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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舞姿的意象表达中探索中国古典舞教学的
身心文化观

王庚子

（北京舞蹈学院，北京 10000）

摘要：中国古典舞承袭着戏曲舞蹈之精髓，结合古典韵味的

审美风尚，并不断挖掘和凝练戏曲舞蹈中的思想精华和宝贵经验。

本文以中国古典舞典型的舞姿为主要切入点，探究身法动作名称

的来源，挖掘其对当下中国古典舞的教学成果和价值意义，由戏

曲“意象性”的教学方式延展到中国古典舞教学的身心文化观。

当今，中国古典舞能够成为主流的文化、国舞的象征是历史恩赐

给我们的贡献，我们承担着去丰富它的使命，要从中国传统文化

中探寻各门艺术的共性以及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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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姿名称下的意象营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热爱中国古典舞的老前辈们怀揣着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尊崇与热爱，捕捉到戏曲舞蹈中具有可舞性的舞姿、

身段，随之发展成具有舞蹈性、审美性、民族性的古典舞蹈语汇。

金浩教授在《戏曲舞蹈知识手册》中将中国古典舞继承与学习戏

曲舞蹈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韵律感，其二是内在感，其三

是手段运用的多样化、强烈性。这三种层面对当下中国古典舞的

训练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戏曲舞蹈注重一停一行的舞姿寓意

和动态特点，加以眉眼间一举一动的神韵表达，进而形成身心文

化于一体的内在韵律感，以及丰富多样的手段表达，展现出戏曲

舞蹈不同维度的魅力，从而更好地成为当下中国古典舞对塑造人

物、情感表现的一种强烈手段。

在中国古典舞众多的舞姿名称中，都体现着形体与大自然的

紧密联系。在戏曲表演艺术里许多舞姿的来源都从杂技、武术和

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自然现象中吸收，尽力捕捉到生活中具有“意

象性”的动作语汇，突出形象特点加以美化，经过戏曲老先生们

对自然界的想象，赋予这些动作内在的文化意涵。同时，戏曲艺

术也是承载起当下中国古典舞的舞蹈语汇和审美情趣的重要支柱。

例如，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在京剧传统剧目《贵妃醉酒》中，

采用卧鱼的动作比拟杨贵妃闻花的姿态，通过如醉如痴的人物形

象给予观众一个想象的空间，营造一种“无花似有花”的审美境界。

卧鱼又名卧云，戏曲老前辈们将整个动作在一种回旋形式下进行，

全身蜷缩在一起，身体卧下仿若化身为云彩，又仿佛像鱼仰望水面，

回旋身体准备一跃而起浮出水面，使舞姿在意象表达中创造出更

加形象鲜明的审美语汇。

在当下中国古典舞的课堂当中，“卧鱼”形成一种由高到低

的下盘式身体相“合”的状态，上身回拧形成平圆动势，体现中

国古典舞所讲究的“走上身留下身”的审美特征。中国古典舞的

创建者们对传统舞姿进行改良与加工，使得当下的舞姿“卧鱼”

更具有民族性、审美性和形象性。中国古典舞许多的舞姿名称都

与云、风、海、鱼、燕、鹰、龙、月等自然现象与物体形态相结合，

流露出“天人合一、物我一致”的内在意蕴。

二、舞姿教学中的意象探索

（一）教学中的意象性呈现

戏曲舞蹈承续了部分古代舞蹈的因素，所以中国古典舞吸收

与借鉴戏曲舞蹈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古典舞许多的基本舞姿都是

从戏曲舞蹈中“做”的动作中提炼出来，围绕这个基础进行舞蹈

化的发展和变化。从“做”的部分中吸收了“卧鱼”“踹燕”“探海”“射

雁”“老鹰展翅”等舞姿，并且经过高度提炼和艺术化的加工处理，

突出舞姿的形象性、象征性、意象性。将这些传统舞姿赋予一种

超凡脱俗的古典韵味，并且提炼艺术美感展现在当下中国古典舞

的课堂训练当中，延续传统的基因，符合当代的审美表达。

将学生的身体语言转换为表情达意，“表象”的技术性与“表

意”的审美性相结合才能达到古典舞所要求的不仅要学会形神兼

备，更重要的是对神似的传递。这就是中国古典舞所讲究的“不

求其形似，而求其神似”。因此，在课堂训练中，教师对舞姿动

作的规范性极为重视，格外注重学生对舞姿形象的准确表达，时

常唤醒学生对身体的感知力以及表意功能的思考与认知。否则将

导致学生对动作的理解有误差，形成僵硬、单摆浮搁的现象，也

就是我们前辈们经常提到的“神无形则不显，形无神则僵死”。

不仅要阐述舞姿形态，还要将舞姿特有的意象进行分析，彰显舞

姿背后的精神气质，从中去体会动作所蕴藏的意蕴、意象。

以中国古典舞典型的舞姿“老鹰展翅”为例，首先，在教学

中对舞姿“老鹰展翅”要强调“展”的空间感，在端腿蹲的基础上，

上肢形成一种俯身、展胸的状态，下肢保持一种身体折叠胯根的

体态，并通过上身肢体的“俯”“仰”与下肢的 “端腿”“蹲”，

形成身体多处“阴阳”对立的哲学观念。在“老鹰展翅”整体动作中，

通过展翅手的向斜上方延展，上身前倾展胸的状态，从意象的表

现手法来看，犹如老鹰盘旋于高空，翱翔于天际之间，俯瞰大地，

盘旋自如，振翅九霄。从意象的教学方式启发学生揣摩老鹰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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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的本性，抬头仰望，胸怀大志，对传统舞姿的形态特点进行

分析，挖掘舞姿背后的精神气概去引导学生主动探索舞姿所蕴藏

的意蕴、意象，强调身体语言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将舞姿名称的

意义不仅是对动作自身的单一阐述，更使我们中国古典舞的“舞

姿”形成一种“语汇”，探索“舞姿”如何由“形”到“意”，

如何通过教学的目的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当下古典舞的教学与表演，

破解舞姿的动态密码，其意义与价值远远超越了舞姿本身的含义。

（二）实践下的思想性引导

“舞以尽意”“象中取意”的表现形式渗透在当下中国古典

舞教学、表演、创作之中，中国古典舞所讲究的“立象以尽意”

是任何一门舞蹈艺术都崇尚的至高追求。中国古典舞借鉴戏曲艺

术之精髓，提取典型性的身段舞姿，将戏曲风韵进行舞蹈化、艺

术化，形成一种“国舞之美乃大美”的艺术境界。回看最初从身

段进行入手的我们，更应该将戏曲老先生们在教学中的思想、理

念更好地借鉴到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当中。通过戏曲老先生们对身

段动作进行“意象”式的大胆想象与创作，我们应怀揣敬仰之心，

将戏曲舞姿中的一戳一战、一转一闪、一顾一盼运用到中国古典

舞舞姿教学实践当中。

以女班舞姿“立身射雁” 为例，在腰部横拧的状态下推背合肋，

在托掌与山膀之间手臂婉若拉弓射箭，瞄准天上的大雁。通过运

用意象性的语言对舞姿“立身射雁”进行讲解，启发学生去揣摩

古代射箭的一种精神气质，或结合具有豪放之气、英勇洒脱之劲

的人物形象加以引导，使舞姿不再是一种纯粹的静态舞姿，而是

将舞姿“立身射雁”更加具有精气神，赋予舞姿一种独特的生命力。

对于教师而言，要对舞姿教学中意象的表现方式有所揣摩、分析，

以及通过简练精准、生动形象的语言促进学生自身对身体的感知

力和想象力，让学生理解“象中取意”的核心要义，引导学生自

主地探索舞姿背后的文化内涵作为我们教学实践中的艺术追求，

将“舞以尽意”的思想渗透在中国古典舞的教学之中。

三、舞姿中的审美变迁

（一）身体之延展

王国维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戏曲中的形式美依

赖于演员自身的肢体语言表达，从而塑造符合各自人物行当的艺

术形象。戏曲演员通过“手、眼、身、法、步”等的基本功训练，

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将这些具有“典型性”的舞姿赋予

它们“形神兼备”的艺术特征。在当下中国古典舞的训练当中，

将戏曲艺术中的“做”与“打”融合在其中，在借鉴与继承戏曲

艺术精华的过程当中将舞姿进行了延展性的大胆丰富与升华，使

舞姿动作更加舞蹈化和民族化。增强动作幅度的延展性、丰富演

员自身的舞台表演空间。

戏曲舞台表演要讲究“四面八方”的学问， 要与舞台的“四

面”和观众的“八方”相合，因此，演员要在每一个角度上都给

予观众回味无穷的视觉效果和无限遐想的意象表达。例如戏曲舞

蹈中“山膀”动作由于行当化的属性鲜明，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规

范要求，“花脸要撑、小生要绷、老生要松、武生取当中”，但

总体要求要遵循着戏曲精神的玉润珠圆、饱满丰富。在中国古典

舞训练当中，舞姿山膀也同样渗透着“以圆为美”的审美标准，

更为强调在以圆为核心的基础上使舞姿动作赋予延展性、舒展性。

以女班的舞姿探海为例，在继承戏曲舞蹈的基础之上，舞姿

探海经过古典舞审美语言下的改良，在虚实的意象之间构建一个

圆的意识，舞姿“探海”更加注重身体的“探”，通过一个“探”

字就代表了舞姿情感的延展性，“探”出一种超越动作本身的艺

术追求，“探”的是一种意象的审美表达。在骨盆向前倾与身体

俯身之时，头尖与动力腿脚尖的末梢向上延伸，并给予身体圆的

意识，仿佛在海面上俯身望海，使舞姿探海更加具有延展性、意

象性以及线条感，从而避免机械化的舞姿摆设，缺乏肢体的话语感、

鉴赏性。因此，在中国古典舞的舞姿教学当中，积极引导学生对

舞姿探海的理解与认知，使学生掌握到了舞姿探海的精髓时，丰

富学生去挖掘以探海为基础之的舞姿造型，例如斜探海、拧身探海、

掀身探海等，有助于学生在今后的训练当中，掌握到更多舞姿的

精髓。

（二）身段之连贯

戏曲舞台的奥妙在于唱、念、做、打样样俱全，载歌载舞是

中国戏曲艺术的精髓，戏曲舞蹈遵循着“不为舞蹈而舞蹈”的理念。

戏曲中身段的动作不能独立于表演当中，这就导致戏曲身段中的

表现不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古典舞不断借鉴戏曲舞蹈以及其他剧

种的特色，从而丰富发展自身的审美艺术特色与表演艺术空间。

当下中国古典舞的训练由众多不同的舞姿形态来进行连贯性的变

化、发展，使舞姿在起承转合、流动自如之间舞动，达到舞姿与

舞姿之间如云如水、闪转腾挪的艺术境界。同时，这也结合着朱

载堉的“舞之发展在于变”的舞学理念，“变”是舞蹈形式美的

核心，唯有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才能使舞蹈具有生命力的呈现。

这也使中国古典舞的舞姿比戏曲身段的表达更加连贯和舞蹈化。

舞姿虽是一种静止的语言，但中国古典舞巧妙地运用拧倾圆

曲等元素，赋予舞姿形成独树一帜的美感韵味和浓郁的艺术气息。

同时，静态的舞姿具有饱满和谐的雕塑感，需要调动全身各部位

进行协调配合，将肢体所展现的力与美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展

现了中国古典舞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女班的舞姿“姿态斜腰”

为例，“姿态斜腰”强调“斜”字，身体在后倾的状态下，形成

一个斜线。斜线的顶端由手指尖延伸出去，斜线的底端由脚尖延

伸出去。姿态斜腰并不是完全静止的舞姿，在舞姿形成之时，手

指尖与脚尖向远延伸，同时，合肋骨、后背向前推，形成推背合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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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强调舞姿的倾斜度与线条感，顺着姿态斜腰的动势连接众多

的古典舞舞姿步伐，如滑步等技术技巧等，丰富了中国古典舞由

舞姿到动作的拓展性和连贯性。使学生通过对舞姿的分解进一步

深化舞姿训练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学生在实践中对起、承、转、

合的探索与认知。

在舞姿教学中，通过学生对舞姿进行分解式练习，引领学生

去掌握在舞姿形成之后，运用身法中的动势使我们的舞姿与动作

之间的路线更加连贯、清晰、准确，配合着具有连接性的身法、

步伐、技巧等动作，使舞姿不是完全的静止的状态，而是在“静

中有动，动中有静”之间传递着国舞风韵的艺术境界。在舞姿形

态之中体现着行云流水的形象表达，使中国古典舞的舞姿兼具着

观赏性与思想性的艺术表达。同时，在遵循着中国古典舞的审美

标准下，以传统舞蹈的文化与元素为基础，将舞姿融入当今时代

的审美视角，注入新的审美元素进行古典艺术手法之创新。

（三）身心之外化

《二程遗书》中记载：“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人身的

主宰为“心”，身心合一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中国古典舞

必是由修心而起步，由身心达成主客体统一的生命意象。在舞姿

教学实践当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模仿力，增强学生对自身身

体的感知力，回归于身体本体，建立一种身心一元的语言表达，

提升学生对舞姿形态的审美表达，使学生懂得如何刻画舞姿形象

的分寸感以及所表之意的深刻度。中国古典舞舞姿不仅要用肢体

去表达，还要在舞姿中融入意念、情感、想象，才能赋予舞姿具

有“以意领形”“身心合一”的艺术境界，传递舞姿特有的文化

内涵和思想深度。

在舞姿教学中激发学生的身心层面可从以下三点为切入点：

第一，身心合一属于主观意愿，教师应将这一词汇转化为更

加贴切、形象的语言表达，引导学生对舞姿训练的语言进行一种

意象式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正确的思维意识，避免对身体缺乏

科学性认知。因此，教师应积极引领以身心文化观的教学思路，

呈现在当下中国古典舞的舞姿教学当中，通过生动形象、内容丰

富的语言对舞姿形态进行意象性的准确表达，启发学生在舞姿教

学当中达到一种由内而外的身心文化观。

第二，身与心，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强烈的内在感觉。在中

国古典舞教学当中，重点强调身体的开发与训练，将舞姿的质感

集中到舞姿所展现出 “神”的精神层面之中，通过身心合一的训

练手法来表达对舞姿“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舞姿一旦具备了

神韵，就会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因此，这与戏曲舞蹈中所追求的

内在感相呼应，演员通过内在的自我意识，从而激发肢体对舞姿

的审美表达。

第三，使学生对舞姿形象具有身心合一表现的主要因素是激

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体悟，将训练的侧重点放在关注

和了解舞蹈的文化属性上。引领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激活学生对舞姿形态的文化记忆，建立一种身心一元的语言表达，

充分理解对古典的寻觅、对身心的认知，充分培养学生对舞姿形

态的思想高度和审美意蕴，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切身实

际地使学生感受到作为一名历史传承者、文化传承人的使命感与

责任感。

  中国古典舞遵循着“身心文化观”的理论与实践运用在教学、

表演、创作之中，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灌输在中国古典舞的学

科建设体系当中。因此，中国古典舞在不同时期给予中国舞蹈界

的文化自立与文化自信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中国古典舞

的产生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建构，为国家培养出能够完

成高标准、高水平的舞蹈表演人才，因此，在中国古典舞的教学

体系中，要积极探索学生对古典艺术认知的灵感，打破教学模式

一板一眼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在自身走向成熟与繁

荣之时，为中国舞蹈的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四、结语

《易经》有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国古典舞始终

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承袭着“典型的古典精神的当代建构”审

美文化，尽力将传统文化的本真性与时代的审美性相衔接，成为

新时代古典艺术探索人文精神创新的正确路径。通过对文化记忆

的弥合与激活，在学术性、观赏性、艺术性之间达到“中国古典

舞之美乃大美”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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