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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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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 

○ 陕西省歌舞剧院    ◇ 张亚明 

 

   “身韵”从字面上理解，是“身法”与“韵律”的总称。“身法”属于外部的技法范畴，
“韵律”则属于艺术的内在特质，两者间的完美结合体现出中国古典舞的魅力及其审美的精
髓。换句话说，“身韵”即“形神兼备，内外统一，身心并用”的同义语，是中国古典舞的艺
术灵魂之所在。本文从“形、神、劲、律”入手，试论中国古典舞的“身韵”。 

● 形 

 
    凡是一切看得见的形态与过程都可称之为“形”。“形”是形象艺术最基本的特征，如果
没有“形”作为艺术表现和传达的媒介，那么，任何艺术的审美性都是不存在的。当然，不同
民族、不同时代对形式美有着不同的要求和定位。以中国古典舞为例，在“形”的训练上有以
下3点要领：１.舞蹈者的身躯在静止的状态下必须具备自我审美意识与气质。２.掌握动作转化
过程中的路线与轨迹。３.理解“由动到静”或“由静到动”的瞬间变化法则。 
    那么“形”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早已不满足于60年代初中国古典舞所规范的“八个手
位”和若干程式化舞姿的那种审美层次了。在“形”的问题上，首先要注意体态上的曲线美和
“刚健挺拔、含蓄柔韧”的气质美。中国舞在人体形态上强调“拧、倾、圆、曲”的审美标
准，这一点从出土的墓俑和敦煌壁画中不难看出。唐代的“三道弯”，戏曲舞蹈中的“子午
相”“拧麻花”，中国民间舞中的“辗、拧、转、韧”，中国武术中的“龙形”、“八卦”，
无不贯穿着人体的“拧、倾、圆、曲”之美。 
    事实上，舞蹈真正的生命力在于运动的过程。在古典舞中，“圆”的空间美就倍受人们重
视。“圆”有多种表现形式，但不论有多少变化着的“圆”，其根本规律离不开“平圆、立
圆、8字圆”这3种最基本、最典型的运动路线和轨迹。从技法上来分析，不难发现形成人体
“三圆”运动的根本关键在于腰部的动作。以腰部运动为核心的“提、沉、冲、靠、含、腆、
移”这7个最基本的动律元素，不但可以为多种千变万化的“圆”服务，而且可以派生出更丰
富、更典型的以“圆”为特征的舞蹈动作。  
   “身韵”在“形”的训练中，是以“拧、倾、圆、曲”的体态美为重点、以腰部的动律元
素为基础、以“平圆、立圆、8字圆”的运动路线为主体的，以求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 

● 神 
 

   在中国文艺评论中，“神韵”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谈诗、论画，抑或是品评音乐，都
离不开“神韵”二字。究竟什么是“神韵”呢？古人说是一种“无迹可求，透彻玲珑，如空中
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缘，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还有人说“神韵如神龙，
令人见首不见尾，或者首尾皆不能见”。 



    难道神韵真的如此神秘？我认为至少在中国的古典舞中神韵是可以认识，可以感觉的。著
名京剧教育家钱宝琛先生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他说：“开三，劲六，心意八，无形者十。”即
舞蹈动作中，“形”占三分，“劲”占六分，“心意”（即“神”）却占了八分。这并不是说
“形”不重要，而是“形”可以通过模仿来实现，但“劲”和“心意”是必须经过潜心揣摩才
能掌握的。动作的“劲”和“心意”赋予了“形”以鲜活的生命力。当形、劲、心意融汇贯通
于一体之后，便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艺术境界，即“无形”，那才是真正的“形神统一”，
才是舞蹈艺术表现的最终追求。 
    “心意”或“神”是舞蹈者心态和内涵的表达。它的真实涵义是通过自觉的意识、意念、
感觉来支配舞蹈动作，而不是盲目地、程式化地去完成动作，这种自觉的意识同时也包括丰富
的想象力。马不波《论盖叫天》一文中说到，盖叫天之所以与众不同，是他在跳舞时往往把动
作想象成“变化的云彩、飞翔的老鹰、风吹的柳条、冉冉的青烟……”，多么的形象啊！
“形”中的“动律元素”和“平圆、立圆、８字圆”的运动，是与舞者的主观意念紧密相连
的，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提沉”，也是一次由意念支配的艺术过程。所谓“心、意、气”，正
是“神韵”的具体表现。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是传神的工具”，但眼神的
“聚、放、凝、收、合”并不是指眼球自身的运动，而是受内心支配所表现出来的。“形未
动、神先领、形已止、神不止”。这一口诀形象、准确地诠释出形和神的关系。在“身韵”训
练中，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是加强神韵的过程。因此，我们说人体动作中的神韵并不是虚幻、
抽象、不可知的，它恰恰是起着支配作用的艺术之灵魂。 

 

● 劲 
    

    常听到有人这样评论某一演员，说“姿态动作挺好，但劲头不对”。“劲头”指什么呢？
个人认为“劲头”体现在动作的节奏、层次和力度的处理上。中国古典舞的节奏往往与2/4、
3/4、4/4式的音乐节奏不大相同，它更多地注重舒而不缓、紧而不乱、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
“弹性”节奏。无论是戏曲、芭蕾舞，还是武术都十分重视动作结束前的瞬间节奏上的处理，
中国古典舞也不例外。它有如下几种典型的亮相“劲头”：“寸劲”——体态、角度、方位均
已准备好，运用一寸之间的劲头来“画龙点睛”。“反衬劲”——给予即将结束的体态造型以
强度较大的反作用力，从而强化和烘托最后的造型。“神劲”——一切均已完成，用眼神及肢
体作延伸之感，从而达到“形已止而神不止”的演出效果。此外，“劲”还有“刚中有柔”、
“刚柔并济”等区别。 

● 律 
 

   “律”这个字有两层意思，即动作自身的律动性和它遵循的规律。“顺”劲是律中之“正
律”，动作流畅、通顺则能一气呵成，犹如行云流水般。但古典舞还十分重视“不顺则顺”的
“反律”，以达到令观众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一个动作或动势的走向似乎是往左的，突然急
转至右，或者正向前时突变向后。这种“反律”是古典舞特有的，可以产生舞蹈千变万化的动
感。从具体动作上来看，古典舞还有“一切从反面做起之说”，即“逢冲必靠、欲左先右、逢
开必合、欲前先后”的运动规律，正是这些独特的规律使得古典舞具有了别样的气质。无论是
顺水推舟的顺势，还是方向相反的逆向动势，抑或是特有的“从反面做起”，这些都体现出中
国古典舞的变幻之美，是中国“舞律”的奥妙之处。 
    综上所述，人体运动形态的“形、神、劲、律”的完美结合，才是中国古典舞“身韵”的
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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