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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编导中的编舞技法研究分析

欧子微

成都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本文基于舞蹈编导中的编舞技法从编舞要点、肢体语言与观众交流以及技法策略等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其中包括舞蹈技巧、

舞蹈形象的确立与发展（身体、空间、时间；线索、固定、消解；形、神、境、情）等，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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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中国舞蹈的编排要充分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独特的美学

精神。舞蹈自身属于身体艺术，不同的国家、民族在艺术思维、身

体机能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研究我国舞蹈编排，旨在突出

中国舞蹈的艺术特色，让中国人民更容易接受，具有对社会和人民

精神以及生活引导和奉献的作用。因此，舞蹈编导应掌握编舞要点

以及编舞技法，确保在使用舞蹈语言的基础上，真正借助情境、意

境将观众带入到特定“氛围”中，激发其生活体验，通过审时度势，

使其产生共鸣。

1、舞蹈编导中的编舞要点

1.1 理解舞蹈动机

“动机”一词来源于音乐词汇，通常是一首只有一小节的简单

旋律。美国当代舞者多丽丝汉弗莱将“动作”这个词称之为舞蹈动

作的动机，其核心为作为编舞起始支点的“1 小节舞句”。舞蹈动

机的发展对于舞蹈编导来说较为重要，也是掌握编舞要点的核心，

其单一动机向复合动机的发展、幅度、力度、节奏和空间都属于核

心内容 ；添加新的要素到原型动机，也增加了原型的难度，反复的

重复，对动机的运动序列进行调节，使动机的节拍发生变化，使动

机情态发生变化。这些动机都可成为编舞的组合手段。

1.2 造型构思及其“解”“进”

造型为相对固定的运动。“解”是在构形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缓

慢”分解动作。而“进”则是一种缓慢的嵌入式运动。结合起来可

将舞蹈编舞比喻为，花蕾和开花的整个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层层

分解，联系紧密，瞬间的形态跳跃是编舞的核心要点。

1.3 时空力的综合练习

在舞蹈编舞过程中，编导应了解到舞蹈技巧的训练方式，其中

包括时间、空间、力量的认识和运动发展的改变、动作的分解和重

组四个部分。在时间训练中，通过缓慢、快速和节奏的改变，来实

现运动的发展和改变。在空间上，舞蹈编导可以无限地扩大和压缩

空间达到训练效果。在力量方面，由于力量的改变导致时空的改变，

从而赋予了“原型”的丰富和发展。为此舞蹈编导可根据直接的途

径寻找一种反差，例如紧张和松弛行为分解是将其分解为最少的要

素，其中包括动作分解，动作重组，元素舞蹈等等。

2、舞蹈编舞的基础——肢体语言与观众交流

现阶段的舞蹈编舞技巧包括肢体语言与观众交流两大方面，其

也是舞蹈编舞的关键所在。若单纯注重舞蹈的意象语言，会使观众

产生一种对生活的模仿，从而有哑剧的可能性。为此，舞蹈编舞不

仅要注重形象，还要注重身体的形象化和身体的抽象化，并且有可

能扩展到抽象的领域。由此找到表达创作者沟通渠道的方法。在理

解“形象”、打破形象、重构或抽象化的过程之后，才能用更清晰

的语言体系来表达舞蹈创编的意图。

2.1 身体、空间、时间

身体、空间、时间对于舞蹈编舞来说，即身体的控制与空间的

运动关系。从身体的控制进行分析，芭蕾舞对地心引力的抗性导致

了其整体运动倾向是向上伸展，用肌肉将身体从地板上推到空中，

其内涵为“力量”，“造型”为外在，“典雅”为审美价值 ；现代舞

是为了满足地球的引力，因此，与芭蕾舞的外展形成了内关、肌肉

的收缩相比较，其内在为“力效”，外在为“动态”，审美价值为“张力”。

例如，在舞蹈编舞中，“摆莲”是一种由弧线助跑到双脚轮流

向外摆动的过程，其属于男生的动作。这并不是通过解剖来分析哪

个部位的动作，而是通过肌肉意念在集合运动下的引导，将相应肌

肉聚集起来，形成一条曲线，其不仅体现了人体运动的方式，也直

接反映出了我国身体文化的某一些细节。

另一方面，舞步排演是基于舞蹈队形在舞姿所占据的空间、平

面上的变化，部分舞步安排是对时间的分割，在特定的时间内，阵

型的排列会引起改变，从而使舞蹈在空间上的作用得以发挥。例如，

小白桦在舞蹈编舞中，其舞步与房进激的作品《小溪·江河·大海》

即可很好地反映出“队形调度”在舞蹈编舞中平面上空间上所发挥

的作用。交响技巧在舞蹈语言的运用，使得舞姿变得高下有致，有

层次感，在编舞中编导可灵活使用该技巧，以纹理清晰，纵横交错

发挥舞蹈在空间上的“占据”，一方面强调了空间的布置，另一方

面又注重平面布置的时间安排。简单来看，可被称之为“调度”；

另一方面，交响“群舞织体”的运用，在独舞中占据了空间，使集

体舞蹈在空间上的占有作用被压缩和简洁，而在处理空间时，则强

调了层次感和立体感 [1]。

2.2 线索、固定、消解

线索、固定、消解是舞蹈编导在创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在经

过此过程后，才可确保所创编的舞蹈作品达到展示标准。创作者的

线索以舞蹈语言来表现，而动作则是对语言的一种固定认识和对其

进行的定向阐释，向观众传递某种画面，而反过来，则是对固定模

式的巧妙破解。在此，舞蹈编导可利用固定的线索来接近观众，另

一方面，也重新塑造了一条与观众密切相关“空间”。首先要了解

舞蹈语言和听众的身体活动和我们国家共享的行动资源。同时，舞

蹈编导也要善于利用这些共同的资源，为演员和观众提供更多的动

态素材。

比如 ：握手，告别，等等。关于舞蹈编导的创造性行为 ：（1）

创造没有意义的行为后，进行动作序列产生舞蹈语言。动作本身的

含义与固定的含义相同，而动作序列所表达出的语意可产生特殊性

含义。(2）刻意淡化一切动作的含义，包括动作本身的含义和固定

含义，编导可使其在舞蹈编排中被分解，其目的在于使动作从无生

命的状态中转移到舞蹈艺术语言情境，即“舞蹈语境”。(3）编导

创造出全新的与观众可相互连接的新频率含义 [2]。

例如单膝跪地和屈膝，都为消除动作的固定含义，两种不同的

表达方式，可快速使动作进入到所需的舞蹈语言环境中去，其动作

也成了舞蹈的中空地面动作 ；若在编导提示下，将观众带入到主题

变换的情境中，则观众会由“一股正气”的情境中，转化为“双腿

屈膝”的场景，而“对比”则能赋予其舞蹈的语言含义。

例如，采茶曲浙江省的传统民歌。周大风词曲，原是越剧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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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雨前曲》的主题歌及舞蹈曲。它保持了民间采茶歌舞的基本风

格，揉进了越剧唱腔的音调，曲调流畅而柔美，富有浓郁的江南特

色。而在结合现代特点改变成舞蹈后，其舞剧里面的采茶相当于艺

术再创形象了，并在结合音乐后，先用跳动活泼、明快清新的旋律

来表现劳动的景象，巨幅小，动作感强。随后音调上扬，巨幅拉宽，

突出地展现采茶姑娘的兴奋、幸福心情。

2.3 形、神、境、情

舞蹈编导在编排动作系列时，需要从神形、情境的艺术魅力和

塑造能力两个方面进行，从意象语言的角度出发，运用形、神、境、

情的创造，可为观众建立其场景以及艺术表达的衔接关系。“内容

要统一，形式要统一，且不可内容大于形式，亦不能形式大于内容。”

这是经常在舞蹈编导创作理论课程中所强调的内容，在此，笔者将

再次重申。

一是要创设有形的艺术意象，使观众能够在心中树立起一种可

认识舞蹈的根基。二是要让舞蹈形象活灵活现，在这个基础上，观

众可以随着剧情的发展而不断地跟进。三是编导要把思想内涵注入

意象后面，让观众在接受的过程中忘记画面，感觉到编导的“真意”。

在此过程中，观众可以不受人物形象的束缚，为此编导需要让观众

有一种不拘泥于外形相像而神似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编舞过程中，

编导应把握好形象塑造的力度，不得太过依赖形象。否则，会使观

众仅停留在对图像的认识层面，无法深入理解舞蹈语言，与观众潜

藏在图像后面的“真意”，若没有足够的内容深度，则无法达到出

神入化的舞蹈编舞效果，因此作为一名舞蹈编导应进一步使形象达

到“神”的境界 [3]。

形与神，一方面是指形象化，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形式与内涵的

协调。形式为外形与形质，内容为内在精神。一个好的舞蹈作品其

外在形态应为健康积极，若体魄健康发达而丰富，在作品中所表达

的情感、语言，以及舞蹈的动作本身，都会产生审美的作用。

“境”指的是意境，而编导则要注意营造意境。在对观众的影

响上，特别是在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沟通中“境”发挥的作用极大。

有些舞蹈中的叙述，观众常常没有什么兴趣，而对舞蹈的意境则更

易被感化与接纳。舞蹈意象的语言，除塑造人物、塑造艺术形象之

外，同时也要注意营造出舞蹈作品自身的意境。在此，编导要注重

把舞蹈的动作组织为语言来表现作品的整体意境 [4]。

例如，原创非遗舞蹈《珠玑长歌》是以省级非遗项目（民间音

乐）《龙船歌》为元素所编创的，《珠玑长歌》的音乐特点及独特的

表演形式将南雄的民间习俗和民间传说等艺术元素结合在一起，其

风格独具韵味，有别于一般民间小调，高亢、粗犷、颇有古风，并

凸显了珠玑先民异姓一家、薪火相传、同宗同源、艰苦奋斗、勇于

开拓的客家精神，其属于民族意境。

3、舞蹈编导中的编舞技法

3.1 运用舞蹈技巧

在当下新时代的变化中，任何事物的变化速度更快、更新。而

舞蹈编舞也应与时俱进，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在此，舞蹈编导应

掌握舞蹈技巧，确保运用舞蹈技巧，提高所创编舞蹈作品的观赏性，

进而为观众带来更有冲击力的舞蹈表演，其对于舞蹈编导来说，既

是挑战，也是符合当下潮流的创变手段。在舞蹈编排中，舞蹈编导

应根据情节变化，其中包括剧情、角色的情绪等的变化，设计出适

当的剧情。不仅要在舞蹈中合理地使用舞蹈技巧，还需在多种情况

下将舞蹈技巧的变化发展后再次开展，进而满足舞蹈作品对技巧的

基本要求。同时，合理地运用技巧也是舞蹈编导所具备的基本能力[5]。

3.2 明确主题动作中舞蹈形象的确立与发展

舞蹈编导在编排舞蹈作品时，应从空想构思转换为实际编舞，

其每一步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舞蹈动作方面，在实施舞步的过程中，

最小的编排单元即确定动作的主体，在确定舞蹈主体动作的同时，

还应注意对舞蹈形象的塑造，这就要求舞蹈编导在设定舞蹈作品的

主题后，把意象塑造要素融入到主题动作中，并通过创造形象的主

题发挥编舞技巧 [6]。

3.2.1 主题动作

在我国舞蹈创作学科专业的快速兴起，其舞蹈编导在寻找更为

独立的舞蹈动作主题时，需积极开掘与探索。舞蹈本身的运动主体

不依赖于音乐而创作的“自在”－包含了自己的运动节拍，为此舞

蹈编导在编舞时应将其作为编舞技法之一。举例来说，舞蹈编导可

以创造出“风动枝摇”这一舞蹈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有动作本

身的节拍和呼吸的贯穿因而，有了舞蹈本身的音乐性，这种主题动

作也产生了舞蹈的自然音乐性。另一方面，舞蹈还根据情绪来安排

主体的动作，把情绪依附在角色的后面进行表现 [7]。

3.2.2 形象元素确立

意象要素是由舞蹈所创造的艺术意象，它包含了人物与非人物

的艺术意象。从观察的视角来看，舞蹈是以舞蹈的空间和韵律来支

配时间 ；从舞动的角度来看，舞蹈是通过对身体的控制，来实现舞

姿和动作的力量，来进行组织有逻辑性的动作。因此，在舞蹈编导

编舞过程中，应让这些群体动作有意义，能够表达出行动意念的指

向，以及对空间的美学和行动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新颖的创意理念也在不断地被丰富，

并被我们的编导理论所吸收。可以说，舞蹈编导在形象元素确立需

从生活的角度入手，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应强化人文关怀、以

人为本的编舞理念，同时，舞蹈编导还应加强对舞蹈演员个人经历

的关注和对创作者以往人生经历的积累，以此创造出与观众生活更

为贴近的新时期舞蹈作品 [8]。

结束语 ：

综上所述，舞蹈技巧不加则已，要加入技巧，舞蹈编导应将其

合理地运用其中，并根据舞蹈的需求而发展。同时，为保障编舞技

巧更符合所创编的舞蹈作品，舞蹈编导应贴近舞蹈、贴近观众，在

实际的舞蹈创作中，还应多借鉴、多学习、多钻研，在舞蹈编排上

尽量做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继承和创新、艺术和审美的融合 ；将

“诗化”与“通俗”融合 ；“民族”与“时代”融合，使“舞蹈”这

一艺术门类得以更广泛、更深远地发展，为“舞蹈”这一艺术门类

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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