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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在舞蹈表演中的重要性 
刘杨  韩丹妮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00） 

摘要：舞蹈是肉体与灵魂相结合的艺术，是最能激发出观者对表演中情感上的共鸣。舞者在表演过程中需要运用肢体语言展现
出舞蹈作品中的内涵所在，舞蹈作品之所以能看出不同的审美理想与情感，是因为舞者在表演中要发挥出自身头脑中对该作品的想
象。但舞蹈表演不仅仅是单纯的肢体语言表达，表演中如果缺乏“想象”的加持，可以说是单调无味的肢体表演，观者在观看这种
空洞的表演是不会激起情感上的波澜。所以，必须要将“想象”合理且正确的应用在舞蹈表演当中。想象即可以提升舞者的创作水
平，还可以促进舞蹈意境多样化的发展、增强舞蹈情感的渲染力等。因此，本文首先简短的概述了想象的本质，其次具体的分析了
舞蹈表演中想象的重要性，最后深刻的探讨了想象是如何运用在传统文化再现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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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象与舞蹈表演想象的内涵 
想象的本质是人们在头脑中建立新形象的一种心理过程，

是放飞思想，天马行空。它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一种非常特别
的思维形式。从普通心理学中的解释来看，想象可以将人脑海
里的存储的表象进行系统化的加工与改造，从而成为一种新的
形象，其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过程。是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约
束。在心理学中这种新形象就称之为“想象表象”。想象中出现
的事物形象，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超现实的，但深入分析一下，
任何想象，哪怕是最离奇的事物形象，也仍然是以现实中已有
的材料为基础的。想象的结果不论如何超脱现实或者如何丰富
多彩，同样都是属于人脑的机能。人的想象是人的知识进化的
重要条件。从生理机制的角度上来看，想象属于一种人体大脑
机能，是将人脑当中旧的联系通过相应的排列与组合，进而产
生的一种新联系。人脑在想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象可以不是
当前事物的形象，也不是曾经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但仍然是
客观现实的反映。想象与人的知识、经验、思想意识有着密切
的联系，人的意识内容也因此得到了丰富，同时，人自身的知
识水平、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意识对于想象的发展也会产生影响。
我们人类的所有的新发现、新创造，都是从似乎尚未存在的事
物中发展而来的。想象对于科学的发展、艺术的创作，以及广
大人民的学习都非常重要。同样，在舞蹈表演中，“想象”也是
一直贯穿于其中影响着舞者自身以及作品的发展，是舞蹈表演
过程中精神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于情感表达、人物刻
画、意境构建等都起到非同凡响的作用。上文也曾提及到，想
象与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类型进行区分，想象可以
划分为有意想象与无意想象。从舞蹈表演的方面来看，其想象
基本上都是有意想象，在舞蹈动作设计上都是有计划性和目的
性的。而舞者通过自己的表演，将这些有意想象所形成的舞蹈
动作蕴含的内涵与情感全面展现出来。 

二、舞蹈表演中想象的重要性 
人们在想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象可以不是当前事物的形

象，也不是曾经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但仍然是客观现实的反
映。想象与人的知识、经验、思想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丰富
着人的意识内容，同时人的知识、经验和意识也影响着想象的
发展。想象对于舞蹈表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者在人物情
感表达与人物形象的塑造，都需要想象的发挥，如果离开想象，
只是一味的去模仿人物形象在整个表演过程中会如提线木偶般
一样，使舞者肢体动作僵化，情感麻木，以及形象失去真实性。
《西方现代舞史纲》对舞蹈表演中想象的重要性也进行了说
明，书中指出，舞蹈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对于舞蹈当中人物形
象的塑造以及舞蹈形象价值的展现，都需要通过良好的想象发
挥才能够完成。 

（一）想象可提升舞者创作水平 
在舞蹈创作中，想象力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托于

想象，舞者可以对动作进行更加深入的艺术加工和创作，想象

也是舞蹈创作的基础和灵魂。想象不是天生的，它的培养与发
展是与我们生活中对各种文学与不同艺术修养的积累是不可分
割的。每一个舞蹈作品都需要舞者结合自己对该舞蹈的理解、
思考、判断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并加以想想，同时与编导所传
递的创作目的进行相结合，从而实现舞者对于塑造的人物形象
及舞蹈片段的二度创作。只有舞者对动作进行持续不断地二次
创作，才能够实现对舞蹈作品的丰富完善。但是想象力如果缺
乏现实依据的话，就会导致舞蹈作品丧失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以著名的古典舞蹈作用《扇舞丹青》为例，该舞蹈的编导就通
过大胆的想象构思，将我国的传统书画艺术与舞蹈动作进行融
合，从而通过舞蹈将书画艺术的魅力进行动态化的展现，给舞
者者极大的再创作表演空间，充分地调动了舞蹈肢体的表现力，
透过扇子的舞动，深入诠释舞蹈作品的情感，展现作品蕴藏的
艺术魅力，实现舞蹈艺术构想。寻找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基，挖掘其蕴藏在中国传统书法。这个经典的舞蹈作品不存在
任何的剧情冲突，同时也不存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整个舞蹈的
设计都是以编导的想象力为基础完成的，从而达到了一个非常
好的艺术效果。由此可以看出，想象对于舞蹈创作水平的提升
是有着显著帮助的。 

（二）想象可增强舞者对角色信念感 
“想象”，来自于将想象中的事物具像化的能力，信念感，

来自于表演时周围的人、事、物的激发，舞者在进行舞蹈表演
的过程中是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将人物形象和人物情感向
观众表现出来的。在舞蹈剧目的表演当中，往往包含着很多的
人物角色，舞蹈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需要对于舞蹈作品当中的
人物形象有一个全方位的把控，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对人
物的思想情感进行把控，对舞蹈作品当中每一个人物塑造细节
进行反复的推敲，从而将想象力的能动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将
舞蹈动作更加完美的展示给观众。一般舞者对于人物形象上的
塑造主要是来源于生活上的经验，如果只是单纯依靠生活中的
经验去模仿人物形象，欠缺对人物形象想象的再加工，在观者
的视角里此人物形象会缺乏信念感及感染力，只感受到舞蹈动
作和华丽的技巧。当舞者去刻意的记一些角色所展示的表情和
动作的时候，总会在一些细节上出现疏漏，导致观者或者自己
在表演中出戏。当学会运用对头脑中模仿人物进行想象与加工，
相信自己就是角色的本身时，舞者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是
符合人物逻辑的。做出的每一个反应或者动作不是因为这样可
以表演出怎样的感觉，表达出什么样的情绪，而是遇到这种情
况就会有这种反应。因此，在日后的训练中舞者要及时改变自
己的观念，不能只是一味追求基本功及技术上的训练，也要重
视其想象的运用，要将想象融入到训练和表演当中。应该多去
观摩优秀舞蹈作品，并揣摩舞者在表演时对塑造的人物是如何
加以不同的想象对其形象、情感的转变且让观者看到是具有信
服力的，以及不同作品中角色的人物背景和作品背后不同的文
化意蕴。此外，还可以加强与其他舞者的沟通与交流，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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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为切入点，为舞蹈角色的塑造提供全新的灵感与思路，
进一步激发想象能力，最终塑造出更具信念感的人物角色 

（三）想象可使舞者构建表演意境 
著名舞蹈家贾作光老师就“意境”一词进行了精准地论述：

“意境就是景与情的交融，客观的境与主观的意完善结合”，在
这里，它包含着两方面：“意”，犹如一首诗，“境”，宛如一幅
画，“意”往往代表的是艺术家们在艺术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主观
思想感情。舞蹈本身是一种意境与形式非常考究的艺术表演，
通过直观性、艺术性、动态化的肢体动作来传达情意。大部分
舞蹈是在具有相对限制性的场景进行表演，在受到外部各方面
条件的制约下，舞台场景通常无法与舞蹈作品中的意境做到切
实还原，当面临此情况时，舞者需要借助想象再现出自己所需
要的环境，在头脑中勾勒出与此舞蹈作品相符合的表演意境，
使舞蹈在表演过程中达到具有意境美的审美效果。例如，经典
的舞蹈作品《爱莲说》，创作启发来自于北宋文学家周敦颐的《爱
莲说》，它承载着浓厚的诗情画意，并寄托了作者对莲花高尚品
格的思想感情。其实莲花并无意识思想、语言和行为，它是属
于静态化的事物，而人则是动态变化的动物，与莲花截然不同，
是具有主观的思想。舞者如果在表演时想将莲花的形象自然生
动的呈现出，就需要舞者通过丰富的想象能来完成动作之间的
自然交互。通过运用手部做小五花动作绕于胸前，配合后腿微
翘，上身向后倾斜，形成"莲花”形，来想象并理解这是莲花的
缠绕与交织，借助手臂的运动变化和局部自然变化，可以想象
和表现莲花在池塘中自由伸展、缠绕和弯曲时的变化。《爱莲说》
这个舞蹈本身的创作构思，绝不仅仅是将诗句转化为舞蹈动
作，而是深刻领会诗句当中对于莲花品性的描写，通过一种很
特别的写意风格来展现意境。将诗句中对于莲花的称颂，利用
古典舞的技术动作进行完美诠释，按照诗中对荷花外形和气质
的描写，着重强调莲花“出淤泥不染,濯清涟不妖"的君子品德，
展现了东方丽人的高洁古雅之美。丰富的诗意气息和象征性的
叙述手法使《爱莲说》舞蹈作品在意境上得到了升华。 

三、想象在传统文化再现中的运用 
（一）艺术形象的立体化 
我国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是需要舞蹈艺术工作者们不断探索和学习。中华文明因
舞蹈的存在而多姿多彩，而舞蹈是转瞬即逝的时空艺术，在我
国古代有很多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由于缺乏古代舞蹈动态资
料，在对古代舞蹈创作过程中我们会通过图腾、壁画、诗画等，
通过想象创造性的复活图腾以及壁画中的舞蹈形象。比如敦煌
莫高窟 220 窟的壁画《东方药师经变画》壁画中药师七佛伫立
的宝台下，舞伎们脚踩小圆毯、衣带飘舞、纵横腾踏的胡旋舞
的舞姿形象。因胡旋舞已经失传已久，没有实质的动态影像资
料可以作为参考，我国舞蹈工作者便对敦煌壁莫高窟壁画中的
敦煌乐舞艺术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并以此为依据，结合现代的
审美，加以舞蹈工作者本身对敦煌胡旋文化绚丽的想象，创造
性地“复活”了壁画上 “扬眉动”“弹指移项”“扭胯蹶臂”、
“腾踏旋转”的动人舞姿。所创造出的胡旋舞在视觉上更贴近
当下大众对胡旋舞的理解和想象。让胡旋舞艺术更具有生活化、
生动化、具体化，从静态走向动态，通过想象力的加持复活了
失传已久的胡旋舞，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敦煌胡旋舞文化之
中的美好与内涵，仿佛真的遇见那个繁华包容的盛唐，重现了
那片盛世净土。 

（二）舞蹈创编的多元化 
想象力作为舞蹈的灵魂，如果一个舞蹈作缺乏想象力的

话，就会导致整个舞蹈非常的平淡，缺乏艺术观赏性。随着时
代的发展，中国古典舞作品也需要吸收我国更多优秀的传统文
化元素，并将作品的题材和内容进行其想象等方面创新。在我
们通常所见的中国古典舞剧目中，作品的取材大多源于神话故
事、民间传说、历史名人传记等。而女子古典舞剧目《唐印》

在选题上是较为新颖独特的，选取一个出土文物——唐三彩仕
女俑作为人物形象，借助唐三彩仕女俑从雕塑到复活的所见所
舞，一窥大唐丰腴自信，奔放瑰丽的历史风貌。唐三彩仕女俑
原本就是展览在博物馆中的一件历史文物，编导在创编过程中
通过观看史料并且融合自身对唐代的想象。才让观者以唐三彩
仕女俑的视角领略到唐朝的风貌，看到那里的人们把酒言欢、
作词写赋、逗鸟赏花，处处充满着繁华、富饶、开放的气息，
挥酒出编导心中的大唐盛世。这部舞蹈作品抓住了女俑雕塑肢
体僵硬的特点，从女俑复活之初到完全复活，再到回归女俑雕
塑的过程中，人物形象的转变处理的十分细腻流畅。这都是得
益于编导对作品进行大胆想象与创编。在中国古典舞的不断探
索与发展，以及对中华历史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珍贵的史料、绘
画、文物等。会慢慢地寻找到属于不同时代的舞蹈语言，而通
过编导与舞者的想象，将舞蹈作品背后已有的文化转变成更符
合新时代下年轻化的表达，进而让观众更加充分地领略到不同
时代的舞蹈文化与现代审美的碰撞。 

（三）文化美学的传承性 
我国大多数舞蹈作品都是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前提

下结合想象所创作出来的，多以古代壁画、历史文物、美术作
品、诗词歌赋等为线索进行加工与提炼，且注重于传统文化的
传承。在舞蹈作品创作中要多从历史的宝库中发掘出丰富的文
化素材并加以运用，开拓创新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例如《只
此青绿》作品便是如此，它是一部舞蹈诗剧作品是源自古代名
画《千里江山图》为创作灵感。编导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将舞姿
造型与服饰的结合模拟出画中的山峦，开篇的第一个造型中，
舞者双袖下垂，展现的是山脉的纹理，之后舞者转身，给观众
一种山峰迎面而来的视觉冲击。之后舞者出脚，重心下移，展
现的则是山峦的动态变化。通过舞者动作的精妙变化，将山峦
的层峦叠嶂充分地展现了出来。舞者们在作品中展现出身体的
状态是往下沉的，特别像中国山水，力量是往下沉的。在很多
静态的舞姿画面里，会让观众感受到她们的肢体、裙摆、流动
的队形，都具有山石的棱角、有山水相依的感觉。通过她们整
齐而又有力度的动作，你能感受到千里江山那种雄伟的、那种
有力量的魂魄感。给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同时，
在舞蹈表演中，观众也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到《千里江山图》，
对于中华文明的根系和意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结语 
综上所述，在舞蹈表演过程中，想象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

分，而每个舞者的想象都是有所不同的，舞者在具备一定的想
象后能够帮助舞者提升作品创作水平、增强舞者对角色信念感、
构建表演意境等，能够很好的去弥补自身对生活经验不足的问
题。因此，在日后进行舞蹈表演的过程中，要科学有效的运用
想象，注意找准想象与舞蹈表演的契合点，驱使想象为舞蹈表
演更好的服务，增加舞蹈表演的艺术魅力。还应多去提升文化
知识的积累，以呈现更具艺术特性和审美特点的舞蹈作品，使
舞蹈艺术迸发出新的生命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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