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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编导既是舞蹈作品诞生的前提环节．也是推动舞蹈事业

发展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把舞蹈这个特殊的艺

术用舞蹈形象，通过活生生的“动感世界”传达高尚而富有美感

的思想品德。而这种思想是如何而发的呢?其。根”和。源”在

哪里?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创作生活，将生活的素材化为艺术

的语言，是舞蹈编导塑造完整舞蹈艺术形象的前提。我们知道任

何一种艺术作品，她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她的“个性”与“共性”

的客观存在。“个性”是创作者用艺术审视的眼光来创作形象的

集中反映；而“共性”则是人们对艺术作品认可的一种共同的基

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审美要求。

只有创作出具有广大人民群众所需求的、所乐见的基本审美的形

象，我们的作品才是成功的。

一、创作的舞蹈形象要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舞蹈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本民族文化的反映，是一个民族主

体精神的展示，而这种展示要有实在的生活内容。只要真正深入

到本民族的实际生活中去搜集、积累创作素材，那么，我们刨作

的舞蹈作品就能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民族形象。

形象是任何一个艺术作品思想内含的集中体现。舞蹈形象是

舞蹈作品的“中枢”表现，编导通过这个“中枢”的表现，来充

分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内含。行为的出现是人本能的情感反映，情

感则是人的精神载体。因此，在舞蹈的创作中，首先，要融入你

所反映的人、事、物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只要这样，才能被

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舞蹈创作思想在编导者来看，是形、神合一的具有典型特

性的“舞蹈形象”。我们知道，舞蹈总是以它独自的动律和形象

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活习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喜、怒、

悲、乐。使人们能看见美化了的、有节奏的、区别了二生活中人体

的自然动作，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舞蹈形象。例如著名舞蹈表演

艺术家贾作光老师，就是怀着对蒙古人民的热爱，以自己独特的

民族风格及特有的艺术表演和强烈内在情感表现来打动广大观众

的，正因为他能够对蒙古族舞蹈风格和韵味的深刻掌握，因而，

他的作品能够生动的展现蒙占族舞蹈风格特点。其作品深受蒙古

人民的喜爱，所以贾老师才被誉为“草原之子”。上述说明，把

握民族的精神气质，汇入时代的精神风貌，是编导创作的首要

任务之一，也就是说，抓住核心要素，牢牢地围绕着这个“核

心”，才能创作出，“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舞蹈形象和作品。

二、舞蹈创作要源于生活，充分体现舞蹈动态美的特
点

舞蹈的创作要源于生活，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并从具体生活

的场景中捕捉、提炼具体独特性、创造性地表现生活并加以舞蹈

化的基本动态，这个摹本动态成为整个舞蹈作品展开的内核，成

为整体舞蹈形象营造的基石。因而，舞蹈创作——生活是第一源

泉．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舞蹈创作就是有意识地把生活之

动感，通过舞蹈形象的塑造，使其具有舞蹈这个特殊属性的美。

舞蹈美是任何艺术都无法比拟的楷模。因为舞蹈是一种行为，

是看得着的活动雕埋艺术．她有着人们直接感受、撞击心灵的功

能。生活的原形是舞蹈美的基础，舞蹈美和生活美是相互作用

的，只有抓住了生活中的真美，才会有舞蹈中的更美。因而，舞

蹈编导必须从实际生活中去体验、观察、分析，然后把自然形态

的人体美给予加工雕琢，创造出美的舞蹈形象来。就如一块纯粹

的玉石，要经过精美而细腻的雕刻，才能显现出它的价值。舞蹈

编导应用“舞蹈的眼睛”对生活的感受进行分析。始终透着。动

作感”。另外，还强调“托情于物”，要求从事物外部形象深入

到内在性格并赋予其想象意蕴。舞蹈编导还要有超常人的摹仿能

力，这是编导创作思路指向现实的一个途径，也是编导完成“第

二转化”文学式感受转化为动作式感受的重要手段，这些都是针

对舞蹈编导而提出的特殊要求。舞蹈创作绝不同于制造一件工艺

品的纯粹技法，而是从舞蹈家走进生活之时起，就融汇在他日常

观察生活、理解生活以至创作舞蹈作品的每一个环节中，这就是

舞蹈编导以舞蹈艺术特有的“动作感”的眼睛把握现实，表现生

活的能力；与此同时，在这双“动作感”的眼睛后面，却蕴含着

一个社会的人所具有的生活观、艺术观以及审美情趣作为雄厚的

精神基础。当然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的时候，鼍主

要的是找到最初始引起编创感情冲动的生活起点，这就取决于编

导所具备的观察能力，我们把它称作为舞蹈创作的慧眼，这样的

眼睛应该是具有舞蹈专业特性的，这就足说，对于生活的分析感

受始终透着“动作感”的，以此来达到主观的记忆，从而，创作

出既优美生动，又贴近生活的舞蹈动作来。这些舞蹈动作的形

成，客观地反映了生活动作向舞蹈动作乃至舞蹈形象的转换过程

中，舞蹈编导很重要的一项专业职能，就是要有准确的“摹仿能

力”。

三、舞蹈创作要体现独特的风格和色彩
舞蹈创作必须体现独特的风格和鲜明色彩，舞蹈编导在创

作的全过程，最大程度地考虑的是形象贯穿的独特的风格和鲜明

色彩，这是舞蹈主题思想的重要环节。上面我们谈剑，编导在刨

作的全部过程中，以生活动态美为基础的形象创造是创作“源”

的根本，如果我们使该形象具有了个性，突出色彩鲜明的特点．

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才会具有更大的吸

引力。编导在舞蹈的结构过程中，对丁舞蹈形象的总体构成是完

全的创造过程，重要的是研究舞蹈所具各的“形象彩”。研究

“形象色彩”，首先，应提到的是舞蹈语汇的“规范及发展”．

那么，这种规范与发展又从何谈昵?我们的舞蹈先辈总结得非常

好。他们是这样阐述的： “所谓舞蹈语汇的规范化，实际上就是

要求舞蹈的民族风格、特点及其表现形式的准确性，舞蹈语汇标

准的普及性。任何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音特点和标准，有

了这个标准就有了发展本民族共同语言的坚实基础。舞蹈语汇的

规范化与语言的规范化有共同的道理，在民族舞蹈发展的长河

中，逐渐形成优良的艺术规范，对我们保持民族艺术的纯洁性，

对我们学习、继承、发展舞蹈民族风格，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的舞蹈训练和舞蹈表演，都是在规范了的基础上的发

展。蒙古族舞蹈艺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指舞台舞蹈艺术，造就

了一大批的舞蹈艺术人才，如贾作光、斯琴塔日哈、戴爱莲等舞

蹈表演艺术家及舞蹈编导家，他们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威信，是他

们用规范的语汇．通过舞蹈的形式，创造性地塑造了蒙古族、瑶

族等民族不同时期的形象。如由贾作光编舞，斯琴塔臼哈等表

演的蒙古舞《鄂尔多斯舞》：贾作光自编自演的蒙古舞《牧马

舞》：戴爱莲创作的瑶族舞《瑶人之舞》、苗族舞《苗家月》等

等，无论足在创作上．还是在形象表演上，都充分地贯穿了形象

的独特风格和鲜明色彩，取得了完美的艺术效果，因而，他们作

品深受广只人民群众喜爱。

综上所述，舞蹈编导在整个创作中，要始终如一地本着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全面体现舞蹈的动态美，贯彻舞蹈形象的独

特风格和鲜明色彩，充分地表达舞蹈编导的创作思想，使舞蹈这

样的特殊载体，永远散发着她的无穷艺术魅力，给人类带来美的

享受和美的生活。

多年来．能积极地参加本市开展的各项文艺活动，做好组织

开展并负责文艺活动的舞蹈创作、编导、辅导、排练、节目验收

和担任比赛评委等工作，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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