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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创作实践对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动作分析课的理解  

作者：朱伯虎  2007-11-17 23:08:56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笔者对传统学科的中国民间舞基础课所带来的直线式思维模式中，寻找解

决的方法及理论依据。针对此课题展开对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分析课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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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届中国民间舞表教合一班的供需见面会像往届一样，在鲜花与掌声中落下帷幕。本场晚会所呈

现的剧目，包括单、双、三，群舞，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自己创作的。尽管有些还很不成熟，但

代表了学生在编创，表演等方面综合能力的提高。之所以表演和教学在我们看来不是很难，是因

为舞蹈学院四年的系统教育，高强度的肢体训练以及专业文化课的学习，包括平日的模拟教学和

为期半年的实习教学给予了我们在表教方面的优势。但相比之下，编创能力的训练对我们来说就

困难很多。没有接受过像编导系那样的学习是次要方面，自身专业训练给我们留下的“接受性”

惰性以及民间舞训练（传统民间舞的教学模式）养成的“思维定式习惯”让我们似乎很难走出这

个“怪圈”。随着民间舞系教学的不断进步与完善，以及社会需求的扩大化，对毕业生表演、教

育、编创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民间舞动作分析课的出现让我们对民间舞编创有了新的思考与

认识，暂且不说这门课有多大成效，对民间舞的编创能力有了如何的提高，但在我看来还是有一

定收获的。我论述此观点的目的并不是想夸赞这门课已经达到了一个如何的高度或给我们带来如

何雪中送炭般的帮助，也不想对此课程指手画脚，应该如何如何，那是前辈们该作的。作为学

生，我只想通过这几年的学习，谈一谈我对这门课的认识与理解，谈一谈如何从一个点，到一个

逗号、句号、感叹号。 

 

一、目前民间舞系学生在编创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当我刚进舞蹈学院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能学到很多不同民族的舞蹈，从最简单的体态、

动律、动作逐步过渡到短句、组合、剧目。可以说，民间舞的动作语汇是最丰富最能表达情感

的。凡事都有两面性，最大的优点也许最大的缺点。固定的教学模式使我们产生下意识的肌肉记

忆，这种肌肉记忆的定律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凝固性的思维定势，更多只停留在单一模仿和记忆动

作的层面上，而没有从根源出发，挖掘其内在含义，更不用说取之精华，从而举一反三了。要强

调的是，民间舞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太过依赖我们所学的知识。我们把所学知识从大

到小完完整整凝固在自己的脑子里。从传统组合到编创组合到剧目，甚至连队形都原搬不动地记

下来。作为学生最初阶段，这是好的，但如果将此原搬不动地运用到编排舞蹈，特别是中国民族

民间舞，我想是不太合适的。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民间舞系的学生将被永远束缚在前人的创作

成果之中，找不到自己的突破点、创新点。或许可以传承民间舞的风格、韵律，但是难以将其精

标签： 教育杂谈

 



髓发展到极致！ 

记得有位老专家上课时，反复强调，不要记顺序，这是材料。民间舞课上所训练的是从肢体到感

觉到心灵的体验，更简单的说是去了解，了解某个民族、地域、文化、人文背景、民俗及民风

等。这是一种用心灵去体验的过程，可以说极其的单纯，却又极其的有难度。我们学习朝鲜舞，

学习韩国舞，学习贾作光老师、查干老师和高度老师不同风格的蒙族舞。这都不矛盾，因为我们

在了解、认识、体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不同风格在不同老师身上呈现出来的不同效果。这是我

们最初需要完成的，是编舞的元素与基础。人们似乎总把“编创”一词放在嘴边，可“编”与

“创”是有区别的。编是把已有的东西编织、组合起来，是一个组合、拆解、再组合的过程。

“创”是在原本没有的基础上生成出来新的事物。中国舞更多的是编导，而不是创作者是因为其

作品都有背景及根源，不是凭空想象的。中国民间舞来自民间，是在民族地域的基础上提炼出来

的。作为学生接触编舞的时候，不能单单地把老师的某个动作或组合，习惯地呈现出来。我们要

学会思考，学会在向着前人方向迈进的同时，回顾自己所拥有的。学院派民间舞本身就是一个民

族文化的结晶，我们是否能透过这个发光的球体看到其内在更基础的东西，这是我们更应该思考

的。目前很多学生的惰性太大，不是肢体训练的过程，而是心灵体验的一种释放。要知道在当今

的舞蹈世界，简单的“一八〇”，循规蹈矩的艺术创作，已远远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出其不意

的创新效果才能吸引欣赏者的眼球。 

二、民间舞动作分析课的原因 

之所以开设动作分析课，一方面使民间舞教学变得更加充实与完善，另一方面使学生从中受益，

综合能力，特别是对课堂民间舞的更深一步了解以及编创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民间舞动作分析

课是与我们平日所学的民间舞课相结合的，是在学习不同民族舞蹈的基础上生成的另一种理解与

认识的方法。“民间舞动作分析”，顾名思义，是对民间舞动作——肢体语言表达方式的分析。

想分析透彻，首先要对平日民间舞动作要了解透彻。 

例如山东鼓子秧歌。大家都知道鼓子秧歌的特征是稳沉抻轫，腰部的不同发力中产生的不同韵

律，在大开大合的动作过程与动作衔接中体现鼓子秧歌的特点。这是最本质的特征。更重要的是

知道为什么大开大合，为什么稳沉抻韧。那就需要透彻的了解民族文化。鼓子秧歌是在山东传统

文化的浸润、鲁北自然环境的陶冶下形成的。频繁的战乱、贫瘠的土地和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

当地群众吃苦耐劳、耿直、不畏强暴的性格。三四斤重的鼓子套在手腕上，托、抡、撩、劈、

跑、转、跳、蹲地的动作才不会吃力。研究鼓子秧歌的民间舞蹈文化，是为更好地进行民间舞动

作分析课作准备。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透彻的了解、理解民间舞的民族文化。只有在这个基

础上，我们才能去体会拿着鼓跳舞的身体韵律以及腰带动的全身应该是什么运动路线。上课老师

引导我们，可以这样，不能那样。我想也是为了遵循每一个民族动作特点的规律吧，只有准确的

把握了一个民族舞蹈的规律，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的，而什么是不能改变的。换句话，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的在把握一个民族风格的情况下进行演绎和编创，使呈现的效果不脱离

原知识，体现出民间舞的特征。 

在我看来，民间舞动作分析课，也可以叫民间舞编舞课。是对课堂民间舞动作进行解析，从民间

舞动作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实践活动，是在透彻理解民间舞动作及深厚人文背景的情况

下将所学素材灵活运用的过程。它没有像编导系那样有系统的教材，但同样讲究时间、空间、力

度的把握。每个地域的舞蹈赋予了所要塑造形象的基调与特征，有自己的队形跑位和特定人物间

的关系。仔细回想，编民间舞的大多都是民间舞系出身，对于其他艺术创作者就像蜀道一般，难

于上青天。难道民间舞创作真的如此困难吗？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对一个民族舞蹈文化与背景



有了深刻认识与理解，就会容易许多。但仔细想想，如果民间舞的学生个个都是编创天才，那开

设此课程就没有其本质意义了。我们没有接受过编舞的专门训练，没有系统的技法，更多的是凭

着感觉走，千篇一律的队形，大同小异的动作，略显乏味的调度。民间舞的学生大多都喜欢音乐

编舞法，即根据音乐来找感觉编舞。一般音乐一响，上课的成套动作像投影仪一般陆续呈现在眼

前，除了动作以外，包括舞蹈的结构、内容、形式、队形等一系列要素都不考虑，可以说没有这

样的概念。往往我们“编”一个舞蹈所包含的动作是别人的五倍或者十倍。平日的学习让我们将

所学整套组合铭记于心，但在编创上这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民间舞动作分析课存在的原因与目

的：在充分了解课堂民间舞动作与其民族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分析，解构与再创造。 

 

三、中国民间舞动作分析课的行课过程 

这门课从开始到结课，是从动机与动作发展训练—规定动作训练—舞蹈结构训练—音乐编舞训练

的过程。 

     （一）：动机与动作发展训练。动机训练是将某个民间舞韵律或动作作为轴心，由此横向或

纵向发展的训练。所谓的发展可以是几个或一连串动作，也可以是小的短句，这是不偏离民间舞

文化“轨迹”下完成的，是民间舞编舞的刺激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动机的训练，我们很难摆脱思

维上的惰性以及逻辑上养成的“习惯”。记得当初在课堂上以鼓子秧歌的平圆为动机，展开训

练。这是从对单纯动作的体验入手，来影响民间舞动作的逻辑性。动机训练不带有任何情感，不

具备民间舞风格性。在动机训练不同的时空力，不同质量的延伸、最小的空间作最大的动作，最

低的精力以及最小的动作训练。此训练对民间舞编创有一定帮助，作为学生必须学会观察，回顾

自己所学的及身边一切事物。 

    （二）：规定动作训练。包括传统短句、动作发展、单一元素提取、改变节奏与动作转换方

式的训练。这是动作分析课进行的一个重点。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对所学民间舞知识（包括程式化

动作规则及传统原生态民间舞动作风格）进行分析。在对以上知识深刻理解并掌握的基础上打破

以往的思维方式，将动作进行解构、重组。记得在课上老师让我们对挂鞭组合的原有动作进行分

析。了解为什么这样组合，如何学习在原有的组合基础上进行解构、重组。 

    （三）：舞蹈结构训练。此训练包括情节性结构训练、情感性结构训练、音乐编舞、机遇编

舞等一系列舞蹈解构的训练。这是在最后成形作品之前的过渡训练。在动作与无情感肢体训练的

基础上对作品雏形进行结构，组合。这是对未来作品框架的总体把握，以及表现编排者思路的体

现，是对学生视野界创造力的一个突破。 

    （四）：音乐编舞训练——剧目的呈现。这是在上述要点完成后所延伸的结果，是在动机、

动作、结构、形式、内容都体现的情况下对情感的把握。因为这不是单纯的现代舞，也不是单纯

的编舞课，是在对已知民间舞素材进行认知、体验过程中对其解构，延伸出来的结果。是在绝对

把握民族心态和了解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加以创作者自身的情感，所达到主观想要达到的目的，是

编创者所呈现的舞蹈与音乐融合的过程。把握住民族的心态，才能万变不离其宗，既不偏离民间

舞的轨道也能大胆的去创新。 

     在此我想谈一谈自己在编舞课上从最初的动机到动作训练到结构到最后供需见面呈现蒙族舞

蹈《风中的铃》的过程。当初我们在编排此节目之前想找在马背上颠簸的感觉，为了赋予它一个



  

合理的情节，我们想到了王之涣的《凉州词》。我们想表现一种归来征夫在沙漠中路途中的过

程。记得第一版我们用的就是组合中的摇篮步、胸背、弹拨手等动作。在老师的点拨和自己的不

断思考，发现不能只停留在课堂动作的阶段。但真正面对解构时候，我们停住了脚步，不知前方

的路怎么走。我们害怕自己编出来的不是民间舞，或者碰到不能碰的高压线，但我们不想仅局限

于已学动作的层面。这使我想到了老师课上所说的“什么能变，什么不能变”。你可以改变身体

运动的时、空、力，但不能改变脚、膝盖、全身的动律；可以无限拉长或缩小动作的质量，但不

能改变原有的体态，包括手形、身体、躯干；可以面对不同的方位，使用不同的道具，但不能偏

离此民族原有的轨道，不能违反其民族原有的法则。本着这样一个“法则”，我们开始像拆组积

木一样，重新编排，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不敢说有多成功，但至少是属于民间舞范畴的，是在没

有偏离民间舞轨道的基础上完成的自身的一次实践。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民间舞动作分析课的学习，笔者认为动作分析课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不是单纯的

编舞课，是一门有多种学科支撑的结果，是与民间舞课堂教学实践及民间舞蹈文化等一系列课程

交相辉映，有着内在联系的课程。作为一个中国民间舞专业舞蹈演员，作为民间舞21世纪的后生

力量，我认为有必要进行中国民间舞动作分析课的学习。在这门课中，我们不光从肢体语言解析

的角度得到了训练，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内涵有了深层次的理解，更培养了自己独立创新的思

考能力，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通过自己的理解创作出自己心中的艺术作品！所谓：“一千个观

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多元化思想的融入就像养分一样渗透进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从

而使民间舞蹈在中国这片博大的土地上百花齐放，永葆青春。深刻的理解中国民间舞动作分析

课，更好的了解、认识、灵活运用技法编创中国民间舞，愿更多的同仁，师长来了解、探索这块

领域。为成为中国民族民间舞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为民间舞

蹈的传承与发展谱写下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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