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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问舞“三道弯”的同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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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间舞是中国的两大舞种，两者都有各自悠久灿烂的舞蹈文化。值得关注的是，它们同在中国文化下发展起来，呈现出不同

的“三道弯”形态。每种舞中都有形、神之差别，首先从形上对中国古典舞“三道弯”的头、腰、足的相似性进行分析。在文化限定上，中国古典舞札法严

格，有强烈的功利性，是供上层达官贵人玩赏的，是娱人的，同时以“气”作为其舞蹈本体观。中国民间舞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与农人日常生活、劳动紧密

相连，讲求“天人合一”，形成中国民间舞独有的农耕信仰。而“袖手、束腰、缠足”这种人体文化限定，也深深影响者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闻舞。三道弯”

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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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间舞是世界舞蹈中的瑰宝，它随着中国数千年的
历史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同时，其成长过程也见证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三道弯”是东方各民族的典型形态之一。。三道弯”是特指在舞蹈中的
头和胸、腰和臀、胯和腿以逆反向度呈s状的形态。这种姿态造型同样也是
中国舞蹈(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间舞)特有的形态特征。如中国古典舞的汉
代乐舞，“翘袖折腰”、“纤腰长袖”所呈现出的“协调的”“三道弯”形态，
敦煌乐舞丰胸、细腰、冲身、出胯、歪头所呈现的直角三道弯、圆曲三道弯
形态。而在中国民间舞中，各民族舞蹈的三道弯形态则是更加丰富多采。如
胶州秧歌“拧碾抻韧”中的“三道弯”，安徽花鼓灯亮相中呈挺拔向上的曲
线造型的。三道弯”，藏族旋子中微颤、上身与胯轻微连续逆向横移，加以
头内在微妙晃动的。三道弯”等等。然而，同属于中国舞蹈的中国古典舞和
中国民问舞，二者同样在中国文化下成长并且发展起来，同样以“三道弯”
作为其舞蹈形态，但它们却不属于同一种舞种，更不属于同一种审美特征。
这种现象的形成，毖然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有传达了怎样的信息，我
将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对比。

1动作形态对比
舞蹈是一种身体语言，它由人体本身这一主要构成材料，通过舞蹈动

作与技巧叙事或者抒情。由于文化与地理差异，产生出不同的舞种，每种风
格的舞蹈都有形、神之区另唾。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间舞形、神都各不相同，
形的差别是第一直感，是最强烈的，它们各有其特有的规格要求及运动轨
迹，并且要遵循着一定的章法。

1．1“第一道弯”——头
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头的基本位置，分别是中正位、中上位、中下位、左

(右)转位、左(右)馆位。左(右)转位要求向左(右)转约25度，左(右)
偏位要求向左右侧倒头约l 5度。中国古典舞中头部的动作。无论是静态造
型或者是动态的运动线，都是以这几个基本位为基础。可以看出，古典舞头
的运动，是以人体垂直线为准，在不脱离人体垂直线的基础上进行头的上下
左右等方向的运动。其角度和运动线有较严的规格，要按照其规格要求做动
作，因此，中国古典舞头的运动有很强的规范性。

中国民间舞产生于民间，是人民心情、情绪的表现，动作没有严格的
规范要求，自娱性是民间舞的一大特征。因此，胶州秧歌中的头没有具体的
位置，它是根据全身各部位不同方向做。横八字”形成弧线运动，配合不断
转换重心当中身体的“拧碾抻韧”，向不同方向映腮而产生出的。第一道弯”。
如果将头部分为上下两部分，那么，古典舞主要是上半部分的运动产生“三
道弯”，民间舞则以下半部分为主要运动点，形成“三道弯”形态。

1．2“第二道弯“——腰
腰作为人体中段，在舞蹈的表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典舞身

韵中，躯干的动作就是腰的动作，“身法即腰法”，同时也包括胸、肩的动作。
中国古典舞身韵基本都是以腰为发力点，以腰为轴，从而带动肋、胸、肩、头
以及手臂动作。形成了中国古典舞身韵上身动作的丰富。腰部主要有提沉、冲
靠、含映、旁移、旁提、横拧着几种基本元素。其共同点是在骨盆相对固定
的情况下，腰椎在垂直轴上作水平移动或者是失状轴做上下弧线运动。

胶州秧歌腰胯动作非常灵活，“扭断腰”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正丁
字拧步中的提拧，腰向右拧上提，并顺势向左送胯。胶州秧歌“三道弯”中
腰胯的动作角度及路线基本都是如此，腰的动作常随重心前后左右等变化，
通常在骨盆不固定的基础上，腰胯向反方向拉出，脱离人体垂直轴而运动，
大大增加了腰胯的运动幅度，产生出”扭断腰”的形态特征。

1．3“第三道弯”——足
中国占典舞中基本的和常用脚型，分别是勾绷快摧撇。是足在踝关键

处做伸、屈、内翻或外翻，配合膝关节的“提”(直膝)、“沉”(弯膝)、“含”

(弯膝压脚跟)、“仰”(直膝提脚跟)，以及膝盖沿水平面划圆，产生出“三
道弯”。中国古典舞下肢动作的准确性，影响动作的完整。如“摆扣步”，捶
撇脚位不到家，膝盖“提沉”配合不准确，就走不出曲线的浑圆与饱满，而
且它很多辅助和连接其他动作的作用也大大减弱了。膝与脚的位置准确及协
调配合形成了中国古典舞“三道弯”中下肢特有的风格特征。

胶州秧歌脚型多是勾与推，其动作讲究“拧碾抻韧”，“拧碾扭”是
动作发力点。中国民间舞，特别是汉族秧歌，都是以脚下的动作作为发力
点，再通过重心的不断转换，从而波及到身体各部位，产生出“三道弯”动
态。如正丁字拧步，脚随重心的转换，要求有拧碾抻韧劲儿。胶州秧歌突出

一个“扭”，“扭”就是以动力脚掌或脚跟拧碾做动作的支点，促使膝部的屈
伸和转动，带动腰和上身各部位的扭动，字下而上形成4三道弯”是其重要
特征。因此，胶州秧歌脚下功夫很重要。

2文化限定
每种不同风格的舞蹈，所表现的动作内在节奏与动作的律动性都有差

异。中国古典舞身韵与中国民问舞的胶州秧歌各自的。三道弯”，已经从形
上分别进行了说明。然而，每种舞种都有形与神的差剐。我将从文亿的大背
景下，去寻找形成两种形与神的深层因素。

中国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发展到封建社会，这几千年的历史发
展中，舞蹈从原始社会的为生命所需逐渐形成我们现在的中国古典舞和中国
民间舞。前者服务于高高在上静坐观赏的上等人，后者则是根植于全民生活
的根本性问题。二者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

从原始舞蹈开始，中国古典舞就带有功利目的和札法意识。祖先崇拜
舞蹈的仪式化，将先王的作为当作“礼”，当成后世尊崇效法的。礼”。周朝
文化上的“制礼作乐”是以“乐”为。礼。，本意便是“敬神”，使中国古典
舞的礼法意思被加以强调。儒家学派最为重视乐舞中的礼法意识，其礼乐
观、礼乐制作之动机已经决定了中国古典舞礼法意识的内涵。这都是因为其
欣赏者是高高在上的封建统治者，他们是社会的最高阶层，是权利的最高代
表。舞蹈在宫廷中是供达官贵人玩赏的，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化舞蹈。他们的
个人好恶和心血来潮决定着舞蹈的形式与内容，也决定者舞蹈的命运。观与
演在社会等级上有严格界限，遵循着严格的礼法。因此，中国古典舞的表现
内容和表达形式受到极大束缚和局限，它不具备自娱性，只是娱人的。

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体悟不是理解。认为宇宙的本体——。气”
即人的本体，它是联络天与人关系的纽带。中国古典舞。体态八卦、动态阴
阳”，“阴阳”之和在于“气”。“气”作为人体的本体便与以人体及其动态为
物质传达媒介的中国古典舞本体观密不可分。“气”运行的可视现象便是
“云”，“卧云”、“云手”、“云肩转腰”及“圆场”等舞姿身韵的典型动态都
直接与云相呼应。作为本体之“气”的运行规律，体现着真正意义上的“天
人合一”，即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大化”是对于宇宙是否运动和如何运动等
终极问题的看法。它决定了古典舞身韵中“欲左先右、欲扬先抑、欲进先
退、欲冲先避”等从反面做起的基本法则，也决定了平圆、立圆、八字圆的

运动轨迹。这与祖国人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一致，这种生命意识有深深沉
积在中国人的身体文化——中国古典舞中，构成了古典舞以“气”为初始动
力，以“云”为审美意向，以气的回环往复、圆流周转为潜行结构。

“天”在中国文化中，除了“上苍”大意义外，更指高于“人为”的一

切自然本相，指自然造化本身。农耕生活使中国人对天地间自然造化生成万
物的天机倾注极大的热情。“天人合一”营造成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图景．
即“道”的本体，统一于“道”的“天入合一”的世界图景是中国农人们生
存的归宿。中国民间舞作为庄户人不可缺少的部分，作为农耕生活状态的反
映及农耕愿望的祈求形态，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这样的信仰前进。中国民间舞
是对人本身大关照，即生存问题，它不会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的发问，它体现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
的哲学思想。

3人体限定
舞蹈作为人的身体动态的文化．其特殊性是基于对人的身体的特殊文

化限定。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阶层，其意志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意志，也最
终决定了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

中国古典舞的形态，固然受中国人所体悟的宇宙意识的影响，但实际
上是对人体特殊文化限定的直接结果。“袖手、束腰、缠足”就是对舞者的
手、腰、足提出的特殊要求。历史上对舞者身体的特殊文化限定都与这一舞
蹈的最高审美意向分不开。“长袖善舞”说明中国古典舞对人体的特殊文化
限制开始于“袖手”。后是“束腰”，楚王“好细腰”实则是好细腰者“袅纤
腰以回翔”的舞态，因此，就逐渐形成了“楚舞纤腰掌中轻”、“纤腰舞尽青
杨柳”的一代舞风。最后是“缠足”，“缠足”始于舞者，不仅要缠“小”而
且要缠“弓”，使善舞者有“素袜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这种对人的特殊
文化限定不只对舞者，也是对整个社会中所有女性的审美要求，它在创造美

的同时更摧残着舞者的人体。但另一方面，“袖手”限翩了指掌丽放纵了臂
膀，“束腰”限制了腰而放纵了胸、臂。它们出现的时代不同，审美也有所
差异，中国古典舞更加自身审美意向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它特有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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