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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千百年来历经动荡变迁与世事洗礼的中国戏曲舞蹈以它独有的传统审美特征，深深

影响着中国近代古典舞蹈的形成与发展，它为中国古典舞蹈所提供的严格的程式，虚拟的表现手

法，阴柔、阳刚的美妙线条，圆润流畅的曲折变化，完善化了的审美意象，丰富的舞蹈文化遗存等这

些独特的舞蹈参照样式，犹如春天的雨露滋润着中国的舞蹈事业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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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戏曲曾经创造

过无数的辉煌，也曾经有过几度的衰落。作为中国

社会人生的大写意，中国戏曲不仅浓缩了无数中国

人的悲欢离合，而且寄寓着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

的生存智慧、道德理想和价值准则。因而，在历史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戏曲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普通中

国人的“第一娱乐”。

然而对于“第一娱乐”的理论研究并不令人满

意。尤其是解放后，除周白贻在《舞蹈》杂志1958年

第2期刊发的《中国戏剧与舞蹈》；宋佳良在《民族艺

术研究》1996年第4期刊发的《戏曲舞蹈的“再现”

与“表现”》；聂乾生在《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1

期刊发的《戏曲中的舞蹈运用》；金浩在《北京舞蹈学

院学报》2005年第4期刊发的《霓裳披新羽，桃李舞

春风——论欧阳予倩与中国古典舞》等专题学术论

文具有鲜明学术观点及研究深度外，其余的小短文，

可参考价值十分有限。在这种状况下，笔者在借鉴

吸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中国戏曲舞蹈

的传统审美观进行研究。

中国戏曲。绵延千年，如果从先秦时代的戏曲萌

芽算起，可以说，历经了漫长的孕育生成的过程。它

从最早的驱鬼祭神的原始乐舞到周秦以来宫廷与民

间的歌舞百戏，再到唐宋的大曲、说唱，可以说，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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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化”一线贯穿。正是以中国古代乐文化为核

心，它才得以吸纳了多方面的文化因子，诸如诗歌、

说唱、表演、杂耍、游艺，等等，最终在宋元之际形成

了王国维所说的“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的成

熟的戏曲形态。[1”如今，戏曲作为一种中国古典的

民族民间的审美文化形态。既取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和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典型的表征，又不可避免

地承受着以西方世界为参照的现代文化的检视。相

对于它曾经拥有的辉煌历史而言，戏曲无疑已经由

往日的“白雪公主”而沦落为现世的“灰姑娘”；在当

今众多的娱乐文化样式竞相争取审美大众的局面

下。它曾经作为中国人的“第一娱乐”的荣耀已不复

存在。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戏衄观众在不断地锐

减。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来说，戏

曲仿佛已成为一种隔世之音。面对这种状况，我们

不能不思考。有着上千年生命力的中国戏曲舞蹈何

以有着如此大起大落的命运?特别是在大众传媒十

分发达，视听手段已相当便捷的今天，戏曲包括戏曲

中的舞蹈何以日趋被人们冷落?为什么一方面是有

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努力振兴，另

一方面却是戏曲与戏曲舞蹈越来越显得曲高和寡?

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于戏

曲本体与它的舞蹈特质的追问，对于戏曲舞蹈审美

 



和文化功能的考察，对于戏曲舞蹈与生态性质的理

解，对于戏曲舞蹈传播与发展规律的把握，等等。也

许，对于当今戏曲与它的舞蹈表演形式被人们无情

冷落的现状，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对于戏曲与它的

舞蹈作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美学特征和它对于近

代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们完

全可以告诉我们的后人，并世代传扬。

戏曲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创的综合性及表现

力极强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一。戏曲艺术昔日之所以

有十分强大的艺术魅力，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艺术

形式对于我国古代传统艺术形式作了成功的吸收、

应用、变革和发展。早在两三千年前，中华民族就产

生了一种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用以抒发人的思

想情感的艺术形式，当时被称为“乐”。这种综合性

的艺术表演形式，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

民族艺术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和广大中国人民在审

美关系上发生广泛的联系。正是在广大中国观众审

美取向的驱动下，历代艺术家经过不懈的努力，使戏

曲艺术集南风北味歌舞于一身，熔文做武功、百戏于

一炉，既能以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故事动情催泪，

又能以轻歌妙舞或险招绝技使人赏心悦目、动魄惊

心。

戏曲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传统舞蹈的精

髓，使古代传统舞蹈中许多技术技巧和表演手段得

以“存活”下来。历史上许多见诸于记载的传统舞蹈

技术技巧，几乎都可以在戏曲舞蹈中找到它们的踪

影。譬如：指法，就有英雄指、兰花指、醉指、怒指等；

台步，就有跪步、搓步、圆场步等。“赵飞燕擅长的

‘踽步’走起来像一枝轻微颤动摇曳的花枝，有人说

这种舞步就是保存在戏曲旦角中的花梆步、跑圆场，

或是梨园戏、莆仙戏的那种俗称蚯蚓步的‘蝶步’，走

时从脚跟到脚掌如蚯蚓般蠕动，步幅小，速度快，躯

体和头部随着扭晃，全身上下轻轻地颠颤，妩媚娟

秀。”[2]102

“戏曲中的舞蹈自成体系，世称戏曲舞蹈”。[3]211

戏曲舞蹈脱胎于早期宫廷乐舞与民间舞蹈，它的风

格特征使我们既能感受到宫廷舞蹈的严格程式，又

能感受到民间舞蹈的风格式样，还能感受到文人艺

术的意趣旨归。

程式性是戏曲舞蹈最突出的特征。袁禾教授认

为“程式是艺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严

格规范的表演套路和法式。程式的出现，是艺术形

式充分成熟和定型的标志”。【．]210宋代宫廷宴飨的

“队舞”和“大曲歌舞”就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舞蹈的

程式性。“队舞”与“大曲歌舞”一般是在“竹竿子”的

“开场白”之后，引导歌舞队上场，继而奏乐、起舞。

歌舞过程中穿插“竹竿子”与“花心”的问答，然后再

起舞，如此反复数次，待歌舞完毕，舞队出场。戏曲

舞蹈的程式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如：戏曲舞蹈中的

“出场”和“亮相”其程式性十分严格。戏曲舞蹈演员

非常重视角色和观众的头次见面，一个好的出场亮

相具有严格的要求，单从动作上就要求按口诀来完

成，即“手、眼、身、法、步”。也就是说：手臂怎样动、

眼怎么看、身上怎样保持协调，走怎样的步法等。还

有，武戏中敌我双方的打斗、接应、布阵、追赶、围困、

被擒、获胜，等等。都是按固定的套路和身段动作来

完成的。几乎每一种身段动作的情感表现，都有相

应的程式。举手投足、嬉笑怒骂，无一不是程式表

演。与此同时，每一种程式又在“行当”的统辖下形

成不同的程式规范，同为“扬袖的程式”，生、旦、净、

丑却各有讲究。即使相同行当的程式，又存在类型

的区别。同是旦角，杜丽娘与陈妙常之情窦初开的表

演就不尽相同。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身段动作，都有

其程式的规范，都必须符合人物、角色的规定情境，

使其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充分显示人物行当的个

性品质。

传统戏曲中的各种舞蹈身段和技巧程式，是数

百年来几十代戏曲艺术家长期创造积累的结果，所

以，或直接或间接地都是来自于生活，并且是为了反

映生活的。但是，戏曲舞蹈中的各种程式，绝不是生

活现象的照搬。它是对生活的夸张、变形、美化和舞

蹈化的结果。在戏曲舞蹈中，程式虽然具有宽泛的

适应性，但不影响角色创造中的个性体现，程式不是

公式化、刻板化的根源。优秀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总

是能在注莺运用程式的同时创造出鲜明的人物个

性。在实践中，规范性和灵活性是紧密结合的，“死

学”与“活用”是辩证统一的，掌握和遵守传统规范对

程式的不断突破、增删和创新同时在进行着。梅兰

芳先生将这一点归纳为：“身段乃是一种有规律的自

由行动。”戏曲谚语也有“知规矩，守规矩，不为规矩

所拘”，“十戏九不同”，“学死了，用活了”，切忌“一道

汤”，不能“千人一面”等说法。[2]108

戏曲艺术的主要表演手段是唱、念、做、打。作

为表现性艺术的戏曲，提炼和表现生活的特殊逻辑

不是模仿而是变形，把生活变形为唱、念、做、打的程

式和手、眼、身、步的身段，即运用经过变形和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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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造型和节律等组成的舞蹈语汇和音乐手段来

表达内容和翅造人物。戏曲中的唱、念，是音乐化了

的“歌”。所谓“歌”，施旭升解释为：“在戏曲中表演

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声乐体系。它主要包括曲牌体和

声腔体两大类。在曲牌体戏曲体制中，曲牌配有唱

词者日‘大字曲牌’，不配唱词者称为‘工尺牌子’，两

者配合运用，且以唱为主，不唱为辅，可以表现社会

人生各种复杂的情景事项。”【5儿¨戏曲中的做、打则

是身段化、节律化之“舞”。在戏曲里可以说“有声即

歌，无动不舞”，以歌舞为身段主要表现内容、刻画人

物，可以说足戏曲艺术个性化的特征。

戏曲舞蹈有别于通常的抒情舞蹈。抒情舞蹈是

表演形式美的具体展现，而戏曲舞蹈不仅善于抒情

表演。而且更主要的是以叙事为主。也就是说，较之

通常抒情舞蹈，戏曲舞蹈在展示特定情境、表现生活

场面、交待事件过程方面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它

能汲取大量生活中的通俗逼真的肢体语言来叙事，

表达所要讲述的内容，诸如以点头、摇头表示肯定、

否定，以双手动作模拟物体形状以及目光、表情显示

事态效应等。戏曲舞蹈中的各种身段动作、造型姿

态，大都源自生活，是生活动作的提炼、加工、夸张与

变形，是生活动作的规范化、节奏化和美化。但生活

本身又是宽广、繁杂的，而删繁就简，以少胜多，以虚

代实和虚实结合，就成了戏曲舞蹈剪裁并重新蝮造

艺术舞台生活的独特方法。

朱文相主编的《中困戏曲学概沦》中指出“戏曲

属于叙事艺术，其叙事的方式是‘搬演故事，．⋯“搬

演故事，须首先将所要搬演的故事编织为情节，写成

剧本。”[3]3”在戏曲中所编织的故事情节又常常用写

实与虚拟手法，这就构成了戏曲艺术的虚拟性特征，

归纳起来有两条：其一，以实用虚，借虚补实，它要求

虚构部分与写实部分的和谐一致、浑然一体，历史真

实、生活真实虚拟化为艺术真实。其二，用虚造实，

凭虚出实。戏曲故事本体大多是虚构而成，即使有

许多剧目的主要角色取自历史上有过的真人姓名也

是如此，所叙之事、所写之人与历史大相径庭。优秀

戏曲中故事本体的用虚，不是胡编乱造。编演古代

题材戏，就必须懂得历史，要从古籍史书中汲取营

养，寻找依据，激发想象。进行虚构时要使戏巾的人

情物理符合那个年代的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

在戏曲舞台上，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时

间、地点、环境、气氛都由演员带来带去。进r假想

的房子，四周的墙壁立即就不存在。绕过设定的树，

树也就不翼而飞了。一桌二椅，可以此刻足张家。彼

时成了李家，既叮当成穷含陋室，又町以说它足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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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苑，忽而变成了地狱，霎时又改作了天堂。一个圆

场，走完十万八千里，几声更鼓，夜尽天明⋯⋯运用

自由。富有弹性，舞台时间和空问的含义，完全由剧

作者和表演者予以假定。

戏曲舞蹈这方面的实例很多，“走圆场”·是一个

极其简单又极其抽象，同时具有象征意义的身段动

作。戏曲舞蹈往往利用“走圆场”来虚拟跋山涉水；

刀、枪、棍、棒、剑，这些道具在戏曲舞蹈中是假的，而

通过演员严丝合缝、惊险奇绝的打斗技艺表现出来

的战场气氛，又是那样的真实可信；桌案叠起的“高

山”，布幅圈围的“城墙”，只是一些假的装置，却是演

员表现翻跃攀跳技巧的用武之地。正如当代戏曲辰

演艺术家程砚秋所说“戏曲本来是假的，但是假之中

却能见其技艺之精。超乎像真。倘若处处求真，势必

减少演员的技术，反ffli失掉表演的精神”。[2]108_109确

实如此，如果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上表演《三岔口》，或

拉一匹真马卜舞台表演《追韩信》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那砦姿势矫健、动作利索的跑圆场、转身、勒马、

挥鞭、高低亮相等成套而连续的动作技巧以及惊险

玄妙的对刀舞技和由此而创造出的声息相闻、形影

难觅的特有的环境气氛都将不复存在。

在传统的戏曲舞蹈表演中，还常常通过大写意

的手法，表现出天南地北、远近纵横的时空意象，或

者，通过各种虚拟的动作、身段，创造出丰富多彩的

舞台意象。如通过水袖、翎子、水发、帽翅等技巧形

式，表现出一些只可意会而难占传的情思。这些身

段技巧表演，既能以“虚”代“实”——以非实意的虚

拟动作传达真实的思想情感，比如激动、忧伤、喜悦

等，又能以“实”引“虚”——用实实在在的人体动作

表现看不见的心境意绪。这种变虚变实、虚实相生

的手法，使其情感的表演深刻、含蓄，比直接的唱词、

道白更能打动人心，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中国历史上，戏曲舞蹈不仅继承了两千年的

舞蹈传统，而且发扬光大了传统的舞蹈精神。首先，

戏曲舞蹈继承发展了传统舞蹈按阴柔、阳刚划分的

舞蹈风格。纵观古代舞蹈的两种审美形态，无论是

周代的“文舞”、“武舞”，还是唐代的“软舞”、“健舞”

都渗透着传统舞蹈的阴柔与阳刚之美。美学家宗自

华曾经指出：“中国人最根本的宇宙观是《易传》上所

说的‘一阴一阳之滑道’。”【6J437实际上，它能使人获

得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的感性与诗意的领悟，对于自

然与社会人生的整体而直观的把握，而阴阳之道则

属于获得这种领悟和把握的一种法式，一条捷径。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阴阳相克相生之道，

是中国人关于天地万物、人间万象的最基本的生成

构造的法则之认识。它既包括一种对于天人关系的

基本理解，更包含着人们对自然现象乃至人类自我

的各种直观的朴素的感悟。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最

为感性的智慧形式，戏曲和它的舞蹈自然概莫能外，

也体现出具体丰富的阴阳相克相生之道。

其次，戏曲舞蹈“以圆为尚”，圆润流畅、曲折变

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圆”者，含有圆满、圆

通、圆融、圆合、圆润等多种涵义。叶长海认为：“圆

者，完美而又虚心也”。[7]15钱钟书认为：“形之浑简

完备者，无过于圆”。[8]1011表现在形态上，圆就是一

种除棱角、化僵硬、去呆滞，在规矩中寻求变化的一

种闭合而周全的图形，首尾相接，无始无终。圆，既

有形态上的完满，也代表着一种理想的境界。所以，

作为一种和谐圆满的理想境界，圆在中国戏曲舞蹈

中成为一种完美图腾，甚至明显地成为一种精神崇

拜。在戏曲舞蹈中无论小手位大舞姿，都讲求循弧

蹈圆，“提襟”、“山膀”、“顺风旗”、“晃手”、“云手”、

“小五化”这些最基本的动作姿态，都规范在“画圆”

原则中。与此相应，又有运动路线圆、动态造型圆、

动作结构圆的“三圆”。曾经担任过中国舞蹈家协会

主席的著名艺术家欧阳予倩老师，在分析戏曲舞蹈

的特点时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戏曲舞蹈可以说就

是一种“画圆的艺术”。[2]110许多戏曲艺术家也不止

一次地谈到传统的戏曲舞蹈的全部动作，无一处不

是圆的。“使起身段来，是大圆套小圆，身段都有

圆”。L2】l¨确乎如此，戏曲舞蹈最基本的一个动

作——云手，就其运动线而言就是不同方向的圆的

结合和发展，此外，如：串翻身、小翻儿、旋子、虎跳、

走丝、穿毛等动作，无一不是人体的圆形运动。只不

过在空间位置、力度、速度、着力点方面有所不同而

已。

第三，戏曲舞蹈进一步完善了传统舞蹈的审美

意象。康德认为，审美意象是“一种理性观念的最完

满的感性形象显现”。[9]339庞德曾就其意象诗的创作

体验而指出：“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

‘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性的复杂经验’，是一

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10]202存在主义

美学的代表人物萨特也指出：“心理意象的本质特

征：它便是对象不在现场但却有所呈现的某种方

式”。[11]258如果从纯粹审美心理的意义上讲，以上关

于“意象”的这种描述还是相当确切的。然而，作为

审美范畴的意象不仅是心理体验层次上的。而且还

与其特殊的形态表现分不开。苏珊·朗格就认为

“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这种

情感的意象既是一种艺术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审美

的幻象”。[1z]129而美国批评家韦勒克则基于西方现

代主义的文学创作更进一步地指出：“意象可以作为

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

在。"[10J203甚至，意象的样式与特质还远不止这些，

特别是在中国的戏曲舞蹈中还有着更丰富的审美表

现。戏曲舞蹈就常以动态视觉意象来传达“象中之

意”，例如，被用作场与场之间的连接，即“过场

戏”——不需台词，仅凭一些动作身段交待情节。在

某种场合，甚至不用唱腔，而靠大段的形体动作来

“说戏”。《挡马》中，杨八姐从敌国返回途中休息时，

误以为腰牌丢失的这一情景，就完全是用一大段身

段动作来表现的。那一组组意象鲜明的身段动作，

既营造出当时的环境氛围，又刻画出八姐的心理活

动，使其机警敏捷、聪慧英武的性格跃然于舞台，起

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牡丹亭》“惊梦”一场，杜丽

娘之所见、所闻、所思的一系列配合着唱词的舞蹈身

段表演，不但将其婉转意会、九曲柔肠的情感抒发得

酣畅淋漓，而且又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意象境界。

另外，戏曲舞蹈的意象表现手法，常常赋予物象

以符号意义，如以鞭象征马，以桨象征船，以红旗象

征火，以绿旗象征水。同时许多身段动作也成为某

种性格情感符号，显示着强烈的虚拟性和抽象性。

例如双手举袖圆场，多象征焦急不安的心绪；不断摇

动帽翅，多表示思虑重重；昂首挺胸，缓步而行，多代

表气势袭人的性格；步履轻盈、动作灵巧，多塑造性

情聪慧的人物。种种具有同定含义的身段动作和道

具运用，共同组成戏曲舞蹈情感表现的符号体系。

第四，戏曲舞蹈成为中国传统舞蹈的遗存宝库。

纵观中国的传统舞蹈，我们如今也只能从史书、历史

文献中找到一些原始的文字记载和部分图式，对于

历史传统舞蹈恐怕谁也说不清究竟是怎样的体态特

征和动作图式，町以说历史上有诸多古代舞蹈，大都

已经失传或被历史湮没了。正如欧阳予倩所说“中

国音乐舞蹈，尤其是舞蹈，从宋朝以后逐渐衰落，原

有的东西几乎大都丧失，很多已不可考。除了以上

的原因。还有就是时间。艺术很难保存，过去除了文

字之外，没有足以保存这些东西的工具。特别经过

战争，一抢一烧一杀，就把积累下来的艺术财富弄得

精光，使我们今天研究舞蹈史的，要想继承民族文化

遗产的人们，不能不从断瓦残砖和仅存的壁画泥俑、

零星的文字记载中寻找痕迹。"[”]200_2们显然。关于

这部分的研究障碍重重，我们只能从考古的角度，找

寻到一点静态的图式，因此，“复活”与“再现”的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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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舞蹈(恢复的只能代表研究者个人对图式的理

解与猜测，并不一定就足那个历史时期的原型动态

全貌)只能算是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唐满城教

授曾说：“他(欧阳予倩)指出文学上记载了很多光辉

灿烂的舞蹈篇章，但是都失传了。现在能看得见，摸

得着的是戏曲中保留的古典舞蹈。继承传统，推陈

出新不从戏曲人手，又从哪里人手呢?"[14]2 01更何

况，“我国的舞蹈艺术。在历史上有那么一个时期取

得很高的成就，也还有些东西遗留下来，我们不能看

作过去什么都没有。唐代舞蹈艺术不管如何辉煌灿

烂，同我们今天比起来，无论是规模之大、种类之多、

色彩之丰富，技巧之精，那是没法子比的；就内容和

意义来讲，那是更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今天的舞

蹈艺术的成就，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没有，也不可能有

的，而且正在迅速发展，成为更新的艺术。我们没有

必要慨叹古代舞蹈艺术的消失。就现有民间舞蹈，

各少数民族的舞蹈、戏曲中的舞蹈、和历史文献(包

括文字、图片、考古发掘的文物等)联系起来加以研

究，看出从古以来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从而学

习古人的有益经验，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对

于创造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正派的新舞蹈艺术，也还

是有帮助的。”[13]247_248可见，创建当代中国的舞蹈

艺术，决不能割裂地来谈中国传统舞蹈流变既成的

历史事实，摒弃已经蕴涵丰富的戏曲舞蹈和古典审

美，舍近求远式地从凭空再造占代舞蹈着手，来建构

中圜舞蹈体系。而脱胎于戏曲舞蹈的当代中国舞

蹈，正是秉承了中圈传统文化的根脉，在继承传统中

又有所创新发展。

放眼中国传统舞蹈的历史流程。从古至今的继

承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这些关系的形成，同

时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途径。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舞蹈

的传承与变异常常是一项复杂而曲折的工程。在具

体创建中国舞蹈体系时，我们应深入系统地研究中

国传统舞蹈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与发展，在被誉

为“活的传统”的戏曲舞蹈中，追溯其生成的历史渊

源与一些典型动作。

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中国当今舞蹈事业之所以

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与戏曲舞蹈遗存的宝贵形式与内

容以及折射出的社会价值不无关系。1954年，北京

舞蹈学院前身北京舞蹈学校成屯时，在欧阳予倩先

生和前苏联专家伊丽娜的指导下，戏曲界的名师马

祥麟、侯永奎、高连甲、刘玉芳、栗承廉等直接参与，

叶宁、李正一、唐满城、孙颖、孙光言、杨宗光、张佩

苍、顾以庄、郭焕贞等老一辈中国古典舞教师，担负

了建立中国舞蹈教材体系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他们
1 64

主要从戏曲中进行提取，同时学习、借鉴芭蕾舞训练

结构方法，制订了最早的适于舞蹈学校使用的中国

古典舞教学大纲。那时的教学大纲虽不完善，但给

中国古典舞学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发挥了它

应有的历史作用。[15]1-2

总之，中国戏曲从本体到形态，从意象到形式无

疑都体现出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大智慧。戏曲

作为一门综合性表演艺术，它不仅容纳了民间舞蹈、

宗教舞蹈、杂技和武术的成分，而且，还有着深厚的

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传统舞蹈的发展进程中，由

于缺乏文献资料记载和大多表演艺术的特点所致，

特别是受害于社会的动乱或频繁改朝换代，一些宫

廷舞蹈，确实已失传了。但值得庆幸的是，戏曲舞蹈

中还保留着丰富的传统舞蹈形式。比如，宫廷舞蹈

的严格程式使我们既能感受到民间舞蹈的风格式

样，又能领略到文人艺术的意趣旨归。戏曲舞蹈的

虚拟表演，使其舞台时空始终保持着不确定性以及

不断变化的灵活性，显示出高度的自由。其阴柔、阳

刚的线条韵律，美妙之极，使中国传统舞蹈之“线”的

艺术和“圆”的艺术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其意象品

质更加鲜明，突出，充分显示出戏曲舞蹈对传统舞蹈

的继承与创新，以有限的舞台时空展示无限的舞台

意象，为近现代舞蹈的情感表现和意象创造提供了

更为精致的形式借鉴。戏曲舞蹈作为一个独特的舞

蹈样式，它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创作积累过程，当中

蕴涵着大量丰富的传统舞蹈、民间舞蹈、武术和杂技

等艺术形式的有益养分，逐渐形成了一套从属于戏

曲表演规律的舞蹈综合形态，是新中国舞蹈事业赖

以茁壮成长的丰富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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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A豁thetics of the Chin姻e d仡ma dance

FENG Bai—vue

I(为ZZPgP o厂A，t5，HP，z口行U矗it，Prsify，K口i／0竹g475001。He挖口”。(hi，z口)

Abshllct：For thousands of years Chinese drama baptiz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lassical dance with its

unique traditional aesthetic styIes and provides it with strict formuIas：mocking gestures，feminine or masculine figures，fluent

inflections，idealized images，affluent cultural heritages in dancing and so on．They have been nurturing the Chinese dance like

the sp“ng raining．

Key words：The drama dance；strict program；feminine or masculine；fluency；aesthetic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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