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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典舞与西方古典芭蕾的比较 
苑芳 

（成都文理学院  传媒演艺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0000） 

摘要：通过对中国古典舞和西方古典芭蕾舞的了解发现，这两种舞蹈在诸多方面都有不同之处。与此同时，这两种舞蹈之所以

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主要是由于产生的文化背景、发展背景等方面不同。虽然这两种舞蹈的特点不同，在审美特征上也表现出了明

显的差异性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都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因此，本文简单分析了中国古典舞和西方古典芭蕾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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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在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中，西方古典芭蕾舞的作用十分重要，且

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在世界舞蹈领域中，这两种舞蹈都有着至

关重要的地位。从这两种舞蹈中不难看到，西方文化具有比较明显

的外放性，而在中方文化中，则以含蓄为主。因此，在中国古典舞

的发展中，需要掌握这两种舞蹈在各个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推动中

国古典舞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古典舞与西方古典芭蕾舞概述 

（一）中国古典舞 

对于中国古典舞的理解，可以将其分为两种存在形态。第一种，

历史形态。这种形态的舞蹈起源时间较早，为传统类型的舞蹈，其

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体

系，但是其在形态上却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在现阶段可以看到其以

静态的形式存在于多种媒介中。比如，画像中，绘画中等等，还有

部分动态形态，则基本上没有被保存下来，有少部分存在于古典戏

曲艺术中；第二种，当代形态。这种形态所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所出现的，由于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导致

这种舞蹈形式在产生初期，即与西方芭蕾舞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对于当代形态下的中国古典舞而言，一直以来在如何保持自

身发展的特性，为诸多舞蹈工作者所关注的重要话题。针对这个话

题，诸多舞蹈工作者经过长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较

大进步，在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方面，当代形态与历史形态在各个方

面都表现出了高度一致性。比如，在审美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且

在内涵上也相对比较统一，在此发展背景下，与以往相比，已经形

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1]。 

从中国古典舞的整体特点上来看，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但是

却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艺术形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不管是

保存，还是发展，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中国古代传统舞蹈在传播

过程中，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尚未出现摄

像技术，一般都为师傅用语言讲解，用动作示范的方式，传授给自

己的徒弟。与此同时，就算统治阶级对这种舞蹈形式进行了一定的

干预，但是并未实现有目的的传承。在现阶段，要相对“历史形态”

的舞蹈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只能从静态媒介中寻找踪迹，并且进行

形象的复原。比如，以文学为载体，有关于节律方面的记载；以绘

画为载体，则有关于舞姿的记载。而中国古典舞的“当下形态”，其

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有无数个舞蹈者翻阅大量的资料，

通过对中国传统舞相关资源的收集，经过艰苦和努力和尝试，进而

所整理出来的，其在审美上与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高度相符，这也

是当代人成功努力的结果[2]。 

（二）西方古典芭蕾舞 

从西方芭蕾舞的整体发展情况来看，其 早在意大利宫廷出现，

之后《皇后 喜剧芭蕾》在 1581 上演，这是迄今 古老完整的芭蕾

舞剧。“芭蕾”这一次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用。十七世纪芭蕾

在法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终正式形成。在其成为一门独立的

舞蹈种类之后，其艺术风格逐渐趋于稳定，后续被传播至多个不同

的国家。比如，丹麦、俄罗斯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这种舞蹈形

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舞蹈形式的传

播、发展，同样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并且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

哑剧动作的形式；第二种，常规类型的，比较正式的舞步；第三种，

通过故事情节进行表现的形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舞蹈属于

宫廷舞种，产生的时间相对较晚，据资料显示，形成于封建社会末

期，在当时多个国家都有流行，为比较受欢迎的一种舞蹈类型。在

后续的发展中，由于训练的兴起，这种舞蹈形式在各个团队的基础

训练中都比较常见，在艺术院校中也都有存在。随着训练范围的不

断扩大，这种舞蹈形式不再仅仅局限于在法国的发展，而是出现了

多个流派。比如，其中在舞蹈领域比较有影响力，发展比较迅速的

有“俄罗斯流派”、“丹麦流派”等等。 

二、舞蹈形态的对比分析 

（一）动作原理的差异 

一方面，从动作的重心上来看，以中国古典舞为例，在表现舞

姿时，通常需要全脚掌落地，且动作的重心普遍以向下为主。因此，

可以使身体处于平衡的状态，并且动作更加稳定；以芭蕾舞为例，

正好与前者相反，在表现舞蹈动作时，脚跟通常不能着地，身体的

重心也不在脚跟上，而全部处于脚尖上，需要立起来做出相应的动

作，用脚尖使身体处于平衡的状态；另一方面，从舞蹈发力点的方

面来看，以中国古典舞为例，通过对大量动作的分析可以看到，在

表现动作时，几乎所有的元素都处于腰部位置，也就是人们通常说

所的，以腰部为中心进而带动全身，这一运动规律比较常见，在其

他运动中也有体现。比如，戏曲中、武术中等等，通过对这一规律

的运用，可以使肢体更加具有表现力。在古典舞的教学中，不难发

现虽然所涉及到的内容较多，包含多个不同的动作，但是大部分动

作都需要通过腰的发力，进而做出相应的动作。比如，冲、靠、含、

腆、移等动作，可以看出来，此类舞蹈教学的中心为腰；以西方芭

蕾舞为例，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此类舞蹈的着力点在于“足

尖”。因此，要想完成相应的动作，需要脚尖的发力，对于此类舞蹈，

虽然也需要全身的发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更加需要脚尖位置的

发力，同时也比较重视腿部位置的动作，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主

要发力点主要集中于下身的发力[3]。 

（二）动作追求的差异 

第一，从对肌肉的控制力方面来看，以西方芭蕾舞为例，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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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何动作时，都需要对肌肉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这一方面在动作

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比如，动作完成后的稳定落地、在做旋转动

作时对速度的追求等等，在做出某个这些动作时，通常需要尽 大

能力去完成，或者尽可能的表现出动作的柔和，要将想要表现的感

觉完全的呈现出来，外放性的特点比较突出。而以中国的古典舞为

例，在表现动作时，虽然也需要对身体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对于

肌肉的控制基本上很难表现出来，不容易被发现，内敛性的特点比

较明显。从观看者的角度上来看，动作可以带给人们一种流畅、柔

美的感觉；第二，从动作的偏重程度上来看，以中国古典舞为例，

大部分动作会通过手部表现出来，从总体上来说，主要集中在上身

部位，对上身动作的重视程度较高。而在芭蕾中，正是由于对“足

尖”动作的重视，才产生了足尖鞋；第三，从面部表情上来看，以

中国古典舞为例，由于动作主要集中在上身部位，对于观众来说，

他们的关注点也主要集中于上身部位，在演绎动作时，舞者会为了

更加充分表达出舞蹈中的情感，会借助面部表情来实现。通过对不

少舞者的观察可以看到，其在演绎相应的动作时，会随着其中的情

节变化，进而对自己的面部表情进行调整，突出作品中的情感。但

是芭蕾舞则相反，由于对于上身部位的关注度较低，动作相对比较

固定，不会通过动作来表现情绪，在做相应的动作时，不仅不能根

据动作随意添加表情，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展示自己的面部表情。 

三、表现形态的对比分析 

（一）意境美与形式美的差异 

在表现形式上，中国古典舞所追求的为含蓄的意境美。对于含

蓄的理解，可以将其理解为将某种韵味藏在心中，不通过外在的形

式表现出来，但是也并不是不表达，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显示出全部

的意蕴。以《点绛唇》为例，其中的动作看似比较含蓄，但是细细

品味和观察，可以看到其中的女子对丈夫深深的期盼之情，透露出

了一种凄凉之美。在“圆”、“曲”、“拧”“倾”、等的动作中，

每一个动作中都有着不一样的韵味，与绘画中的韵味相比，可以将

其比作一副流动的绘画作品。“气韵”虽然属于内在的范畴，不能真

真实实的触摸到，也不能看到，但是通过动作的表达，可以传递给

观众，进而引起人们情感的波动。舞蹈中的“虚实”之美，简单的

来说，“实”主要是指实体，不管是开展任何活动，都需要以其为基

础。比如，各种动作，包括舞者等等。“虚”虽然不是可以看到的实

体，但是其为动作的核心、灵魂。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使

动作表现出想要的效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在芭蕾舞中，此类舞蹈在意境上相对比较简单，可以将其理解

为是单纯意义上的舞蹈，不掺杂感情成分，对于意境也没有过多的

追求。因此，在此类舞蹈中，不难看出所关注的更多的为动作本身

的美，而不是从的动作中看出的其他形式的美。从某种意义上的来

说，此类舞蹈更加重视的为形式上的美感。在进行舞动时，由于此

类舞蹈的特殊性，需要用脚尖来表现动作，这也是此类舞蹈 大的

特点。在这种舞蹈形态下，已经突破了正常上原有的身体素质，将

身体进行了重新构建， 大程度上的发挥出了身体的极限，通过“足

尖”的动作，也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此类舞蹈的美感。不管是服装的

运用，还是技巧的展示，再或者是道具的搭配，从根本上来说，都

主要是为了使动作呈现出美感，而没有其他层面的意义[4]。 

（二）身韵美与造型美的差异 

自从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以来，与其他舞种相比，“身韵”是其

大的特点，也是独有的特点。在“身韵”中，又包括多个层面的含

义。比如，其中的形、神等等。以其中的“形”为例，所涉及到的

动作较多，有“移、冲”等等，这些动作的完成，所表现出来的外

在美，主要是通过气息来完成。以其中的“神”为例，如果没有这

一元素，则动作将会过于空洞，不仅没有美感，并且也会丧失艺术

性。对于“神”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从外在

的层面上来说，主要是在表情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从内在的层

面上来说，主要是指内心的情绪变化。只有对“神”这一元素的充

分表达，才能够将动作中的思想传递出来，将内在的情绪变化通过

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舞蹈演绎更加富有情感色彩，引人深

思。而对于西方芭蕾舞而言，前面已经提到过，一系列的动作都是

在固定的模式下所进行的，强调的是，“开”、“绷”、“直”追

求更多的为造型美。以造型为例，衣服以纱裙为主，头发需要挽好，

这是此类舞蹈中的固定形象；从人物的表达上来看，女演员的任何

动作，就算一个小小的伸手动作，还是点头动作，都需要优雅的表

现出来。比如，轻轻的点头、缓缓的转过身来；从演员的面部表情

上来看，就算是有与愤怒相关的情节，也不能通过表情表现出来，

全程都以微笑为主。 

四、舞蹈创作的对比分析 

第一，从舞蹈的取材方面来看，以中国古典舞为例，一般情况

下，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民间的文学作品，或者典型的人物；而在

西方芭蕾舞中，其不会从生活中挖掘与创作相关的内容，也不会过

度贴近现实，通常情况下表达了人们内心的想法，或者对某种生活

的追求，再或者是对神话故事的挖掘等等；第二，从舞蹈结构上来

看，这两种舞蹈有一定的共同之处。比如，都有着各自明确的主题，

都是为了通过动作表达出其中的意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

古典舞中，更多的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舞蹈结构的安排方面，

还会加入人为的理解，比较重视在特定的场景中，将不同时间、地

点的事件表达出来。而在芭蕾舞中，从此类舞蹈的整体结构上来看，

单一性的特点比较明显，其只是单纯的对某个事件的表达，从中看

不出过多的情感表达。这两种舞蹈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区别较大，但

是在各自的发展领域上，进行了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完善。但是从

整体的角度上来看，不管是哪一种舞蹈，都需要在发展的道路上不

断的吸取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元素，摒弃不合理的元素，才能够更加

长远的发展下去[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舞与西方古典芭蕾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同。

因此，在对两者进行比较和分析时，需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入手，

了解不同类型的舞蹈中所蕴含的美感，只有通过这样，此案能够使

艺术更好的实现传承，进而使舞蹈艺术的发展有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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