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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之于舞剧编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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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学经典作品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拥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将文学经典融入到舞剧的编创中，既可以丰

富舞剧的内容与形式，体现舞剧的独特魅力，也可以传承中华文

化的精髓。本文首先分析，文学经典之于舞剧编创的意义与社会

效应，而后从不同侧面探讨其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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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舞台戏剧不同，舞剧作为一种大众喜爱的艺术表现

方式，更擅长抒情表意。将文学经典作品用舞剧的方式搬上舞台，

并且通过舞剧的编排设计来诠释编导对文学作品的独特理解。在

观众对文学经典作品有新解读的同时，感知到不同于书本的文化

内涵和鲜活于眼前的情感世界。文学经典作品本身即具有清晰的

作品结构，完整的精神内核，丰厚的文化底蕴。若以此作为舞剧

故事的框架，具备有“天然优势”的同时，还需要舞蹈编导的凝

练与求新。这样的舞剧不仅能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带来新

的契机，还能为文学经典传播、中国现当代舞剧创作带来新的可能。

一、文学经典之于舞剧编创的意义

以文学经典内容构建出舞剧的主体框架，再进行创作，这一

过程具有多方面意义。首先，依据文学经典本身优秀的文化内涵

可以为现当代舞剧注入新的生命力。文学经典作为人类文化宝库

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对于当代文化的发展与继承

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舞剧的表演形式，将文学作品中

的经典篇章段落，运用舞蹈肢体语言在舞台上重现，进一步提升

了舞剧作品的主题立意和艺术价值。其次，文学经典的舞台化呈

现还可以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个时代，文化交

流变得异常重要。通过将文学作品转化为舞剧作品，可以加强艺

术家和文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对于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与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再者，将文学经典改编为舞剧，还可以赋

予文学作品新的生命力，使其适应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和市场。

舞剧是一种视觉和听觉的艺术，可以促使观众对文学经典作品产

生直接而深刻的感受。以舞剧的表演形式将文学经典名著呈现，

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文学经典，使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和舞

剧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后，以文学经典内容构建舞剧的主体

框架，进行舞剧的创作设计，也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舞剧艺术在不断地创新和变革中，寻求更加深刻地表达和更加完

美的艺术效果。而文学经典作品与舞剧编创的有效融合，不仅能

够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能够为当代文化

的飞跃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文学经典之于舞剧编创的社会效应

文学经典本身就具有文化性及传播性。舞剧运用其独特的艺

术表现方式将文学作品带进观众的视野，既丰富了社会文化，也

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大众化传播，在舞剧创作中要重视由此带来的

社会效应。首先，舞台的呈现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

且更深刻直接地描绘了作品中的内核情感和精神世界。其次，将

文学经典融合进舞剧编创，丰富了社会文化，满足了大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再者，相比于传统的阅读，通过舞剧，观众可以走进

文本中构造的世界，更加生动地领悟作品中的情感和思想。

以经典名著、艺术瑰宝为灵感完成的舞剧编创，亦是一种新

的文化传承路径。例如，2021 年编导韩真、周莉亚创作的大型舞

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据采访悉知舞剧

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这部

舞剧成功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用艺术表现手法

呈现了中国伟大的历史，以及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舞剧传递出

物象之美、意境之美，文化之美。随着“爆款”舞剧的全国巡演，

“挑战青绿腰”短视频的点赞量达到百万，这些足以证明这种新

的文化传承路径，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社会效应。

三、文学经典之于舞剧编创的实现路径

（一）认真研读原作

文学经典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精彩的故事

情节吸引了无数读者。文学经典之于舞剧创作，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种传承，也是舞剧的一种创新发展，亦是一种将文字化为舞

蹈语言的尝试。为保证舞剧作品质量，在创作前，舞蹈编导需要

认真研读原作。对原作有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准确把握原作者的

思想和情感，充分地表现出作品的内在意蕴。首先，在选择文学

经典，研读原作的过程中，要有严格的审美标准，要研究作品的

时代背景、作者思想、文学风格等各方面的特点，从中找到可用

元素。其次，要注意探究原作的基本情节，了解作品中的角色与

心理，才能更好地展现原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也就是说，舞剧

编导需要真正领会到原作中深刻的意义之后，再重新创作，从而

保证舞剧不失原著的气质。基于对原作的认真研读与准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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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选择表现手法，并结合时代特点融入生活元素，创作出以文

学经典故事为蓝本的“新”舞剧故事，在充分呈现原作精髓，表

现原作思想价值的基础上，描绘出属于舞剧编导自身的精神世界。

（二）关注剧中人的心理特点

以文学经典为原型展开的舞剧编创，不仅是呈现一场视听盛

宴，更是一次深度审视人性的旅程。舞剧编导需要关注剧中人的

心理特点，通过舞句、舞段的动作编排，加以配合恰到好处的音

乐和灯光，将人物的复杂心理表现出来。剧中主角的心理变化是

整个剧情的核心，需要通过舞剧节奏与动作呈现人物心理上转折

变化，通过肢体语言向观众述说人物内心思想与情感。除此之外，

动作编排和音乐的配合，也起到了引导和烘托心理状态的作用。

比如，热闹欢快的音乐和生动有趣的动作表现，可以为人物心理

变化做铺垫，而深情缠绵的音乐和哀怨悲伤的动作表现则能够展

现人物心理的压抑和痛苦。最后，灯光效果的运用也是呈现人物

角色心理特点的重要手段。在舞剧中，可以用明亮的灯光和色彩

鲜艳的舞剧代表角色的喜悦和幸福，用明暗交替的灯光则体现角

色的不安和担忧。可见，文学经典在融入舞剧编创的过程中，不

仅要精确提炼文本中角色的心理特点，编导还要善于运用动作编

排，音乐配乐和灯光效果等手段，为观众巧妙展现人物心理特点

的同时，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内在世界。

（三）做到编创忠于原著

1. 忠实于原著叙事结构和情节走向

经典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不同时期人们的

审美价值，展现了人类对生命、情感、人生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和

思考。经典作品以舞剧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从排练到演出的整个

过程中，编导要忠实于原著的叙事结构和情节走向。如此，才能

让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真正的领会到原著所包含的情感和文化

内涵。例如，在把《红楼梦》改编为舞剧时，不能简单地只把里

面的人物和情节搬上舞台，还需要把原著中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内

涵传达给观众。舞剧的表演形式可以多样，切入点和视角也可以

不同，但这一切都应该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并

不意味着在编创中就不能有创新，因为舞剧艺术所体现的是空间

和时间上的变化，舞剧可以增加一些文学作品中没有的场景和独

特的表现手法，使得观众在欣赏时更容易沉浸在舞剧所表达的氛

围中，对文学作品形成新的思考。舞剧编导要找准舞剧与文学经

典的结合点，在忠实于原著叙事结构和情节走向的基础上，有自

己的见解，完成创新性转换，从而更好地展现出文学作品中所蕴

含的精神内核和审美价值，吸引更多观众关注舞剧和文学经典作

品。

2. 忠于原著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导向

基于上文中提到的编导应忠实于原著的叙事结构和情节走向，

笔者同样认为在创新过程中编导应必须忠于原著的基本内涵和价

值导向，带给观众文学、思想等方面的文化熏陶。以经典文学作

品《雷雨》为例，该作品通过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

家庭的悲剧，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对深层社会及时代问题进

行探讨。2002 年编导王玫以《雷雨》为母体，创编了现代舞剧《雷

和雨》。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阐释了角色内心细腻的情感世界。《雷

和雨》是编导自我生命体验的精彩呈现，在艺术探索中成为经典。

忠于原著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导向，可以使观众能够通过欣赏

舞剧表演，体验到文学作品中的感情和类似品质的力量，从而受

到启发。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文学经典作品进行新理解之下的创编，

实现原著故事情节的转换与创新。而作品所持有的特定的价值观

和意义的发扬，可以更充分地彰显舞剧与文学经典经的魅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经典下的舞剧创作可以实现文化的传承，提

升舞剧艺术的魅力，拓展观众的文化视野和审美范畴，为中国当

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舞剧创作中，要注重文学经

典的凝练和创新，并做到认真研读原作、认真揣摩剧中人的心理

特点、忠于原著，为大众奉献优质的舞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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