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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在中国古典舞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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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了民族乐器在中国古典舞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此次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文

章强调了音乐与舞蹈的重要性!通过了解中国乐器在古典舞种的运用!提出了民族乐器在古典舞教学中能够引导学生

情感走向!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通过学习民族乐器和古典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陶冶学生

的艺术情操!增加民族使命感!让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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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中国古典舞&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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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也就是古代舞蹈的现代演绎#由于很多舞蹈没

办法传承下来#所以后世就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创造了古典舞#

可见#中国古典舞中也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民族乐

器则是生于民间#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

文化的历史传颂#二者在根源上不谋而合#在古典舞教学中融

入民族乐器#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把握古典舞的神韵#通过学

习中国古代舞蹈#聆听古代音乐#能够深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使命感%

十五#+音,与 +舞,的关系

音乐是时间艺术#它利用音乐的高低起伏和节奏的变化来

表现的情感和内涵%音乐通过它的节奏和旋律#表达它的情感%

舞蹈是空间艺术#具有视觉上的美感#通过有节奏的人体动作

来表现角色的情感#抒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凄惨故事的

惋惜之情%可以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是音乐的回声%

十六#民族乐器与古典舞的关系

中国古典舞是中国古代舞蹈的复兴#主要起源与民间舞蹈#

古典舞中运用的音乐大多都是由民族音乐%古典舞将就 )刚柔

动静统一*#古人讲究刚柔并济#舞蹈是力与美的自然融合#充

分体现了 0周易1的 )一阴一阳谓主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的哲学思想%古典舞的一动一静都彰显了古典舞蹈的气韵#而

民族乐器中的吹拉弹唱都能满足中国古典舞的表演需求%民族

乐器起源于民间#用各种乐器演绎不同的声音#音乐起初是模

仿自然的声音#当用民间乐器演奏时#在空气中流动的是高山$

是流水$是丝竹$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那份说不出$道不

尽的感动#就是中国古典音乐之美%中国古典舞与民间乐器是

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都来源于民间#共同演绎了人民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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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民族乐器在古典舞中的运用

$一%民族乐器的特征

中国民族音乐中不像欧洲的音乐一般有规律#主要是由点

和线的结合#弹性的节奏组成%在音乐旋律中运用了类似 )划

圆*的运动特点#与古典舞中的回旋相似%例如古典舞 0书

韵1#在古典雅致的音乐中把观赏者带到在书法世界中看一看#

跟着音乐的节奏有时候像是飞驰的骏马腾空一跃#有时候像翩

翩的蝴蝶张开双翅#有时候又好似随风飘零的树叶柔弱无骨

77真可谓是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朦胧间#感觉自己就是

王羲之手下的一支笔#在天地间舞蹈#随风舞动#亦或是裙摆

带起了风#在那一刻#所有的烦恼$喜悦$痛苦和激情都束缚

在脚尖#舞步随着思想而运动#在急促的音乐中#舞步流畅.

缓慢的音乐里#又悠然闲适#可以说是气象万千#萦绕眼前%

0书韵1将李白的潇洒$裴渂的俊雅$张旭的洒脱都汇聚于此#

将唐代的气韵融进音乐中#糅杂在舞步里%随着音乐的律动#

把那个恣意张扬的唐朝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不同的乐器具有不同的表现效果

中国民间乐器分为四大类&吹管乐$拉弦乐$弹拨乐$打

击乐%包括琵琶$箜篌$阮$笛$箫$鼓$筝等等%民族乐器

的种类繁多#各种乐器也有不同的声音特性%例如#打击乐器

不仅是节奏乐器#每组打击乐器都可以独立演奏#它们在烘托

音乐内容$推动戏剧情节和突出音乐的表达力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弹拨乐器的声音明亮清脆#还提供了两种弹拨的方法#

用甲片或者拨子%由于发音优美#管弦乐器不仅具有极其丰富

的表达力#而且性能高#艺术水平高%

敦煌飞天中#舞姬反弹的乐器就是琵琶#而小箜篌也在演

奏 0霓裳羽衣舞1时占据一席之地%再比如#在 0春江花月夜1

开头的部分#就以古筝悠扬的声音#随着舞者动作缓慢开场#

而到了中间的部分#又加入了竹笛的声音#舞者的舞姿也变得

欢快#生动起来#在结尾部分用古筝的声音将观众代入一个丰

富的情感世界%随着乐器的不同#节奏的不同#舞者的舞姿也

随着变化#用乐器带动着舞蹈的变化%

十八#民族乐器在中国古典舞教学中的作用

$一%引导学生情感走向

中国古典舞是一种古代舞蹈的传承#由于舞蹈技法已经失

传#所以舞蹈家们在研究古典舞时只能通过文献记载#用形体

将神韵表现出来%所以在古典舞中也融合了许多现代舞蹈的表

达方式%人接受信息的感官只有视觉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才需

要通过听觉感官来体验舞蹈作品的内涵#不管是民间乐器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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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蹈都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舞蹈在肢体表达上

与乐器在击打吹拉的节奏上都保持着步调的一致性#中国民族

音乐中包含的韵律与情感更是需要通过舞蹈的演绎才能更好的

传达给观众%因此#在演绎中国古典舞蹈中#加入民族乐器的

弹奏#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和体会%丰富学生的艺术内涵#

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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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唐代宫廷舞蹈 0惊鸿舞1是唐玄宗的宠妃梅妃自创

的舞蹈#玄宗曾夸赞 )吹白玉笛#作 0惊鸿舞1#一座光辉*%

梅妃在席间吹笛#一曲罢#翩翩起舞#如惊鸿般轻盈#又如落

梅般飘逸%通过舞蹈动作来模仿鸿雁展翅翱翔于天际的优美形

象#在当时广为流传#但到如今已失传%再例如 )墙头马上遥

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其中的 )墙头马上*是一部元杂剧#

其中有民间乐器和中国古典舞蹈的身影#因为古典舞的来源就

是从古代戏曲中加上更多的舞蹈动作而来的%

$二%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

音乐和舞蹈都是艺术的表达形式#中国古典舞作为一种清

净雅致的艺术形式#通过舞者优美的舞蹈动作展现其充满韵味

的古典舞%舞蹈是一场巨大的视听盛宴#欣赏舞蹈可以说是对

艺术的朝拜#就是感受舞蹈的律动$#感受音乐的力量#感受舞

蹈动作粗矿$细腻$温柔$奔放$有力$优美$的能力#虽然

大多数人都有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具备舞蹈的鉴赏

能力%鉴赏能力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在欣赏舞蹈的过程

中#通过人体不同的身体姿态了解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

历史#通过舞蹈动作感受时代背景和人文生活%

中国有着悠远的音乐历史#在中国河南省出土的贾湖骨笛

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史上最早的可以吹奏的乐器%

贾湖骨笛距今至少有一万年#时间跨度之大令人震惊#甚至比

古埃及出现的笛子要找两千年#更是被称为世界笛子的鼻祖#

中国的七声音阶因为贾湖骨笛的出现也提早了八千年6 通过吹

奏骨笛#将人们从现代社会拉到那个遥远的远古时代#笛声一

响#像是看到了落日下#一只白鹤从天际飞过的嚎叫77这些

传统的民间乐器都承载丰厚的华夏文明#器物有魂魄#匠人自

谦恭%华夏文明需要我们来传承和发扬6

中国古典舞的教学除了要做到舞蹈动作的标准#最重要的

是将传统文化进行诠释#为舞蹈注入灵魂#例如古典舞 0楚

腰1#它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中国古代舞蹈的现代诠释#0楚腰1

将中国楚地文化独特的韵味用舞蹈动作展现出来%当时的楚地

重视巫术文化#婆娑歌舞是楚人当时的潮流#所以#在 0楚腰1

一舞中#在配乐上与服装上都借鉴了巫楚文化#通过舞蹈动作

将楚地文化传达出来%仿古#却不泥古.创新#却不媚俗%正

是因为有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立足于传统文化#结合

现代审美#进行创新#在舞蹈编排与意蕴上都传达着神秘的楚

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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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都十分珍爱自己民族的历史创造和历

史成就#那是先辈们流传下来的经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通过学习民族乐器和中国古典舞#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代的脚步一往无前#外来的西方文化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击#导致中国文化教育仅仅停留在书本上#

而在现实生活中#学生们好像更喜欢西方的文化#乐忠于魔法

和女巫元素%民族乐器和民族舞蹈成了古典艺术中的 )小众*#

殊不知在民族乐器和民族舞蹈背后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

支撑%不仅仅是喜爱民乐和古典舞的 )小众*群体#作为每一

位华夏儿女#肩上都担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都有责任和义务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南方科技大学在弘扬传统文化系列活动中带来传统乐器舞

蹈 0秋风词1#幽幽古琴声#轻轻吟诵调%学生们首先唱了一首

0秋风词1#以独特迷人的方式表达了熟悉的古诗#激发了观众

无限的向往%接着加入了丝竹的声音#伴随着古琴优美的旋律#

全场鸦雀无声#琴的声音从耳边传来悠扬的旋律%当学生屏住

呼吸投身古琴的声音时#只见舞蹈者以优美的舞步和汉唐风格

的造型映入眼帘#似乎让时间在此刻静止了#使人陶醉其中%

古琴一直处于中国传统乐器的前列#自创立以来一直是古代文

人优雅的乐器%古琴文化与其他传统乐器相比#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在相关文学$剧目积累$表演技巧$工艺与社会生活$历

史$文学等领域都富含了无与伦比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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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社

会的发展和转型#古琴文化吸收了各个方向的精髓#其基础和

内涵也变得更加深刻%它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中国

古典舞蹈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传播和延续#也是起源于中国

土地上创作的一种全新的艺术作品%通过学习和表演中国古典

舞蹈#不仅对中国戏曲有了更深刻的品味#同时还能感受中国

武术的力量和风格%对于舞者来说#舞蹈是保持气质和接触艺

术的一种方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创新的

基础#而传统乐器$中国古典舞蹈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

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嬗变在碰撞中发生#也在融合中沉淀%

历史也因此散发出巨大的魅力#令人心而往之%

结论(综上所述#民间乐器与中国古典舞是相辅相成的关

系#古典舞与民间乐器所呈现给我们的史学和美学价值远远超

过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它们在今天能够被重视#得益于

国家的强大%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不管

是民间乐器还是古典舞都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华夏儿女#弘扬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使命#将中华文化永久传承更是我们每个人

的责任%

参考文献

'

%

(罗轶
8

民族音乐与民族舞蹈之间的关系 '

-

(

8

艺术评鉴!

!#%1

'

!

(余霞
8

展现民族气质神韵的中国古典舞 '

-

(

8

百科知识!

!#%7

+

+)18

'

"

(唐雨森
8

简析中国古典舞蹈楚国巫舞文化 '

-

(

8

,戏剧之家-!

!#%1

+

%!")%!"8

'

5

(王誉晓
8

弘扬民族文化聆听民乐经典...民族乐器走进校园 '

-

(

8

北方音乐!

!#%1

+

!578

+

!#!

+

!#!%

,

"

-

"

!

"

卷
"

期
&''(

&

!$$%)"*+"

!

,-./0

".

!$$%)"*1%

!

2/3./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