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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中国古典舞身兹的和审美认识，探讨舞蹈专业与戏剧表演专业在韵教学中的异商，对戏剧表演专

业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提出探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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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古典舞作为我国舞蹈艺术中的一个类

别，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

业工作者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较长时期

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和

古典风格特色的舞蹈。(戏尉表演专业学生学习

中国古典舞身韵有很大的必要性，学生在舞台上

想要塑造某些特定人物时，例如古典名著中的小

姐丫鬟、英雄人物等，对中国古典舞身韵的掌握显

得尤为重要。)如果一个戏剧专业的学生在创作

古典人物时，台词非常好，表演状态非常好，内心

感受也很到位，但就是在肢体语言上不伦不类，既

不现代，也不古典，那样的创作只能是以失败告

终。由于教学课时和学生身体条件等因素，戏剧

表演专业的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一直不够系统深

入，为了改进现有的教学模式，应该努力探索新的

教学方法，使戏剧专业的学生能够在有限的时间

里得到有效的训练，实现戏剧专业中“有选择性

的强化教学”。

二、中国古典舞身韵及其审美

“身韵”是“身法”与“韵律”的总称。“身法”

属于外部的技法范畴，“韵律”则属于艺术的内涵

神采，它们二者的有机结合和渗透，才能真正体现

中国古典舞的风貌及审美的精髓。换句话说“身

韵”即“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这是中

国古典舞不可缺少的标志，是中国古典舞的艺术

灵魂所在。

一个成熟的民族舞演员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

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是因为体现了

“形、神、劲、律”的高度融合，这正是中国古典舞

身韵的重要表现手段。“形、神、劲、律”作为身韵

基本动作要素，高度概括了身韵的全部内涵。形，

即外在动作，包含姿态及其动作连接的运动线路。

神，即神韵、心意，是起主导支配作用的部分。劲，

就是力，包含着轻重、缓急、强弱、长短、刚柔等关

系的艺术处理。律，也就是动作本身的运动规律。

这四大动作要素的关系，是经过劲与律达到形神

兼备，内外统一。其规律是“心与意合、意与气

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这都是精辟的概括与

提炼。而这些文字又与元素性动作高度统一、谐

调，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美学理论。

形是指形体外部的动作。它表现为形形色色

的体态，千变万化的动作及动作间的连接。凡是

一切看得见的形态与过程都可以称之为“形”。

形是形象艺术最基本的特征，是古典舞舞魅之依

附，是古典舞之美的传达媒介。

神是泛指内涵、神采、韵律、气质。任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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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神韵，就可以说无灵魂。在中国文艺评论中，

神韵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概念。无论谈诗、论画、品

评音乐、书法都离不开神韵二字。在古典舞中人

体的运动方面，神韵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感觉

的。而且正是把握住了“神”，“形”才有生命力。

“劲”即赋予外部动作的内在节奏和有层次、

有对比的力度处理。比如运动时“线中的点”即

“动中之静”)或“点中之线”(即“静中之动”)，都

是靠“劲“运用得当才得以表现的。中国古典舞

的运行节奏往往和有规则的2／4，3／4，4／4拍的音

乐节奏不大相同。它有更多的情况是在舒而不

缓、紧而不乱，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自由而又有

规律的“弹性”节奏中进行的。“身韵”即要培养

舞蹈者在动作时，力度的运用不是平均的，而是有

着轻重、缓急、长短、顿挫、符点、切分、延伸等等的

对比和区别。这些节奏的符号是用人体动作表达

出来的，这就是真正掌握并懂得了运用“劲”。

“劲”不仅贯穿于动作的过程中，在结束动作时的

劲更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戏曲、芭蕾舞、武术套路

都是十分重视动作结束前的瞬间节奏处理，中国

古典舞更不例外，它有如下几种典型的亮相劲头：

“寸劲”一一体态、角度、方位均已准备好，运用一

寸之间的劲头来“画龙点睛”。“反衬劲”——给

予即将结束的体态造型的一个强度很大的反作用

力，从而强化和烘托最后造型。“神劲”——一切

均已完成，而用眼神及肢体作延伸之感，使之“形

已止而神不止”。除此之外，还有“刚中有柔”、

“韧中有脆”、“急中有缓”等劲的区别。

“律’这个字它包涵动作中自身的律动性和

运动中依循的规律这两层含义。一般说动作接动

作必须要“顺”，这“顺”是律中之“正律”，动作通

过“顺”似乎有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之感。“反律”

也是古典舞律动中十分重要的因素，如“双晃

手”，当臂向左晃时，身要有向右拉之势，才能显

示动作的圆润与韵味。“不顺则顺”的“反律”，可

以产生奇峰叠起、出其不意的效果。一个动作和

动势的走向分明是往左，突然急转直下往右，或者

由向前突变向后等等均是。这种“反律”是古典

舞特有的，可以产生人体动作千变万化、扑朔迷

离、瞬息万变的动感。从每一具体动作来看，古典

舞还有“一切从反面做起”之说，即“逢冲必靠、欲

左先后、逢开必合、欲前先后”的运动规律，正是

这些特殊的规律产生了古典舞的特殊审美性。无

论是一气呵成、顺水推舟的顺势，还是相反相成的

逆向运势，或是“从反面做起”，都是体现了中国

古典舞的圆、游、变、幻之美，这正是中国“舞律”

之精奥之处。

三、与舞蹈专业中国古典舞身韵

教学训练比较研究

在舞蹈专业中国古典舞身韵的教学中，首先

要求从训练的角度开始建立，要同时解决形体训

练、素质训练、技术技巧训练、艺术表现力训练，直

到舞台上形象塑造训练等任务。所以说，解决肌

肉素质、软开度、耐力、爆发力、韧性、重心等方面，

对于训练舞蹈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平时还要求加强对人体运动的科学研究，在运动

的幅度、韧带的柔韧性、重心的把握、肌肉能力等

方面都要达到训练的效果。比如“前旁搬腿”要

完成180度，而且还要求主力腿、动力腿都是绝对

的直膝，还要求主力脚半脚尖，控制到最高度，并

保持较长时间(两个八拍以上)。这说明在素质

训练上，舞蹈专业要求向动作的极限发展，训练目

的是解决学生身体的基本素质问题，以跳、转、翻

等技术技巧来增强舞蹈表现力，这被称为技法

训练。

而戏剧表演专业学生是第二学年开始开设舞

台技能课，中国古典舞只是这门课程里的一个阶

段，而且，仅仅经过了第一个学年的形体技能训

练，他们的肌肉素质、软开度、耐力、爆发力、韧性、

重心等方面都不可能达到舞蹈专业学生的水平，

那么在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这一块，我们只能

分配出很小的一部分时间，即集中在2—4个课时

教会学生训练方法，更多的训练只能靠学生课后

去巩固和练习。

其次，舞蹈专业要求牢固把握身韵的元素，包

括基本技法、身法、神韵、呼吸、形、态、点、线等诸

多核心因素，在教学当中，主要基于“从元素出

发，从韵律人手”这样的教学方法，“云肩转腰”、

“风火轮”、“燕子穿林”等的掌握非常重要，“风火

轮”在基本功训练上腰部是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

环动，所有拧、倾、圆都在其中，有很强的生命力，

训练起来要求很高。

而戏剧表演专业教学中，要做到合理分配2

—4个课时让他们了解元素是什么，短句是什么，

而后挑出最能帮助塑造角色的其中两到三个动作

进行重点训练。

再次，舞蹈专业要求在古典舞的训练中，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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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性格化、气质上的感染力，在音乐、组合上的

处理应注重训练“刚武气质”型、“柔韧舒展”型，以及

灵巧敏捷、龙飞凤舞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和要求。

戏剧表演专业在这一点上的要求与舞蹈专业

基本相同，都是注重“神”的训练。

四、怎样对戏剧表演专业中国古典舞

身韵进行有选择性的强化式教学：

1、基本功训练

通过2—4个课时，结合第一学年学生所掌握

的形体技能，教会学生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基本手

位、基本脚位、基本舞姿以及基本步伐。在这个过

程中，始终要把呼吸和神韵以及眼神的训练作为

重中之重。在每一招每一式里，都紧密与戏剧人

物相结合，训练要有针对性、有选择性。比如在教

授女班基本手位、基本脚位、基本舞姿以及基本步

伐时，可以结合《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这个角

色，告诉学生，古典人物的站、立、坐、行都与现代

人有很大的区别，他(她)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

笑都得有古代人的特质。例如现代人正常行走时

是挺胸抬头、双手自然垂直，而“林黛玉”则应注

重“小碎步”、”兰花指”等的运用，古典女性应该

具有”笑不露齿”的含蓄美等等。

2、元素训练

用2—4个课时完成“提沉”、“冲靠”、“旁

移”、“含腆抑”、“横拧”、“旁提”、“云间转腰”等

元素的教授和训练，强调动作的呼吸、韵律等

特点。

在这个环节的教学中，同样应该把每个元素

贯穿到角色人物的塑造里面来进行。例如对男班

进行元素训练时，可以结合《水浒》里的“武松”的

角色进行分析、塑造：武松在上到景阳冈喝酒时，

抬碗一饮而尽的动作可以利用“提沉”这个元素

来表现，在打虎之时，也可运用“冲靠”、“云间转

腰”等元素。只要将所学内容融入到角色创作

中，学生将会对这门课程报以极大的兴趣，从而增

加本门课程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3、塑造人物强化训练

用4—6个课时，进行塑造人物强化训练。过

去戏剧表演专业学生对于舞台上的人物塑造只在

表演课上进行，舞台技能课堂教学过程中没有过。

我认为，本专业可以尝试在舞台技能教学过程中

结合古典名著中的人物，比如《红楼梦》中的“贾

宝玉”、“林黛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

备”；《西游记》里的“唐僧”、“嫦娥”；《水浒》中的

“鲁智深”、“母夜叉”等，将其编排成中国古典舞

身韵组合进行训练。通过这样具体的、有针对性

的练习，让学生学会利用中国古典舞的知识为塑

造古典人物服务，为他们的表演打下坚实的形体

基础，为将来在表演舞台上，在影视剧里塑造更多

更好、形神兼备的人物做好准备。

五、小结

把握戏剧表演专业中国古典身韵教学的特殊

要求，是戏剧表演专业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成功

的关键。在今后的教学中，应该拓宽思路，乐于创

新，从老的教学模式中总结经验，结合新的课堂教

学和训练方法，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取得最好

的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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