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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融合发展之路

　　内容摘要：表现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民族民间舞蹈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已悄然而

生。民族民间舞蹈是不同民族生活与风俗习惯的反映，它深刻表达了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生

活，并在历史长河的激荡中形成了地域性、自娱性、群体性等特点。时代的发展、文化元

素的熏陶，使得顺应时代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变得尤为重要。如何使有深厚文化积淀

的民族民间舞蹈愈加精粹，依然是一个需要我们探知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民族民间舞蹈的

现状考察，分析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地域性民族风格与

现代编创手法相结合等解决路径。

　　关 键 词：民族民间舞　问题分析　路径探索　舞蹈评论

　　作者单位：王岩，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一、民族民间舞发展现状考察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民间舞蹈种类繁多，其艺术形态更是数不胜数。千年的

积淀和流传，使得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蔚为大观，同时也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储存了

大量素材。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一种具有浓厚的民族地域性和民族意识性的艺术形式，其形

式和内容必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追溯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产

生于远古人类的日常生活劳动，是人们在长期积累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原生舞蹈。它最初流

传于民间，而后经过舞蹈专业人士的田野采风而发展成为表演性舞蹈，再由编导对其动律

进行提炼、再创作，进而走向舞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基于此，本文主要考察以下几

种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现状。

　　首先是表现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舞蹈作品，这类舞蹈作品是以各民族人民生产劳作及

与其劳作相关的工具为舞蹈元素和素材；以生产生活中的情感为主线，通过情感的渲染与

观众之间产生高度共鸣，使其呈现出更好的艺术效果。如第三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中的

《酥油飘香》这一藏族舞蹈作品，以军民感情为线索，以藏族姑娘平日劳作的故事为主

线,用藏族少女们活泼热烈的舞蹈动作凸显出深厚的军民之情。这一类型的民族民间舞蹈

作品，有些比较注重技艺的表现，强调用高难度的舞蹈技艺来增强舞蹈的震撼力。如《顶

碗舞》这一舞蹈作品，表演者要将七个瓷碗顶于头上，同时不影响身体的旋转，作品中高

难度的顶碗动作和浓郁的蒙古族舞蹈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是展现民族文化的舞蹈作品，这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具有区域民族文化特点的舞

蹈作品和经过编导凝练概括的舞蹈作品。在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的优秀作品中，具有

区域民族文化特点的作品主要是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律动特征，进行艺术化的提炼整

合、编排加并以结构化，借助不同地域、民族种群之间文化的差异来提升民族民间舞蹈作

品的文化表达。经过凝练概括的舞蹈作品主要是指具有凝练性和针对性的作品。如第六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盛装舞》，该作品以内蒙古西部独有的节日舞蹈文化现象

为创作素材。伴随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和传统的长调，蒙古族人民穿上华丽整洁的盛装，欢

乐地载歌载舞。人们还互相问候一句“阿木尓赛喏”以祝福对方幸福安康。蒙古族人民独

有的豪气与英姿，以及节日的宏大场面都在此作品中得以展现。

　　再次是注重“诗画式” 和“情节式”的舞蹈作品。“诗画式”的另一名称叫“形式

美”。其最显著的特征有三，一是注重舞蹈剧目的表演形式，二是注重作品的浓郁民族风

格，三是编导在创作过程中运用较为多样化的队形和高难度动作，最后是强化表演者的情

绪。历届舞蹈赛事中的许多获奖作品中都有“形式美”的体现，如第二届全国舞蹈大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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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作品《奔腾》、第六届全国舞蹈大赛的参赛作品《鼓舞声声》、第六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舞蹈《盛装舞》、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仫佬族舞蹈《仫佬仫佬背背抱抱》

等。“情节式”是指作品中的情节跌宕起伏、情感充盈， “情感”是其情节的主要连接

点，通过舞蹈的身体语言、舞美、灯光等，将作品中的主题情感诠释至高潮，让观众在情

感上与舞蹈作品产生共鸣。比如在第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中获得编导金奖的双人舞

《老伴》，用山东的鼓子秧歌和胶州秧歌的语汇刻画了一对携手到老的夫妻。该舞蹈生动

地反映了老年人的生活情景，他们互相扶持、陪伴，尽管韶华易逝，但依然有属于他们的

夕阳无限好。

　　最后是“原生态”的舞蹈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生态的舞蹈作品逐年增多，其

创作方向分成两类，一类是新舞风类，另一类是原生态型新舞风类。如第三届CCTV电视舞

蹈《壮族大歌》，编导以新时期壮族人民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为背景和主线。运用“奔

跑”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动作贯穿作品始终，表达壮族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积

极状态，进一步折射了华夏子孙“永远前行”的精神境界；第六届全国舞蹈大赛的参赛作

品《新“阿里郎”颂歌》亦是如此，编导在编创过程中加入新时期的民族精神、民族气

质，丰富了作品的价值。当下原生态的民族民间舞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中的问题分析

　　当下，在文化艺术大繁荣趋势的推动下，文化艺术领域的相互融合和相互碰撞已成为

常态，民族民间舞蹈亦是如此。近年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演和创作蓬勃发展，历届

国家级舞蹈赛事中优秀的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层出不穷，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涌现出了

一批年轻有才华的编导，但并不是每个舞蹈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民族民间舞蹈的编创方

面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1. 民族民间舞蹈风格性的流失

　　我国地缘辽阔，是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因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的不同，

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如何正确地分析、认识各个民族舞蹈的风格性、动律性特征及成

因，是我们从事民族民间舞蹈编创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民族民间舞蹈的特定的风格性，

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生产方式、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民族心

理息息相关。其风格性正是这个民族长期的文化历史积淀。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风格性与编导的编创方式有着莫大的关系。当编导的注意力

集中在技术创作上时，对民族民间舞蹈原有的“生命力”、独特的风格性呈现就会有所遗

漏，使得众多民族民间舞蹈原本包含的审美观念、文化积淀以及相关的地域风格特点，在

创作中逐渐被现代化的思维与技术传达消磨，导致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性越发单薄。如果

编导在创作民族民间舞蹈时，单纯地去考虑它的形式，而不去考虑作品本身应该传达的本

民族的意蕴与内容，就会使民族民间舞蹈失去风格性。在我国56个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

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习惯，这也就形成了各民族舞蹈独特的风格性特点。比如，维吾

尔族舞蹈生动灵巧、舞姿优美，蒙古族舞蹈粗犷豪放。民族民间舞蹈是人民大众劳动智慧

的结晶，因此，在创作的同时，应该注重风格性的表达，贴近生活。比如，仫佬族舞蹈

《仫佬仫佬背背抱抱》，“仫佬”是仫佬语中的“母亲”。编导以“仫佬”为主线，表现

母亲育儿的主题。作品的成功应归功于编导充分了解掌握了当地仫佬族的舞蹈元素和风格

形态特征。

　　2. “原生态”与现代之间“度”的把握不够准确

　　回顾“桃李杯”舞蹈比赛、中国舞蹈“荷花奖”中的民族民间舞蹈原创作品，不难发

现存在一些过于原生态或过于现代的民族民间舞蹈作品。过于原生态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要求，过于现代又有失原生态的民族风格和民间舞蹈文化特征，作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

“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变迁中，起源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舞蹈，即所谓的民间

原生态舞蹈，也随社会形态的变迁而有所变动，因此生搬硬套不能作为舞蹈编导的主要方

式。时代在进步,作为从事民族民间舞蹈编创的专业人士来说，我们所创作的舞蹈作品是

服务于现在以及未来的观众的，但同时又不能过于追求“现代感”而舍弃了“原生态”的

“民族性”。

　　所谓民间舞蹈的民族性，是指各个民族的舞蹈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抽象、毫无意

义的，每一种舞蹈都来源于民间，包含了该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每一个舞蹈动作都饱含情

感，传达出浓郁的民族特点。[1]以生活在高原地带的藏族舞为例，藏民所创作出的舞蹈



动作具有“一顺边”的特点，并且注重保持上身的前倾、膝关节的屈伸，这些都与藏族人

民长期生活的地域环境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各民族民间舞蹈独特的民族性，才使得民间舞

蹈的多样化得到了强化与发展。如在舞蹈《布衣者》中，舞蹈的编创空间新颖，编导摆脱

了惯有的一维和二维空间，编导在吸收现代舞中三维空间的同时，又以布衣者这一群体人

物的内心为出发点，使舞蹈动作语言流畅，整个舞蹈的空间流动感和自由度得到增强。整

个作品既保留了浓厚的原生态舞蹈特质——地域性、民族性，又能够与同时代的人们产生

共鸣，让人们看到了“布衣者”的信仰，既有民族感又充溢着文化自豪感。

　　3. 舞蹈艺术创作的审美规范仍需提升

　　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诗歌应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也

正符合舞蹈创作的审美原则和审美规范。只有用舞蹈去表现现代生活与现代情感的交融，

以及它们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民间色彩，赋予民间舞蹈作品灵魂和生命，才能使其放射出璀

璨的光彩。

　　在对传统民间舞蹈素材的运用上,某些编剧的意愿是要强化作品的民族性、地域性特

色，但由于只是在形式的基础上填内容,一味强调其民族地域特性，从而忽略了受众群体

的审美感受。这种作品因作者的审美观缺乏新意而在原地徘徊，既不传统也不现代，脱离

社会生活的实践必将被新时代的审美所淘汰。在当今审美形态多样化的影响下，人民的艺

术生活越来越丰富，编导更应从生活中的真善美出发，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再与实践体验相结合，从而创作出优秀的舞蹈作品。

　　三、民族民间舞蹈的有效创作路径

　　1. 民族性与时代性相融合

　　民族民间舞蹈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更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反映，它从原始的氏

族社会时期，发展到现代化的今天，从其斑驳的历史身影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时代

赋予它的生机和活力。因此，作为一个舞蹈编导想要创作优秀的舞蹈作品，就必须做到实

地采风、深入民间，从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根源着手，在创作中准确地把握民族舞蹈语言

的特点，将舞蹈的形式、内容、创作技巧三者紧密联系起来，找到三者之间的过渡法则，

把握民族舞蹈语言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点，重塑百姓的真实生活。《中国舞蹈词典》中写

到：“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生活劳动方式、历史文化心态、风俗习惯、自然条件的

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在民间舞蹈比较丰富发达的地区，由于民

间舞艺人的个人气质和技术水平的不同，还会出现同中有异、各具个性特色的情况。”

[2]由此可见，不同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都来源于生活。舞蹈编导必须深入各个民族的基

层生活，善于提取各个民族生产生活中的鲜活艺术形象和舞蹈风格特征。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一种“活态性”的艺术形式，从原始社会时期的载歌载舞发展

到形式多样的今天，不仅代表了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承，更代表了民间舞蹈文化的积淀与发

展，它与人民群众的文化审美息息相关。因此，在实践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应该在民族民

间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根据民间舞蹈文化的地域特点，创作出贴合民间、贴合群众、表现

生活的舞蹈作品。在杨丽萍的诸多舞蹈作品中，如《雨丝》《云南映象》《雀之灵》等，

几乎看不到芭蕾舞的生硬掺杂，抑或古典舞的简单搬用；她的舞蹈主体几乎是纯然的民族

民间舞蹈的荟萃，既保持了历史的、民族的血脉，又确是当代的生命在怦怦跳动。所以她

的舞蹈给人以模糊了原生态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缘的感

觉，是“民族性” 与“时代性”结合的典范、是当代意识与乡土风情的神遇。

　　2. 地域性民族风格与现代编创手法相结合

　　在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编创面临着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多重

挑战。在顺应新时代要求的基础上，尤其是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更应尊重传统文化的精

髓，并体现为结构、舞台调度、音乐节奏等方面的处理。编导应有不拘一格的思维模式，

把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度”，以“民族性”为本，以正确的审美观、艺术观为

指导，在传承地域性民族风格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发展，这样才能创作出被观众认

可的好作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民族民间舞

蹈跨越数千年流传至今依然盛行不衰，傲然地屹立在舞蹈之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

继承与发展之中不断地孕育着时代的创新精神。[3]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实现与时俱进的

传承与创新，不仅要根植传统文化，还应有选择地吸收现代化的艺术审美，实现地域性民

族风格与现代化编创手法的兼容并包。因此，我们要不断借鉴吸收现代化的创新元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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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民族民间舞蹈自身的独特性，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高，根据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

地域性发展特点，取其精华，创作出民族风格与现代化编创手法相结合的舞蹈作品。“壮

美感动着人，优美摄引着人”。以舞蹈《莲》为例，该舞蹈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民间色

彩，情景交融、优美抒情的审美风韵摄引着人。编导充分运用富有东江地区特色的凉帽象

征荷叶，变幻出各种图景。女演员灵巧的双脚和优美的手臂模拟出生动的形象，又通过莲

寄托人的情思，把观众引入特定的意境，领略其蕴含的内涵。

　　3. 增强对“主体架构”的把握

　　考察历届国家级舞蹈赛事中的优秀民族民间群舞作品，可以发现编导通过多种构图形

式的运用，实现了舞台调度、队形、造型、动作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变换。正是作品中的构

图、调度、疏散等多种技术手段的轮番交替，才使“主体架构”在群舞作品中得以凸显出

来。

　　相比而言，好的“主体架构”能使作品更具感染力，那怎样的“主体架构”才算是好

的，是观众能接受的呢？以历届“桃李杯”“荷花奖”、全国舞蹈比赛中的优秀金奖作品

为例，以线性链状密集队形为“主体架构”的舞蹈作品获得了业界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

评，它使密集队形的创作方式得以展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更加科学、合理、突出和强

化思想内涵的，更为先进的“架构”。线性链状密集队形“主体架构”作品的出现，为作

品中有序、线性或者是链状、整体的构图板块联动提供了有力的途径。还以《仫佬仫佬背

背抱抱》为例，作品编导在深入生活并多年打磨的基础上，结合吸收了前辈们创作的智

慧，将妈妈“育儿”这一生活化的场景提升到了出彩的水平。在这部作品中密集队形变化

的运用，呈现出了“梯田式”的唯美画面，线性链状密集队形的运用将作品的主题内涵突

显出来，使作品的形式美被渲染出来。综上所述，作品中的线性链状密集队形的运用使作

品的主旨更加鲜明，也更具感染力，同时让观众领略到了群舞的集体性、动而不乱的整齐

性、以及突出“主要人物”的思想性。这种“主体架构”给我们带来的是画面极净、动感

十足、川流不息的视觉冲击。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汇集成了中

华民族深厚坚实的文化根基，在当下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更要强调民族的自立和自主艺

术品牌的树立，想要使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在当下社会中取得一定的发展，就必须立足传

统、放眼世界，正确对待一切舞蹈流派思潮的影响与冲击，吸收他们的有益养分，不断创

新、发展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一定会以崭新的姿态，立于世

界舞蹈艺术之林。

　　注释：

　　[1]　赵慕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艺术创作

分析》，《黄河声》2019年第四期，第124-125页。

　　[2]　王克芬、刘恩伯、徐尔充、冯双白主编，《中国舞蹈词典》，文化艺术出版

社，1994年7月第一版，279页。

　　[3]　刘皖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兼容并包——浅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

艺术创作》，《舞蹈》2016年第8期，第60-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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