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共生：“古典舞”的当代呈现 

 
——“舞蹈美学与舞蹈教育论坛”会场深度报道之八 

 

 

  8月12日，高金荣、马家钦、满运喜等教授纷纷发表了演说，或是从不同的艺术流派来介绍、阐述中
国古典舞的审美特质，或是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视角阐述中国古典舞文化体系的当代构建。 
  中国古典舞是我国当代重要的舞蹈样式之一，是一种经过几代舞人的艰苦探索,继承了戏曲、武术等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提炼了东方神韵的审美特质,借鉴了西方舞蹈体系化构建的经验,融铸成这一舞种。其中

北京舞蹈学院以“身韵”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占据主流;还有以复现汉唐舞蹈文化遗存为支撑点的

“汉唐舞派”;以敦煌壁画中的舞姿形象为依据的“敦煌舞派”;以及新近从昆曲中提炼、生成的“昆舞”
流派，虽然各流派之间发展程度不一，但各个流派的训练体系的相对完整，舞蹈语言体系的相对自足，并

已大量累积了以其语言体系为创作基础的优秀剧目目等，在流派纷呈的态势中,展示出“当代中国古典舞”
的独特的风景。 

 

  敦煌舞：挖掘敦煌艺术遗产的“古典”——高金荣 
  高金荣，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研究班。多年来致力于敦煌壁

画舞姿的研究。首创敦煌舞基本训练教材，并亲自执教，培养擅长敦煌舞的演员，为建立敦煌流派的舞蹈

艺术奠定基础。本次美学大会，进行了题为《敦煌舞的特色和审美特征》的发言。 
  敦煌舞是在挖掘敦煌石窟中古代舞蹈艺术遗产基础上而创建的，是一条寻古迹、辟新径之路。1979
年，以敦煌壁画舞姿为素材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上演之后，西北地区开始了敦煌舞教学研究

和敦煌舞教材的创立。艺术家们从壁画静止的舞姿中探索规律，研究神韵，使之变为活的舞蹈艺术。 
  敦煌舞的特色，是对整个敦煌壁画舞姿特色的提炼与概括，不局限于某个时代，而是对壁画舞姿广采

博取，找出各朝代舞姿不同中的相同之处。由于敦煌的壁画、彩塑多为宣扬佛法，因而敦煌舞蹈语汇带有

鲜明的佛教色彩，同时由于其位于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处，带有浓郁的西域色彩。敦煌壁画是以唐代为

主体的，其风格以中原舞蹈文化为主要潮流，接受西域和凉州文化的影响，也即是中原、地方、西域“三

结合”，因此脱胎于壁画的敦煌舞蹈也显示出对唐风唐韵的继承。因此，敦煌舞也体现出和谐、宁静、抒

情的审美特征。 
  敦煌舞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古典舞这一体系。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了形态、风格各异的古

典艺术范式。在中国，“古典”本身便是多元，而非单一。高金荣认为敦煌舞本身也是多元，由于个人的

审美观念、艺术经验的不同，对敦煌舞的美的把握也是于“大同”之中存“小异”，同时由于表演、教

学、编创的不同需要，对敦煌的美也有不同的诠释，应提倡这样的多元化。 
  高金荣还提到，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之下，身为古典舞的人更要面临许多挑战，只有弘扬传统文化，才

能继续保持民族的特色。古典舞的“传统”目前还需要加以特别巩固，坚守“古典”的意义也为了保持多

样化，弘扬民族的传统之美。当代的创新也非常重要，但不能以湮没“传统”为代价。古典舞只有存在更

多的、各具特色的流派，艺术形式、审美，才会更加繁荣、昌盛。 

 

  昆舞：脱胎昆曲展吴地古韵——马家钦 
  马家钦，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编导，曾经创作大型舞剧《干将与莫邪》。2004年开始“昆舞”研
究，并创立了昆舞语言体系。本次美学大会，进行了题为《“意韵”是昆舞的魂脉》的发言。 
  2004年昆曲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引发“昆曲”热潮。受“昆曲”影响，马家钦提出“昆韵”的设
想。 然而，目前的舞蹈语汇均难以准确的体现“昆韵”特色。马家钦以创作舞剧《干将与莫邪》的经

验，寻找一套特有的、足以表达“昆韵”的语言体系——昆舞。 
昆舞是以意念引领身体，挖掘昆曲中优质的“基因”，具备昆曲的审美理念和表演风格，用当今的审美理

念加以保护继承发展的新的中国古典舞舞蹈体系。昆曲的优质基因用于昆舞上可以归纳为“三七字诀”：

在形态特点上，昆舞吸取了昆曲的“含、沉、顺、连、圆、曲、倾”，其中重点在于“连”、“顺”；在

韵律上则表现在“上、下、平、入、推、拉、延。”； 风格特点是：“雅、纯、松、飘、轻、柔、

美”，其关键的特点在于“松”。 
  作为一个语言体系，昆舞自身语言的支柱主要是“背、 掌、推、拉、27点手位”与“五指莲花手
式”。 昆舞的意韵在于动作流动中的延绵不绝，动作连接永远在复调中进行，以意念引领，带动寻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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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律，让意念与身体两者互相转化，使手位单纯、简单而不单调，动作松弛而不松懈，形态淡雅而不无

味，一推一拉之间，含蓄的形神充满了细腻、淡雅、柔美的意韵。 
  昆舞训练主张“先立脑、后立身”，以意为帅，然后身体从之，在传承过程中，昆舞也有其特殊之

处，其十一字诀的局限性和排他性，既是昆舞得以坚持其舞种纯粹的一个保证，同时又是其推广的一个门

槛，于是创始人必须要经受长期孤独的考验。 
  昆舞对于长达近60年的中国古典舞体系而言，还是一支稚嫩的新枝，但她独具一格的吴地雅文化特色
为中国古典舞提供了一种新的舞蹈形态。谈到对昆舞纯粹性的坚守，马家钦毫不犹豫地说：“不需要质

疑。中国人就是要跳中国舞，古典不等于古代，我们现在只是在寻找更为“中国”古典舞。我是中国人，

我应该跳中国”。 

 

  中国古典舞：探古立今  多元一体——满运喜 
  满运喜，中国古典舞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本科班首届毕

业生，本次美学大会进行了题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审美传承与精神追求》的演讲。 
  中国古典舞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核心的不断继承与精神层面的不懈探究上，“解决

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古典舞发展道路上永恒的命题。 
  追溯古典舞的发展历程，研究继承传统戏曲开启了中国古典舞当代建设的传承。作为古代舞蹈的延

续，戏曲舞蹈保存了相对完备的形态，对戏曲舞蹈的研究并从中提取传统美学因子，在构建当代中国古典

舞的初始阶段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并由此揭开了中国古代舞蹈的复兴的帷幕。而“身韵”，是古典舞得

到了从“形”到“神”的飞跃。“身韵”的出现，让古典舞走出了低谷。 “身韵”是对戏曲身段的再次

提炼的成果，它使中国古典舞摆脱了原来“拘于形”的桎梏，最终完成了戏曲舞蹈从外在形态到内在意蕴

的升华。毋庸置疑，戏曲舞蹈不仅对中国古典舞最初的形成起到了助产的作用，在处理与现代的审美关系

上，身韵同样功不可没。它的出现将戏曲舞蹈中传统的动作程式进行了质改造，“变其形 杨其神”，建

立起新的动作语言符号的形与质，使得中国古典舞获得独立的形体表现功能。 
  中国古典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下重新创造的体系。其主要依

据，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说中国古典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其核心价值是要立足于

中国美学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几代人对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追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发掘，指导当今中国

古典舞学科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审美形质与理论；它不拘于特定的历史年代或环境的

局限，不拘泥于某种特殊的风格与形象的制约，而是以古典意识的审美原则，传统文化的精神积淀来追求

表现当代人的情感表达，承载现代事物的思维观念。同时具有自成体系的美学原则，鲜明独特的风格特

色，完整的表现手段和严谨的训练方法。 
  中国古典舞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中国舞蹈受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回顾历史，对舞蹈艺

术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儒、道、释三家。儒家的克己复礼，体现在《垓下雄魂》、《挂帅》、《秦王点

兵》等表现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精神的节目中；《道家崇尚的“自由”，乃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它与道家

“天乐”的理想相一致，体现在《扇舞丹青》、《风吟》等节目中；佛家的“极乐”之境，体现于《霓裳

羽衣舞》、《丝路花雨》、《飞天》等节目中。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舞的引入而出现舞蹈审美多元性的语境下，中国古典舞的整体风格在汲取古
典文化思想、追求古典审美形式和趣味之时，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潮流、审美时尚的影响，导致了当代中

国古典舞文化圈内风格的差异，产生了众多以“古典舞名义”的风格与审美界定模糊的舞蹈，创作者个人

主观上对“中国古典舞”舞种属性的理解偏差，中国古典舞所蕴含的内在思想所形成风格的基础遭到侵

蚀。暴露出中国古典舞创作体系的薄弱化，造成中国古典舞语境的缺失。 
  由此可供借鉴的是，敦煌舞蹈、汉唐古典舞蹈的发生及所具有的审美特质，为中国古典舞学科向传统

文化纵向审美溯源中，形成了独特的形质与风格。从学术建设出发，孙颖先生、高金荣教授作为创建中国

古典舞的奠基者，在中国古典舞创建初期，投身于对传统戏曲舞蹈的学习与继承，但最终创建的不同于身

韵学派的敦煌与汉唐，仅再次说明中国古典舞的当代构建，始终要“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母体内，博采舞蹈

资源”（孙颖语），在传统文化的整体继承中实现对传统舞蹈“质”的提炼与重建！断代历史舞蹈的复现

研究及成果、敦煌壁画舞蹈呈现研究及成果使得中国古典舞体系的当代构建获得了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遗

产的滋养和再生。经验向我们证明：只有立足于民族传统之上的继承与创造，才不愧为是当代性的文化创

新。继承即发展，发展来自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滋养下的升发！ 

  当代中国古典舞学科近六十年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基本形成了在舞蹈艺术范畴中已占有主导地位

的、具有传统艺术审美基因的规律性、程式性、典范性的风格属性，以其丰富的跨越历史时空的韵律感、

多彩多姿的古典舞舞目的文化感、情感表意功能所具备的形体语言的艺术表现性，体现出中国古典舞的独

特形质的本体性。 
  历经近六十年，中国古典舞具备了深厚传统文化的继承性、科学系统的训练性、高难度的技巧性、高

精尖人才培养的可塑性、风格流派的多元性，使它从一门单纯培养舞蹈演员的课程建设，逐步发展成具有

独立的审美风格、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基础性的理论体系、继承拓展创新的治学方法、继往开来的舞蹈重

点学科和当代中国独树一帜的舞蹈艺术种类。 
  我们提出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一体多元”的核心概念，即是：1、以完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
化内涵下的完整、科学、有效的教学训练体系为主体，在“中国古典舞”的当代构建中，吸纳和引进多元

古典风格流派，从而全面把握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髓；2、准确继承传统舞蹈文化遗产，在学理研究、风
格流派、剧目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多元发展、全面建设，形成多姿多彩、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中国古

典舞新格局： 
  以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身韵学派的再现 
  以中国古代舞蹈文化形态的汉唐学派的复现 
  以中国文化遗存敦煌莫高窟的敦煌舞蹈的呈现 



  形成当代中国古典舞专业教研室、汉唐古典舞教研室、敦煌舞教研室、科研资料研究室、古典舞音乐

教研室“一体多元”化的学科专业建构。由此开启中国古典舞学科“探古立今，多元一体”文化构建的新

纪元。 
  站在当下的立场上，我们试图这样解析“中国古典舞”的基本概念： 
  中国古典舞是以形体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国文化精神与情感的舞蹈种类，是一个进行时态下的

充满无限生机的舞台表演形式，是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欲求的舞蹈艺术！ 
  从人文、学理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舞就是一种生命经验的载体、美的追求与理想的表达，它承载了中

国文化精神的过去与未来！ 

  结语：多元共生，坚守传统之根 
  中国古典舞走到今天已经有60年的历史，期间生发出众多的流派，可见其本身已逐渐形成了多元共生
的局面。每一种流派都以独特的视角与审美继承传统文化精神，凸显东方神韵，却又有各自不同的形态呈

现。流派纷呈，多元共生。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提倡文化多样性、美学多样性的今天，古典舞工作者们对“古

典”、“传统”的坚守，其意义不仅仅是对于古典文化的追随，更是保证了中国古典舞独具魅力的艺术品

格，为当代社会守住了一片传统精神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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