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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舞蹈的流程可以分成两条路线，一条流向民间，另一条流向宫廷，从而使舞蹈在古

便形成了雅、俗之分。民间舞可以说是平民百姓们自娱自乐的舞蹈，它的普遍性和大众

蹈大体可为功能和娱乐两种。前者又分为祈祷、娱神祭祀舞蹈，既巫舞和以武象功、以文象德的宏大

舞蹈；后者(即娱乐性舞蹈)是专为统治阶级享用的宴乐舞蹈。古代宫廷舞蹈在很大程度上

古典舞”的视阈。 

    中国古代的宫廷舞蹈，可以说是统治者思想观念的产物，以武象功、以文象德，即是明

者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形影不离，而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中国古典舞蹈的美学意识和价值取向，同样决定了它审美取向中的潜意识思维。具体到中

范畴中的潜意识表达，窃以为，集中在“礼”的形意结构中。 

                ““““礼礼礼礼””””：：：：潜潜潜潜意意意意识识识识之主之主之主之主脑脑脑脑    

     

    如上文所述，中国古典舞蹈的功能分为祭祀性的巫舞和歌颂帝王功德的舞蹈两种形式

神来表达世人对神灵的敬仰，以便获取神灵的降福。宏大歌颂的舞蹈，以表现帝王开国

的形式来颂扬帝王的德行和功绩。这两种形式的舞蹈，共同之处可用一“敬”字概言。

范畴内，而礼又是中国传统道德中影响甚大的一个概念。儒家礼乐相合的美学思想，不

的美学规范，更是中国古典舞蹈的道德规范，并且认为美和艺术必须服从于“礼”。美是表

种形式，而美必须有“礼”的约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儒家的这一美学思想在中国古典舞蹈中可

不鲜，其中最典型的范例是：孔子赏西周的《六代舞》，看完歌颂武王功德的《大武》

美矣，未尽善也”；而在看完颂扬舜帝的《大韶》后则感慨道“尽美矣，又尽善也”。

理、道德合为一体才是最高境界，  “尽善尽美”才是审美的最高理想。起源古老的乐

“舞云门时‘奏黄钟、歌大吕’用以祀天神”的礼仪制度，都结构了中国古典舞的“自我意

演舞蹈时人们会有意识地去强调礼节，要思考是否合乎“礼”，是否在“礼”的范畴之

坏”之后，中国古典舞蹈似乎对“礼”的要求逐渐弱化；但至今，  “礼”在中国古典舞蹈中仍未消失

而是作为中国古典舞蹈生成的一个基石，潜在于古典舞的意识中，从“有意识”变成了

代，鲜有以表现男女爱情为题材的舞蹈。个中原因，似与中国传统礼法讲究“男女授受不

女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亮相”有关，认为那是违反道德伦常的。当代古典舞，虽

过时成分，如表达方式完全打破了以往的观念、形式规限，不会有人再提“女子可否上肩

举”的问题，但“古典精神”的传承依然是它安身立命之本。所谓“古典精神”，就是

一个当代阐释，就是“行有节度”、“中正圆融”的思维。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和谐”

写意、象征等抽象表现的东方韵味，“中庸之道”的个体和群体生命和谐表达……诸如此

意识”的当代转义，自始至终传达着一种中华文明生生不绝的主体意识——求“正宗”

精神”。无论是《长城》、《黄河》，还是《霸王别姬》、《林冲夜奔》，亦或袖、剑

兰、竹、菊，目光统统落在开掘国人气质和弘扬民族精神层面，这亦是中国古典舞的求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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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形形形：：：：潜潜潜潜意意意意识识识识之之之之构构构构建建建建                                    

    

    上文已对中国传统美学与中国古典舞蹈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阐述，下面将进一步

动作形态和表现内容上来探讨其传统美学观对它的影响，以及深藏其中的潜意识——“

    从动作形态分析，内收、含蓄、划圆便是中国古典舞的动态特征。窃以为，这是避免

想的体现。例如，当舞人做一个外放的动作时，总是将其动作的最长点收住。如，踢腿

典舞同样讲求“放长”，但芭蕾舞在“放长”的基础上更讲究延伸，而中国古典舞则要求勾

才会使本已放长的腿有所“收敛”，不至于体现出强硬的“霸气”。就算表现以武象功的武舞

也是如此。再者，在中国古典舞中，女性几乎没有开跨的动作，原因可能是如果开跨会

思。而男性在旋转时也没有外放型的动作，吸腿转、跨转均是内收形态的旋转。其幅度

“片大”，但其要领是“头脚相应”形成“圆”，这便使得外张的动作变为内收。凡此

束舞人的“扩张力”，避免“威胁”君王。 

    中国古典舞中随处可见的“顺风旗”舞姿，一臂上举，肘微曲，手心向上做“托掌

“山膀”，呈双向弯曲。要使这个动作做得“形神”兼备，“托掌”手必须与异侧的脚

联。具体分析，若右“托掌”、左“山膀”，那么右手与左脚梢节构成一条轴线，意念上穴位

连，形态上“托掌”手指向内找左脚，而左脚则会生内旋之义与右掌契合，这便形成了梢

图”意象，反之亦然。以此类推，  “托掌”臂中节位穴会主动找异膝穴点，从而使此

内吸引，形成肘的微曲向内、膝的峻拔内收，实现“中轴太极”；而根节相合，自然造成左胯

“环抱”效应，也就形成了肩胯相协的“根轴太极”。与此同时，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种

身和下身之间以腰为轴有明显“s”形内旋，这就造成了整个人体动态的“中和”之象：

曲、拧、倾”的综合“力效”影响下，完成一个球体的“内收”之象。古典舞“抱元守一

转”的特征，展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思维里“立身中正”、“中和圆满”的定式，也正是

式表达。 

    在中国古典舞“身韵”成型之前，乃至于更早些的戏曲舞蹈阶段，舞蹈动态里有一

是“多手舞，少足蹈”。戴爱莲先生1940年回到祖国并在桂林首演芭蕾、现代舞片段时

拉贝斯”，观众立刻哄笑!她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舞蹈方式”。

国人潜意识中被“礼法”观念左右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在公众面前“抬后腿”，

作!这种观念，必然导致中国舞蹈下肢动作的相对不发达…… 

    从以上对中国古典舞蹈的精神内涵和动作形态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礼”这一潜意

国古典舞蹈的影响。 

    现今，在古典舞的表演和欣赏中，虽然更注重的是舞人舞姿的美感和舞蹈的内容，

不再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但“礼”并未因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以及中国古典舞蹈的

踪影。因为，  “礼”已然成为中国古典舞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进入了人们的潜

古典舞蹈的深远影响，仍然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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