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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舞蹈作品《黄土黄》
赵晨媛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1081）

【摘　要】群舞《黄土黄》是著名编导家张继刚的经典舞蹈作品之一，该剧目借用“黄土地”及“晋南花鼓”等艺术素材，

通过铿锵有力的舞姿，展现了一群黄土儿女对家乡的深厚热爱，赞扬了黄沙贫瘠的土地孕育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群体力量和坚韧

不拔的品质。本文以综合评论法对舞蹈《黄土黄》所表现出的舞蹈艺术现象进行了全局的剖析及归纳，从理论方面予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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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的表现主张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即通过外在

的形式结构，如舞蹈语言、表现手法等要素来表现作品具体内容、

思想感情和文化现象。在舞蹈编创中，运用技术技法的同时需

要融入一些富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舞蹈语汇，发扬传统民族精

神，使作品更加丰富饱满。《乐记》开宗明义第一章中就有这

样一段话：“凡音这起，由人心生也。人心这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说明音乐舞蹈的产生，

首先是由于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内心激动，内心的激情通过有组

织有规律的乐曲和舞蹈动作表现。这些乐曲旋律、舞蹈动作、

节奏、风格、舞具、服饰，以及这一切的总体结构、体裁、组

成为形式。

生活中任何一个片段都可以融入舞蹈作品中，作为其内容

来进行编创和完善。编舞者从他们的生活中选择或提取作品内

容时，必须对生活现象及其本质有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并加入

自己的审美理想，以及想要表达的真情实感。张继刚编导从小

生活在黄土高原，对这片土地有着无尽的眷恋，对在这片土地

上生活的人们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正是由于他对“黄土高坡”

有着深刻的生活体验，才使他将这一份质朴真挚的感情倾注到

作品当中，展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源泉。

1 创作背景

1.1 自然人文环境

黄土高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四大高原之

一，属于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山、原、川三大地貌类型是黄

土高原的主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呈波状下降，

除许多石质山地以外，大部分为厚黄土覆盖。由于气候的影响，

常年干旱缺水，也由于地貌地形的特殊，沟壑纵横，土质疏松，

资源十分匮乏。即使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依然生活着一

群质朴淳厚的人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劳耕作。

1.2 民俗环境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之间孕育着黄土地独特的文化，花鼓便

是这种文化的直接体现。“晋南花鼓”是流传于山西万荣县的

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表现风格和艺术特色。鼓，是

精神的象征，舞，是力量的表现。鼓与舞相结合的表现手法，

已成为激励人们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作品《黄土黄》，编导

将晋南花鼓巧妙的融入舞蹈艺术中，使其与舞蹈语言结合的恰

到好处，演员身穿白衣红裤，腰间背鼓，洒脱奔放的敲击打法

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浓厚的民族气息。黄土人民用同样具有穿透

力的的艺术表达形式诉说着对家乡的热爱，对生命的激情，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创作解析

舞蹈动作是舞蹈艺术表达的基础，以舞蹈肢体动作构成的

舞蹈语言是舞蹈作品的物质载体，塑造舞蹈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以晋南花鼓为艺术素材创作编排的《黄土黄》让人感受到一股

强烈的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

舞台初始，一群男女平铺在舞台上，男子双手抱鼓呈三角

队形，以马步的姿势边敲鼓边从舞台后方向前走，给观众视觉

上的压迫和冲击。男性的刚强仿佛是一种凝聚力，凝聚着中华

民族不屈的意志；那阵阵抬头呐喊和手臂上扬诉说着黄土儿女

的顽强，代表着黄土儿女不屈的生命力。女子半脚尖碎步从左

侧出场，肩与手臂画八字圆体现了女性的柔美、秀气，此时与

男性的雄浑、阳刚形成鲜明对比。一名男子在人群中自我陶醉，

欢脱的表演，展现了在黄土地上生活的人民乐观豁达的品质。

双手捧起的黄土黄沙，也代表着对于“母亲”的寄托与依恋。

男性与女性一刚一柔的结合，加上晋南花鼓最基本的动作打法

元素，时而俯身时而上扬，不停击鼓，不停跳跃，不仅将晋南

花鼓的风格特征体现出来，还将黄土儿女无尽的豪情壮志和对

养育他们的这片土地浓烈的爱表现的淋漓尽致。

整个舞蹈采用了大面积的队形调度和队形流动来衬托舞蹈

的氛围——磅礴、壮观、气势、雄壮，音乐与道具、动作完美

配合，给予观众情绪上的震撼，极具民族韵味。没有任何技术

技巧的修饰，完全依靠编导对黄土地的那一份深情，那一份眷

恋，显现出整个作品的艺术魅力。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

是千千万万个黄土儿女的生存意识，是民族生生不息，自尊自

强的文化形象。

3 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文明，养育了亿万中华儿女。

黄土高原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

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新的征程。在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有着

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沟壑纵横，资源匮乏的条件造就了他们坚实的骨肉躯体和不服

输的精神。那一片无垠的黄土地、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是他们的

母亲，是他们背后的力量源泉，支撑着他们繁衍生息。

4 结语

舞蹈《黄土黄》以黄土高原为背景，歌颂了黄土民族文化

与民族精神，如今新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社会的日新月异

让无数人们“眼花缭乱”，我们要认可传统民族文化，让它扎根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要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继而传承；我们

要不断挖掘传统民族文化，肩负起保护璀璨艺术瑰宝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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