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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编导背景下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保护与传承 
黄铄捷 

（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民间舞蹈是一种自然又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民族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护内容，以人体动态
的形式保存了文化和表现力，因此，民族民间舞蹈必然要进行保护，而作为舞蹈编导，如何进行舞蹈编排，体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
和地方特色，就需要艺术从业人员提高自身修养，加强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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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要想对民间舞蹈进行保护，就需要在传统民族的基础上进行挖

掘和抢救，现如今，我国研究民族民间舞蹈已经出现了多个学科，

多个领域的保护，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中，对相关的保护政策已经

行了全方位的工作设想，所以民间舞蹈的传承和保护就需要结合现

行政策，从审美性出发，以真实反映人民现实生活为主，通过这种

淳朴古老的艺术手段，做到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一、传统民间舞蹈概述 
（一）民间舞蹈保护的必要性 

传统民间舞蹈是能歌善舞各民族生活的集中艺术展现，通过舞

蹈，不仅能够表达喜怒哀乐，还能够通过舞蹈表达出人类社会初期

的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等形式，而现如今保护传统民间舞蹈，不

仅能够保护舞蹈的民族化和民间化，也能够面对外来文化冲击。保

存中国民族化的艺术发展舞蹈为出发点，使得舞蹈编导工作人员现

代化的目光，能够重新解构传统艺术形式，赋予新的时代活力，滋

养受众的精神文化。 

（二）民间舞蹈的编导局限性 

民间舞蹈的保护在现如今的编导活动当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局

限性，这并不是因为民间舞蹈已经被采编殆尽，而是因为民间舞蹈

包含巨大资源取之不尽，所以在编导过程当中出现了多种风格的编

造形式，所以在编创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对传统文化的审慎性不够高

这一基本属性错误，使得编导的作品与本民族的整体范围和民族气

质不相符。除此之外，民间舞蹈的风格质朴简单、打动人心，在舞

蹈教育的过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创作者受到西方文化的冲

击，会不自觉的在舞蹈编排当中加入西方的交际元素，所以难以使

本民族舞蹈的编创展现出本地特点，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刻，

因此，在民间舞蹈的编创过程当中，必须以北民族文化作为背景和

基本线路，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来保护中国舞蹈文化，维持好整体民

间舞蹈风格。 

二、保证舞蹈艺术根植于人民生命 
舞蹈艺术是人民生活的结晶，因此要对传统民间舞蹈保护过程

中，必须要根植于民间的舞蹈，才能够体验到艺术真实、反映生活，

表达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和未来的追求，而在舞蹈艺术的挖掘过程当

中，可以湖南民族舞蹈为例。湖南舞蹈能够反映生命永恒的执着和

独特的艺术神韵，因为生产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最基础也是最有代表

性的实践活动，舞蹈艺术中很多动作来源于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因

此在湖南民间舞蹈过程当中，有很多舞蹈节目在动作安排的过程当

中有鲜明的生活痕迹【1】。例如花灯、睇花鼓等动作在舞蹈节目《12

月采茶》《茶打阳春》中体现了农民在农业季节中繁忙的情景，这

种舞蹈的表现形式和文学有异曲同工的艺术表达妙趣，鲜明响应了

“赶起牯牛背起耙，背篓放上锄头把，年年有个四月八，割了麦子

种棉花”的文学描述。这种典型的农忙季节具有鲜明的生命活泼性，

除此之外，在保护和传承民间舞蹈的过程当中，要将舞蹈幅度尽量

夸张化表达，描述人民辛勤劳作，得到丰收的欢悦感情，例如插秧、

种树、建房等生产劳动中富含力量，所以这种带有生活气息的动作，

必须通过大幅度的身体表达，进而强烈的肢体感受。 

三、注重刻画人民内心感受 

舞蹈是最具情感表达性的艺术，因为古语有言“舞之蹈之”指

的就是人们在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过程中，通常会通过肢体的形式

进行个人情感的倾诉，所以在民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当中，要以人

民内心的情感作为主要的编导内容，使得舞蹈的编排能够具有情节

性，可以完整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而在艺术表达过程当中，爱情

是艺术创作古老永恒的主题，以爱情生活为主要的舞蹈艺术题材也

数不胜数，例如通过地方方言进行表达的《送荷包》《瞧干妹》等

等，这种俗词俚语的形式表达着民间渴望恋爱自主的心愿【2】。在这

些唱词过程当中，与宫廷舞蹈不同，他们以诙谐幽默，质朴自然的

语言，表达了最纯粹的内心渴求，例如“正月与姐去交情，郎打金

钗上姐门，解说钱财如粪土，狼说情义值千金”等等，这种语义的

形式通俗易懂，在进行艺术表达的过程中，舞蹈编导者进行保留，

能够和艺术受众具有共同性，了解到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情感倾

诉。《伴嫁舞》是湖南地区的流行舞蹈，作为舞蹈编导的重要代表

作，通过 13 个形式的舞蹈片段串联起来，表达了妇女出嫁前后的

心情，其中对于童养媳命运不由自己的悲惨案例进行了控诉表达，

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尤其是针对“姑娘出嫁前的几天进行哭

诉”的描述，使得哭唱的原曲具有了哀酸痛苦的现实价值，在民间

舞蹈的保护与传承中，就需要以这种舞蹈编排为代言人，以情节打

动人心，以情感感动人心，用这种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形式，鞭策

社会。 

四、发动民间风俗遗址，作为舞蹈互动特质 
民间舞蹈生活在民间，生长于民间，所以在民间舞蹈的特性过

程当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水舞蹈编导方面离不开其他艺术的

支持，所以在民间舞蹈编创的过程当中，需要结合本地的民间风俗

和民间遗址进行舞蹈内容的补充，例如炎黄是女娲后的天下共主，

所以在湖南有一座炎帝陵，而炎帝陵在每年十月份都会举行祭祖大

典，这种祭祖大典中，免不了会有歌舞的艺术形式出现，所以在民

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过程当中，离不开对祭祖大典中舞蹈形式的摘

取和配合。在祭祖大典中比较明显的舞蹈节奏是击鼓的舞蹈节奏，

它的棒槌为九寸长、两寸粗，表面有各种的色彩条纹，十分吸引观

众的注意力，在舞蹈的表达方面上奠定了鲜明活泼生动的气氛。除

此之外，鼓棒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音乐击锤工具，还是生殖力的象征，

所以具有生命的艺术关照效应，在舞蹈编导的过程中，就需要对于

大殿的鼓棒进行突出表现，尤其是舞者大部分身体暴露在外，身体

和腿部涂抹各种颜色的图腾，利用鼓棒作为传递的舞蹈道具和重要

的声乐节奏，在音乐表现和画面形式两方面分别对舞蹈的编导进行

丰富。在舞蹈过程当中，祭祀大典通常将男女分成对应的内圈和外

圈，随着击鼓和男女对立进行起舞，所以在民间舞蹈的保护过程当

中，可以将男女互动的舞蹈性别特征进行保留，突出展现炎帝祭祖

大典对生命的观照【3】。 

五、保留地域性，追求舞蹈特性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舞蹈形式多种多样，在民间舞蹈的保护与

传承过程当中，因为地域的原因，分为了典型的东北地区，内蒙地

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中南地区五大板块：东北地区主要指的

是北方农业文化和内蒙古地区草原游牧文化的舞蹈内容；西北地区

主要指的是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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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西南地区则指的是有典型的彝族，傣族，布依族水等各种自治

区舞蹈；中南地区指的是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

地区轻快明媚的毛南族土家族壮族舞蹈。舞蹈编导要想保护民间的

舞蹈就必须根据舞蹈的地域性追求舞蹈的发展特性，近年来，随着

“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西北地区的民间舞蹈在文艺汇演中占据

了更多的话语权，为了保护此类地区的民间舞蹈，首先要做到的是

舞蹈编导者从选材方面要把握特殊规律，运用舞蹈形象思维的方式

研究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目前西北地区可以挖掘的民间编导方向，

有传统的民族化舞蹈，例如锡伯族的蝴蝶舞、贝伦舞以及新中国成

立之后少数民族的改革开放历史，这两种舞蹈能够融合多种舞种的

表现内容，呈现出多样的舞蹈作品。在确定选材之后，还要注意舞

蹈的动作的选取，保证“舞蹈动作是能舞起来的材料”，将代表性

为主要筛查内容，通过肢体力量强烈的动作使得舞台的表演能够让

观众直接通过视觉形象感同身受【4】。除了舞蹈选材之外，在舞蹈编

导的过程当中，要结合历史文化背景结构舞蹈的脚本，通常舞蹈的

脚本可以将“开篇”引入人物和时代背景，中途“发展”以夸张的

情节吸引观众目光，再以“高潮”激起观众强烈的共鸣，感受最后

“结局”揭示社会主义主题思想和民族大团结内涵，对社会文化起

到正向主旋律引导作用。 

六、以情绪结构统筹编排 
舞蹈编导在进行民间舞蹈保护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核心

的规划和布局，并且以情绪的起伏和节奏将舞蹈的动作和舞蹈的动

作和舞蹈演员的集体动作，进行画面组织，这就要求编导者必须以

专业的情绪舞结构为统筹原则，“情绪舞”结构有三种结构，分别

是三段体结构，二段体结构和单段体结构，舞蹈之中的一段通常指

的是快和慢的一个章节，如果 A 是跳跃的快板，那么 B 就是平稳的

中板或者慢版，而三段式则指的是在一个舞蹈的编排过程中出现了

三个明显的段落，这种段落可以是 ABA 也可以是 BAB，这种错落

有致的形式，能够在节奏和情绪上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二段体结构则

指的是 AB 或者 BA，继先快后慢或者是先慢后快；单体所指的是整

个舞蹈在情绪上为 A 或者 B，以一个统一的基调和节奏为统筹。例

如舞蹈作品《爷爷们》是近三年来在荷花奖中获得金奖的优秀民族

作品，他以欢快爵士舞的形式展现了老年人的生活态度，有鲜明的

民间生活气息，其中传统的民谣回味了老人们的昔日时光，以民间

的节奏和利于摘选的形式代入了老年人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所以

在民间舞蹈的编导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动态展现，后续舞蹈编导的编

排，也需要情绪结构为例，不断追求动作创新，搭配情节化的动作

和节奏感的展示，让民间舞的创作能够更加被受众群体接受【5】。 

总结：总的来说，舞蹈的编导是一项复杂的艺术创作，这不仅

要求编导者自己有较为深厚的舞蹈造诣，而且要对生活和民间民民

俗文化等有着较强的观察能力和提炼能力，才能够选择性的提取创

新动作，不断观照现实生活，为民间舞的创造提供新的活力，让人

们能够在现代艺术的氛围中为舞蹈永远留下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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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2 页） 
在农产品包装生态设计中，色彩使用上要做“留白”处理。在

传统农产品包装是生态设计方面，大部分地区的农产品包装都选择

了使用繁复色彩映射自然环境的美丽，以激发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的路线，然而，这条路线在方式上显得有些过于委婉，实践效

果远没有达到设计的预期要求。而贵州省的农产品包装设计却另辟

蹊径，大胆的将产品包装“透明化”，放弃了产品包装色彩的使用，

转而利用产品自身颜色填充包装色彩空余，使得产品包装不至于单

调，达到了与之前路线相同的效果。并且，减少对工业色素的使用

也是更为直观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式。在今后农产品包装生态设计

上，应积极的借鉴贵州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产品的各方面特性，

减少工业色素的使用，包装色彩尽量“留白”处理。 

3.2 材料选择上“因地制宜” 

产品包装材料应尽力“因地制宜”。贵州地区的农产品包装在

材料选择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特性，在之前提到的生漆产品的外包装

设计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漆树是制作生漆的原材料，生漆在生产的

第一步就是对原料漆树分割处理，将生产生漆所需的部分分离出

来，这样就出现了相当部分的边角余料，而这些边角余料最终成为

了生漆外包装的生产材料。“因地制宜”其本质就是就地取材，对

于资源合理的加工利用。而贵州生漆产品包装设计正是这一点的典

型体现，生漆包装使用漆树原料，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对环境的二次

破坏，也对资源进行了充分的二次利用，是值得今后农产品包装生

态设计的进步举措。 

3.3 包装需要“减肥” 

农产品包装生态设计中，给包装“减肥”，缩减包装体量是农

产品包装生态设计实现的最基本途径。传统产品的“保险柜”式包

装对于资源的浪费日益严重，以茅台酒为代表的精简包装理应成为

农产品包装生态设计的主流。在进行农产品包装设计时，须恪守生

态设计的根本原则，最大程度上减少原材料的使用，省去不必要的

产品开启方式，以规避多重开启造成的对于原料的浪费。而对于产

品自身档次体现的需求，可以通过对包装精简后部分进行设计，以

达到这一要求。 

结束语：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农业始终是关乎人类整体生存的

第一产业，同时，农业也是人与自然是否和谐的重要体现。在当今

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也成为了农产品包装设计的全新课题。贵州通过新型环保材料

应用、色彩“透明化”以及精简产品包装体量等方面出发，进行农

产品包装的生态设计，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今后的

农产品包装生态设计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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