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舞蹈创作中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基本形式 

http://www.zwdance.com  发表日期：2008-3-4  来源：艺苑舞蹈网  作者：吴芳兰  阅读次数： 

1073  发表评论>> 

 
  舞蹈是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态，是在舞台空间利用有节奏的身体运动塑造出

形象的艺术。时间构成，空间构成，是舞蹈艺术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创作出能够体现自己使命的

名符其实的优秀作品，舞蹈编导要求全面、灵活地学习，掌握与运用前人创造的各种有用的基础

理论和基本形式。 

    一、舞蹈的时间性形式 

    舞蹈不同于绘画、雕塑、建筑……，它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造型艺术，瞬息而过的姿态，不

断地变换空间位置，它的全部魅力在于不停地流动变化中创造出一种动态的美，在时间的推移中

完成意念的表达。它的表达主要是姿态之间的连接，不可能象绘画那样有观众细细品尝的充分时

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发挥舞蹈的表现功能，无疑是每一个编导所不可回避的课题。 

    鉴于舞蹈艺术时间性的特点，在舞蹈中要使作品符合逻辑的发展下去，必须有贯穿整个作品

的统一性和综合性。具备了统一性和一贯性的作品，才能清楚地表现作者的思想和主题内容。作

为舞蹈编导人员要求具备综合性的组织能力。若我们把并不具备一贯性的动作盲目地加以联结，

当然不能给观众传达一种确定的意思，只有用一定的方式联结一贯性的动作单位，才能表达某种

内容。只有在符合表达内容的主题动作按一定的秩序联结起来，并带有一定技巧的时候，动作因

素才能具备一种形式。任何作品都要按适合表达内容的形式和计划展开。为了实现这一点，编导

都需要精通一系列形式，在利用这些形式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新形式。下边举几个常用的舞蹈

时间形式。 

    1、（A、B、A)三部形式 

    （A、B、A)形式的作品，就如音乐作品中的单三部曲式。手法方面第一部分（A)与第二部分

（B)形成对比，第三部分称作再现部分（即完全或加以变化的重复第一部分）。这种形式的构成，

是舞蹈作品里 常见的有效的形式之一。 

    A 是代表作品的主题动作，有统一作品内容的作用。具有新的发展性质的主题动作 B 是为了

和 A 动作产生对比性质被导入的，它的出现给作品增添了活力、气氛和厚度。为了加强主题动

作给人的印象，A 动作在重复时，提倡同原先动作一样，或者在不失掉开初形态主要特征的前提

下稍有变化。那就是（A+B+A)，或者（A+B+A[,1])。 

    编导者除了利用这种联结部分外，还要采取 A 动作与 B 动作两部分的共同因素，乍一看，虽

然 A 与 B 两部分相比较，好象没有一点联系。可 终来说，B 部分还是 A 部分的发展形态。编

导应该使 A 和 B 两部分之间联系变得圆浑、符合逻辑要求，把各个段落部分的不同性质明确起

来。这（A、B、A)形式的作品有一定的平衡与统一性。 

    2、回旋曲式形式 

    这种形式的结构为若干（三个以上）的主题动作之间分别插入对比性不同的动作，即主题动

作、插入动作交替进行的结构。 

    A 主题动作在反复过程可以有细微的变化，如 A+B+A[,1]+C+A[,2]+D+A[,3]+……，这样可

以多次反复运用，只是不令观众厌烦，增加兴趣为限。这就需要与 A 以外的动作默契地配合和

有个性地发展。 

    回旋曲式同（A、B、A）三部形式一样，要保持部分动作之间的宝贵联系，保持延续性。另

外，既要保持部分虽受主题动作制约，然而要有新鲜特征而发展、变化。 

    3、变奏曲式形式 

    变奏曲式要求在主题动作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表现手法，使每一个动作在变化中具有一

定的独立性，但并不改变主题动作的基本因素与特征，对比一般也不强烈，整个作品始终还是力



求它的统一性。 

    4、卡农形式 

    此种形式在出现两个舞群以上的群舞中使用较多，独舞却不能用。如图： 

    第一群： ｜A｜B｜C｜D｜X｜ 

    第二群： ｜X｜A｜B｜C｜D｜ 

    它就如歌曲演唱的轮唱形式一样。当第一组做完 A 动作后开始做 B 动作时，第二组接着做第

一组做过的 A 动作。然后，第一组按动作小节 B、C 发展下去，第二组接过第一组动作，但总是

保持晚一节。这些都在同一舞台上同时发生。动作 A 与 B 变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现象，

能给观众以特殊的兴趣和印象。四个群舞的卡农形式效果也不赖。 

    上边谈到的是时间性形式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在这种形式上再结合空间条件和舞群的数量条

件，将会展现美丽而动人的场面。 

    二、舞蹈的空间运用形式 

    舞蹈空间的运用研究，是编导们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环节。空间运用的意义即

是对舞台空间的把握，以便为动作美开拓展示的空间，如人体三度空间（托举、跳跃），二度空

间（以脚站立舞台为依托的动作），一度空间（地面动作）的运用、扩大、延伸动作对空的占领，

在对比中充分表现人体动作美。然而表现人体动作美仅有对比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要使人体动

作美能尽善尽美地在观众面前展现，还要依靠以下几个方面紧密配合及其发展变化。 

    1、对称的平衡（俗称：对称） 

对称分同时性对称，异时性对称和不对称三种。 

    同时性对称——是指以舞台中央为分界展现在两侧的现象一律一样，有人亦称“镜子反射”。

类似这种对称，在诸如绘画、雕刻、建筑等空间形态艺术中都存在。为什么对称能够给人以美的

感受呢？因为对称具有稳定感，具有统一的、严肃的静止感觉。异时性对称也叫交替对称。象这

种对称只有在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舞蹈艺术中存在。像美术和建筑艺术等不具备时间性的空间

艺术，像音乐只具备时间性而没有空间性的艺术形式中，不会存在这种形式。 

    异时性对称，一般以舞台中央为界，右侧出现的运动现象开始于左侧运动现象结束的瞬间，

运动虽然互为对称，但都不在同一时间，这样可以反复一次或多次。只有在左侧运动的残象还留

在人们记忆中的时候发生右侧运动现象，才能形成如同与同时性对称一样的印象。相反，如果左

侧现象难于使人记住或不鲜明，那么就不会给人对称的印象。原则上讲，异时性对称的右侧和左

侧的运动现象，必须首尾相顾。与上述两种对称比较，不对称则给人以一种有运动，有变化的感

觉。 

    2、舞蹈构图形式的轴心论运动与矛盾论运动 

    轴心论运动是和对称平衡方法相结合的。就是以固定的中央和四角的几点出发的轴心论运动

思想。这种思想在人们的头脑里，直保留到现在为止，还认为是牢不可变的一种宇宙运动的思想。

这种思想，是如何去表现“天圆地方”观念上的五方。即东西南北及中央。它从四角去规划出围绕

着中央，取得平行和交错的线条，构成一种艺术上壮丽和优雅的运动。 

    “轴心论运动在舞蹈上是一种美的运动，……它是传统艺术中积累了几千年形成的一种运动”

（吴晓帮的《新舞蹈概念》）。与之相反的是矛盾论运动。 

    矛盾论运动是舞蹈艺术上代替轴心论运动的一种思想。在我们实际生活的现象中，一切运动

无论是在发展或变化中，都是取着各种矛盾的运动而进行的。如日常生活里的走路来说，四肢在

我们的身体上是取着相对和相反而摆动的，决没有“平行”的存在。又如在我们学习舞蹈过程中，

对于吸收新鲜的知识或运用新技术时，头脑中也起着拒绝和接受的两种矛盾的作用。这种运动是

进步的现象，只有真正所掌握这种矛盾论运动，才能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线条和色彩上的美。 

    轴心论运动，表现了生活内“美”的运动，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会起到装饰性作用；矛盾论运

动所解决表情和节奏在运动中所发生的许多关系。 



    如上所述的两种运动要与对称平衡相结合，在今天的舞蹈构图上，一既要大胆吸收轴心论运

动上的美的运动，又要把对称的平衡方法加以推陈出新。二矛盾论运动在现代舞蹈中，解决了舞

蹈艺术上如何表现思想和传达思想感情的基本问题。如在旧传统舞蹈内，有时必须用词和唱，才

能表达舞蹈的内容。而在现在舞蹈表现上，就不必用词和唱，大家一看到表演者的动作和姿态，

就可以明白它的内容。用了人的动作，已经具体说明了主题上的矛盾关系，虽然不用语言，实际

上却有比语言更深刻动人的“动的语言”，即一种普遍人都能看得懂的语言。我们将这种语言与轴

心论运动上的“美”融合在一起，无疑是一种完整的表现形式，因为它既保存了中国传统舞蹈的特

点，同时又有了现代舞蹈内对比和对抗中获得的一种自然平衡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