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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和语言是人类传递思想和表达情感的两大重要途径，我

们可以将人类的动作分为功能性动作和表现性动作这两种形式，

其中功能性动作是人类根据人体运动规律所作出的最自然的动

作，而表现性动作是人类根据内心情感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态势所

表现出的动作，舞蹈属于表现性动作的范畴，但又带有功能性

和目的性。在舞蹈表演中舞蹈演员们往往会将内心情感活动，

外化为肢体语言，通过放大、扩张着重的表现出来，并对肢体

动作进行逻辑性和目的性的加工，形成了众多的装饰联合性动

作、表现性动作和说明性动作，继而构成了优美的、富有情感

的舞蹈作品。因此，在舞蹈表演中，舞蹈演员的舞蹈动作在很

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们内心活动的影响。舞蹈表演实际上是舞者想

象—体验—再现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舞蹈演员会逐渐进入到

想象空间和无意识空间。鉴于此，本文重点分析舞蹈表演中的

想象空间和无意识空间，力求达到研究的目的。

1  舞蹈表演的想象空间

1.1 生活—舞蹈表演想象的源泉

艺术源于生活，任何一种艺术表演形式都是对生活的提炼和

加工，舞蹈表演同样也是如此。每一个舞蹈作品从题材的选题

到动作的提取都离不开生活元素，舞蹈动作的形成也是舞蹈编导

在对社会生活观察、体验、感受、思考和分析的基础上，再

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内心变化，进行有意识、有倾向的艺

术加工的过程。舞蹈编导会用舞蹈动作将内心活动进行形象化、

物化和立体化，并确定出思想鲜明、形式完整和情感丰富的舞

蹈主题。然后，再根据设定的主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利用舞蹈专业知识，设计出符合逻辑性和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象

以及不同的肢体动作和环节篇章，舞蹈作品的创作过程才算最终

完成。例如，舞蹈作品《小溪、江河、大海》就充分体现

出了舞蹈与生活的深入融合。舞蹈编导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

表现力，将舞蹈演员幻化成水滴，一滴水、两滴水逐渐汇集成

小溪，流入江河，并最终汇集到大海。该舞蹈作品的成功之处

在于舞蹈编导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通过想象的方式，

将自己的情感进行了物化，实现了从内化到外化的目的，进而

用舞蹈动作来表现大海的世界，是艺术创造的结果。

1.2 舞蹈内容—动作设计的基础

舞蹈动作的设计必须要基于舞蹈内容，不论如何高超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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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都必须要为反映现实生活和表现人物情感而服务。缺乏舞蹈

内容的舞蹈动作，即便是难度再大，技艺再高，观众也难以拍

板叫绝。只有在具有明确主题、丰富情感的舞蹈内容下的舞蹈

动作，才能够让观众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通过舞蹈表演营造

的舞蹈氛围，创造的舞蹈意境，联想自身的经历，并产生情感

上的共鸣和心灵上的触动，继而将舞蹈表演的情节性、艺术性

等美学价值充分的体现出来。否则，舞蹈肢体动作只能够被沦为

娱乐性质的炫技表演，观众的代入感不强，体验差，除了视觉上

看到空乏的舞蹈技艺表演，没有任何的想象空间，致使舞蹈的灵

魂、品格和魅力完全丧失，最终所呈现出的舞台效果自然不尽人

意，更达不到舞蹈表演、舞蹈交流和舞蹈传播的目的。因此，舞

蹈技艺的选取和运用必须要服务于人物刻画和情感表现，舞蹈表

演中的想象必须要始终贯穿于舞蹈创作和表演，这样才能够确保

舞蹈作品能够给予人们无线的想象空间。

2  舞蹈表演的无意识空间

从心理学角度观照，我们可以将人类的心理活动分为有意识

和无意识两大类，其中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

目的而进行的心理暗示或心理安慰，比如学生在考试之前会在心

理进行自我鼓励，以期望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无意识的心理

活动是指人们不由自主、不受控制，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所进行

的心理活动，比如人们高兴时就会不自觉的眉飞色舞等。

舞蹈表演中的无意识空间是指舞蹈演员忘我的舞蹈表演。舞

蹈演员经过技艺的打磨和反复训练，产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达到了物我两忘、人角合一的高超境界。舞蹈是对日常生活进行

提炼、加工、浓缩和升华后所形成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中包

含了人类有意识、刻意的创作，同时也包含了人类无意识的动作

表现。当舞蹈演员经过无数次反复的练习后，一旦他们听到配乐

后就会下意识的作出相应的舞蹈动作，这一心理过程就是舞蹈表

演中的无意识空间。在舞蹈表演中有意识的舞蹈表演和无意识的

内心空间是否存在矛盾呢？实际不然，舞蹈演员塑造舞蹈形象是

循序渐进和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经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初步了解。舞蹈演员需要认识、了解和掌握舞

蹈表演中的每个动作，并经过反复的训练，实现量的积累。第二

个层次，熟练掌握。能够对每个舞蹈动作烂熟于心，通过舞蹈动

作能够领会和感受编舞者的创作意图。第三个层次，融汇贯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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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能够将所有的肢体语言化为无形

的下意识反映，在舞蹈表演中能够做到人角合一。由此可见，

当舞蹈演员经过有意识的反复多次的训练后，才能够实现形体和

心灵的深度融合，并在舞蹈表演中进入到无意识空间，将舞蹈

动作转化为扮演角色的潜意识行为，让观众从舞蹈表演中感受到

角色内心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使得舞蹈表演更具表现力和感染

力 。

在舞蹈表演中，舞蹈演员要想顺利进入到无意识空间，不仅

需要具备娴熟的舞蹈技艺，同时还需要将自己的内心活动转化为

塑造形象的心路历程。这就要求舞蹈演员需要具备积极的心理准

备和充足的知识积淀，能够将自己置身于角色所处的环境，设身

处地、换位思考，掌握角色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舞

蹈演员还需要具备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舞台应变能力，这样才

能够用极具表现力的舞蹈语汇和肢体语言完成从演员到角色的思

想形象转变，并最终将舞蹈作品完美的呈现出来，给予观众良好

的观感。

3  舞蹈表演中由想象空间进阶到无意识空间的策略

将有形的角色扮演幻化为内心无意识的表演，是舞蹈演员提

升舞台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关键。这就要求舞蹈演员需要经过刻苦

训练和反复揣摩，全身心的投入到舞蹈表演中，实现由想象空间

向无意识空间的进阶，具体舞蹈演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强化学习

舞蹈演员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舞蹈技艺，同时还需要具备

较高的文化素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领悟舞蹈动作背后的文化和

思想情感。因此，舞蹈演员在日常训练中应学习有深度、有营养、

有价值的理论知识，扩充知识面，提高自身文化涵养。比如，学

习历史知识，了解舞蹈艺术的发源和传承历程；学习传统文化，

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学习哲学，汲取古今中外哲思先贤们的思

想智慧，净化心灵；学习艺术文化，博采众长，提升自身的艺术

修养。

3.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舞蹈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和综合性的艺术，需要舞蹈演员

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舞蹈表演实践中。这就要求舞蹈演员多

采风、细观察、勤思考，学习更多的舞蹈表演技巧，并在舞蹈表

演实践中进行比较练习，融汇贯通，实现国内外舞蹈技艺的结合，

古代动作技巧和现代的结合，以此来提升自身的舞蹈实践水平。

另外，舞蹈演员还应坚持由内到外、神形兼备、统筹兼顾的原则，

注重对舞蹈角色内心戏路的揣摩，这样才能够将形象刻画的入木

三分。

3.3 持之以恒

舞蹈表演中的无意识空间是量变向质变的重要体现。这就要

求舞蹈演员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刻苦训练，熟练掌握各种舞蹈

动作技巧，将舞蹈动作转化为自己下意识的动作。因此，身为舞

蹈演员必须要具备能吃苦、不怕累、不惧困难的品质，同时还需

要具备不破楼兰终不还，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这样才能够获

得成功，成为舞蹈上的精灵。

3.4 注重细节

同一个角色，不同舞蹈演员所塑造出了的形象是不同的，

艺术家们往往能够将角色演绎的传神到位，而普通演员所演绎的

角色却缺乏感染力，这与细节表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艺术

家们能够抓住角色的细微之处，进而将角色刻画的入木三分。

因此，舞蹈演员在日常训练中，必须要克服“过得去”、“差

不多”的侥幸心理，要养成精益求精的良好习惯，不能忽视一

个细节，不能放松一个环节，一定要确保每个舞蹈动作都细致

到位。

3.5 总结反思

每一次演出都是宝贵的经验，不论演出成功与否，都值得每

位舞蹈演员去好好总结和反思。这就要求舞蹈演员在每次舞蹈表

演结束后，做好检视回顾工作，对表演中的优缺点进行认真总结，

梳理成功经验，分析失败原因，明确改进方向，采取具体措施，以

此来提升自身的舞蹈技艺。

4  结语

综上所述，想象空间和无意识空间是舞蹈表演中舞蹈演员的

两种心理空间，这二者对于舞者舞蹈动作的产生和表现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因此，舞者必须要加强对舞蹈表演中想象空间和无意

识空间的研究，并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情感，在舞蹈表演中充分

发挥自己的想象，进入到无意识的忘我境界，只有这样，所呈现

的舞蹈作品才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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