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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创编中“时空转换”的应用研究 
冯婧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450000） 

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与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逐渐提高，越来越重视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品质。

舞蹈作为人们主要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之一，其能够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且具有一定表意时空的特征。对于舞蹈而言，创作与

编导是体现舞蹈灵魂与意境的关键方式，因此，为了创作与编导更多优秀的舞蹈作品，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与研究舞蹈创编中“时

空转换”的应用，以此为相关舞蹈创编与研究人员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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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与喜爱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创作，舞

蹈艺术作品的创作也呈现复杂与深刻化的发展，其中，多个线索同

时安置的舞蹈情节编导、细腻人性的深层次表露是当下舞蹈编创的

主流发展趋势。而复合舞蹈时空编创的设计以及舞蹈时空类型的转

换应用是当下最为接近舞蹈作品本体内涵与意境的体现方式。鉴于

此，为了更好还原舞蹈的时空特征，充分展现舞蹈作品的内涵，本

文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与研究舞蹈创编中“时空转换”的具体应用方

式。 

一、舞蹈创编中“时空转换”的价值与内涵分析 

结合现阶段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趋势与发展情况，舞蹈艺术已

经逐渐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在展示舞蹈艺术的过程中，应该

强化对复杂情感、人性丰富程度以及深刻思想的表达。然而，随着

我国群众的舞蹈意识逐渐提高，部分传统的舞蹈编辑方式与舞蹈创

作理念已经不能完全契合当代群众的舞蹈艺术意识，不能通过此类

落后于时代的表达方式和创作形式将舞蹈艺术作品中所承载的丰

富的内容进行表达。所以，现阶段部分优秀的舞蹈作品已经开始在

其内容中融入了时空特征，将构建舞蹈时空作为基础，将转化作为

渠道，在实际创作中尽可能完善与发展舞蹈编辑技术的类型与方

式，以此达到丰富传统时空置换方法的目的，从而使相关从业者实

现通过在技术上的不断尝试与探索，达到舞蹈语言发展的目的，保

证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转换渠道与转换方式。 

现阶段的舞蹈时空转换的研究与探索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

进展，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将自由以时空转换方式进行表达，此种方

式具备一定程度的价值合理性。所谓时空转换方式是指时间与空间

两种维度，首先是时间维度，在此维度中由于表意空间的出现阻断

了舞蹈线性结构顺序与历史时间结构的发展，以此方可在表意优先

和主体优先的框架中实现未来、过去以及现在的合理转换。其次是

空间维度，在此维度中多重内涵的单一空间形式可以通过时间同步

的方式进行有效解析并重构，通过解析与重构方式可以将无意识内

容与有意识内容专业为可感知且具体化的艺术形象，从而将其内容

具体化呈现在多维交响乐中或广域平行空间内。   

现阶段的舞蹈作品中通过舞蹈时空进行自由转换的作品有许

多，例如《草原英雄小姐妹》，该作品在表达过程中通过自由转换

方式进行现在与过去的时间转换，通过应用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的

交响乐极大程度上体现了两代人的情感互动与精神交融。在实际的

舞蹈作品创作阶段，可以结合作品所表达内容应用时空转换的处理

方法与合理的视觉审美效果，此种方式不仅可以使舞蹈作品在外在

形式的体现中具备极强的表达意图，同时也将舞蹈创作的审美视角

作为基础，引导舞蹈理论研究的观点不单单仅体现在文本内容中。

促进了总结与分析舞蹈时空本体理论意义的实践经验。 

二、舞蹈创编中“时空转换”的具体应用方式 

（一）舞蹈创编中平行时空的具体应用 

实际上，舞蹈创编过程中所应用的平行时空是指两个或多个的

事件情景在差异化的空间背景下，发生在相同时间，以相互重合的

形式展现在舞台上，进而产生复合时空形式。该舞蹈形式产生的平

行时空能够摆脱传统舞蹈作品编创的单调时空形式，丰富舞蹈中的

情节，把具体情节故事间的串联以及人物间关系编导的更为多元化

与层次化。在舞蹈作品内容与价值丰富的同时，舞蹈作品结构设计

模式也完成了相应的技术摸索，搭建了多角度、多形式以及多层次

的时空构造。所以，舞蹈作品编创中平行时空的应用若想充分表意

文字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精准的挑选相同舞蹈主题内容下的

多个相关故事与故事情景，然后把故事与情景科学按照某种线索罗

列或串联至同一个复合时空内，让广大观众可以明显的感知与体会

舞蹈作品中蕴含的多个单一时空的集合，便于广大观众更好的解析

与领悟舞蹈作品的内涵与表意，快速产生作品鉴赏的共鸣与共情。

唯有如此，舞蹈作品的意境与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实现舞蹈编

创应用平行时空的理想艺术效果。实际上，平行时空还能够进一步

细分为现实时空并置以及心理时空并置两个种类，其具体的分析如

下。 

1.现实时空的并置分析 

对于舞蹈作品的编创而言，现实空间并置是指在相同的时空下

一起展现的两个或多个时空。基于客观重现的层面分析，创作主体

一般会一起展现不同的多个事件与故事情节。该类型的时空应用模

式并置的基础是挑选多个和舞蹈作品主题内容相关联的差异化现

实故事情景，依托于影视艺术编导中常用的蒙太奇拼贴方式，参照

主次的时空顺序，科学的将多个故事事件与情景进行结合，营造有

机的整体时空，该种现实时空并置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能够突破现实

时空下空间的制约性以及局限性，打破传统舞蹈艺术作品中线性构

造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最终实现多重线索的有序叙事的目标。 

比如，马修·伯恩（Matthew Bourne）经典舞蹈艺术作品《天鹅

湖》，在芭蕾舞表演的开场第一幕里，王母娘娘、王子以及女友三

人共同观看了舞蹈的表演[1]。在舞台的右前方位置有三个人，观众

的包厢空间中有管家与服务员，舞台中心区域是他们观看的古典芭

蕾舞的表演空间。在维持舞蹈现场观看和表演关系保持一直不变动

的条件下，把“观看”和“表演”的空间视觉进行转换，将“对立”

的视觉状态转换为“平行”，这样能够充分将不同时空转换过程中

的夸张、腼腆、丑陋以及粗俗等情绪展现出来，让广大观众能够理

解他们平行存在的深层次内涵与价值，帮助广大观众更好的解读观

看和表演之间的关联[2]。 

在复合舞的时空中，不仅有对故事事件的纵向时序描绘，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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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舞蹈场景的横向共同展现，搭建了更为开放的网络构造，同时为

纵向交错的叙事请节创造了更为丰富、有层次的多变量动态模式。

并进一步把舞蹈艺术作品编创中单一的线性构造转换为多角度、多

层次的结构，借助不同时空序列的整体强化替换了传统单一时空的

独立发展。 

2.心理时空的并置分析 

在舞蹈的编创中，心理时空并置主要是把两个或多个的心理时

空一起安置在相同的时空背景下。并置的基础是在相同舞蹈作品中

挑选不同的人物心理情景，依托于文学艺术作品中“互词”的技术

手段，摆脱了空间的制约，进而形成相互的呼应与互补关联，达到

突破时空结构限制的艺术表达效果[3]。例如，《草原英雄小姐妹》第

一课结束的时候，小姐妹们遭遇了暴风雪，她们不畏困难与暴风雪

展开抗争，寻找到了迷路的小害群之马[4]。在凌冽的寒风中，小黑

羊意外掉进了雪洞，妹妹玉荣的脚被冻得如冰块一样，羊也似乎快

成了冰雕。在这绝望无助的夜晚，小姐妹们默默念着阿吉，让阿吉

带给她们温暖与光明。在此期间，她们的父母在寻找着她们，母亲

点燃了充分希望的竹兰灯，渴望竹兰灯送去温暖与光明。在这个舞

蹈作品中，小姐妹们的内心呼唤与母亲的渴望形成心理时空，交相

呼应，激发了观众的共鸣与共情。 

（二）舞蹈编创中交响时空的具体应用 

1.因果关联的交响时空 

对于任何事物而言事物之间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关系之一便是

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出现表示无论何种现象或事物之间都存在着

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过程中还重点挑明了事物之间

因果关系的实际规律，即有结果便一定有原因、无原因则一定无结

果。现阶段在实际艺术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为有效符合新时代中对

艺术创作的要求与标准，通常会将艺术中所表达的时间、顺序以及

因果进行有效关联。在实际舞蹈表达过程中，若其内容具备因果事

件，则通常会重点关注其内在的时间线性结构。但是，若创作者需

要进行层次更深、主题更加复杂的舞蹈创作时，舞蹈内容的编导人

员需要有意识地探索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型表达方式与表达结构，

不能再创作过程中一味的使用传统方式中的历时结构。在实际舞蹈

创作过程中通过舞蹈内容中的因果关系建立交响时空，从而实现对

传统表意的时空方式的优化。因果关系所建立的交响时空中的表意

结构有效解析并重构了舞蹈作品中内容的时间线性结构，从而实现

两个时空中的事件在同一时间下展现在同一舞台中，同时以空间为

中心重构了时空结构模式，有效传统舞蹈空间方式中的单一时间线

性结构。 

例如，在舞剧中的《永不消失的电波》中，首次报道前，舞剧

中的老裁缝人物所处的时空与夫妻二人所处的时空构成了一个明

显的因果交响时空[5]。通过该舞剧的内容可以发现在舞剧内容推进

过程中，穿着旗袍的蓝芬与李霞在回家后，他们无意中发现了藏于

旗袍领口处的密信。在对该事件的介绍过程中，舞蹈编导将事件的

结果与事件的原因并列在一起，并在舞台中同时展现，将舞台分割

为左右两个空间开展不同时间线的事件讲述，在舞台右侧区域中讲

述妻子与丈夫发现密信以及搜索旗袍中密信的过程，而舞台左侧区

域则讲述老裁缝将密信缝藏在旗袍内的过程。在传统演出过程中，

左右两个区域中的事件本应遵循历时因果关系开展事件的推进，但

舞蹈编导在该舞台剧中通过打乱舞剧内容中的时间顺序，有意识、

有节奏、有条理的切割舞台空间，从而达成了历时时空模式转变为

共时时空模式的效果，通过在同一空间下开展不同时间线中的叙

事，通过简单清晰的方式阐明了复杂的内容，极为有效地彰显了舞

剧主题内容中的因果关系，通过有限的时间利用舞台极大程度上表

达了舞剧本身的丰富性。 

2.对比反衬的交响时空 

所谓对比是指将具备明显矛盾、对立以及差异的双方安排在统

一场景内进行比较的表现。在艺术中对比的实质是存在对立以及矛

盾，在现实生活中充分体现与反映这一现象是艺术对比技巧的基本

核心原则。在实际的舞蹈创作阶段，编导需要结合舞蹈内容充分彰

显人物鲜明的性格，并营造舞蹈内容中独有的环境氛围，在创作过

程中，可以通过对比衬托出所想表达的内容并深化表达内容，以此

达到强化舞蹈作品的意境与主题的效果。对舞蹈的复合时空进行构

建过程时，根据舞蹈作品的所想表达的含义不同，将部分作品中的

时空置于横向维度中，以此开展有效的比对，从而使舞台中内容具

备明显的比对效果。 

例如，舞剧中的《杜甫》的第二章节，通过在舞台中同时展现

舞剧中的“美女线”以及“军车线”的情景，将“美女线”中弓驽

兵的散漫、慵懒与“军车线”中弓驽兵的凶猛、张狂进行对比，以

此通过舞剧中情景意象实现了交响乐的时空对比效果[6]。通过最大

程度上营造情景氛围并体现出氛围中的意境，将两个不同时空中的

氛围进行鲜明对比，以此含蓄表达晚唐繁荣社会中的诸多危机。通

过在舞剧中利用命运的波动，善良与邪恶的冲突从而开展人物之间

的互动、疏离以及沟通，以此极大程度上升华作品的主题。由此可

见，在实际舞蹈创作过程中，通过结合实际情况有效开展时空对比，

不仅可以利用舞台视觉充分体现人物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人物自

身的动作风格与肢体语言，同时也可以达到深化作品主题的效果。

利用符合观众期望的时空处理方式可以满足观众对作品结构的视

觉期待，而且还能极大程度上提高舞台画面的丰富性与层次性[7]。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人们越来越重视舞蹈艺术

作品的编创与深层次的情感表达。“时空转换”作为 ian 主要展现舞

蹈作品本体意义的编创方式之一，编创人员应正确理解“时空转换”

的作用与意义，应深入研究“时空转换”的应用方式，丰富舞蹈作

品的表意与内涵价值，让舞蹈作品能够充分与观众产生共情。 

参考文献： 

[1]刘春. 动静编码——舞蹈与媒体的两次转换[J]. 北京舞

蹈学院学报,2018(4):95-103.  

[2]姜宇辉. 空剧场里的玩偶戏——数字舞蹈、数字剧场与

数字游戏中的控制与自由[J]. 电影新作,2022(1):49-62.  

[3]梁路顺. 舞蹈编创中"即兴"的应用作用研究[J]. 戏剧之

家,2022(15):115-117.  

[4]夏爽. 谈舞蹈编创思维特征[J]. 魅力中国,2020(46):113. 

[5]闫化东. 舞蹈编创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径[J]. 淮北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21,20(4):110-112. 

[6]李东泽. "动作表象"下舞蹈编创的意境之美[J]. 艺术评

鉴,2021(13):52-56. 

[7]王天明. 舞蹈编创中的音乐结构研究[J]. 文艺生活·中旬

刊,2020(2):80.  

作者简介：姓名：冯婧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88.08.23

民族：汉族    籍贯：河南郑州  学历：硕士研究生   单位：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职称：助教   研究方向：舞蹈艺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