变化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内涵　◎１１５
第二节　中国古典舞的语言实践——— “身韵”　◎１１８
　一、“形”与 “意”的分离

———戏曲具象性语言转向舞蹈抽象性语言　◎１１８
　二、“韵”与 “段”的剥离

———外部形态的模仿转向内在韵律的体悟　◎１２０
　三、“艺”与 “技”的提升

———身体技法的语序转向内蕴神采的语法　◎１２２
第三节　从中国古典舞剧目看 “身韵”的语言特征及其审美内涵　◎１２４
　一、《黄河》语言机制的抽象转化　◎１２４
　二、《源》流转风韵的审美挖掘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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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忆》英雄主义的时代赞歌　◎１２８
　四、《木兰归》刚柔相济的多元语言　◎１３０
　五、《醉剑》挑灯看 “舞”的身体解放　◎１３２
第四节　中国古典舞舞蹈语言改造的意义　◎１３５
第五节　中国古典舞的语言挖掘——— “敦煌”　◎１３７
　一、《丝路花雨》破壁而飞开辟新形象　◎１３７
　二、《敦煌彩塑》魅力 “三道弯”体态　◎１４０

第七章　世纪之交中国古典舞舞蹈语言的转化与发展

第一节　语言转化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内涵　◎１４５
第二节　舞蹈语言转化的特点　◎１４７
　一、《风吟》、《扇舞丹青》动作连接的流动性　◎１４７
　二、《谢公屐》、《龙儿》修辞手段的多样性　◎１５０
　三、《书韵》、《抢鼓》、《踏歌》、《飞天》：文化领域的拓展性　◎１５９
第三节　从剧目看中国古典舞语言转化及其发展的意义　◎１７１

结　语　◎１７４
参考文献　◎１７７
后　记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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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舞在历经６０余年的继承与借鉴的求索

道路上，在开拓与创新的发展道路上，在输进与输

出的形式策略上，在融会与贯通的风格定位上，最

终形成了独特的古典舞蹈形态特征。中国古典舞的

舞蹈形态本体是由一个包罗万象、异彩纷呈的“多

元”形态组成的，从舞蹈教学层面引申至当代舞蹈创

作，从课堂训练范畴扩延至舞台剧目的呈现。中国

古典舞在当代建构时就决定了其特定现状，是由多

种成分并存、多种结构同在、多种语汇交错的“多元

形态”组成，众多要素和成分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中国

古典舞形态的多姿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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