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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在我国的古典舞体系之中，一个重要的学派就是敦

煌舞。敦煌舞是在静态的古代乐舞图像敦煌壁画中取材，

展现出了灵动的舞姿和古典审美取向。在一带一路的背

景之下，通过敦煌乐舞的不断发展，能够进行历史背景

的传达，让一带一路具有更大的影响范围和深度，从而

彰显我国古典乐舞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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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乐舞的多元文化内涵

第一，佛教文化。对于敦煌壁画来说，其最初的绘

制目的就是为了进行礼佛以及佛的供养，在壁画中包含

了很多舞蹈场景，都展现了佛教题材。而且在其中的舞

者，也借鉴了佛教进行舞姿以及动作的描绘。因此，基

于敦煌壁画之上进行敦煌乐舞的研究，其从题材、舞姿、

动作等多个方面，都具有佛教内容的渗透。因此在敦煌

舞蹈中，充分的展现出了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比如说

在很多舞蹈中，舞者的形象来源于佛教，或者是一些舞

蹈动作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

第二，审美文化内涵。对于舞蹈这种艺术形式而言，

以创造美感和表达情感作为其核心的价值。在情感传达

这一部分，涉及到广泛的内容。人类的情感极为复杂，

包含喜、怒、哀、乐，这些都可以通过舞蹈进行传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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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而对于创造美感这一部分价值来说，其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质，是从外在层面上，对于舞蹈艺术所具有的

独特风格的展现。在敦煌舞蹈中，其审美特点十分鲜明，

而且具有多样化的内容，其中涉及到风格美、造型美、

抒情美、虚拟美等等。比如说，对于造型美来说，在敦

煌乐舞中，飞天舞者光造型就去有很多种，如迎风飞翔

式、盘腿斜身式、翻转回旋式等，不同的造型也能够带

给人不一样的美感。同时，从外在的角度上来看，敦煌

舞蹈所具有的形式之美中，包含了深厚的佛教文化内涵。

能够在创造美感的同时，给人带来丰富的文化审美体验。

所以，这也突出了敦煌舞蹈独具一格的造型美的特色，

再配合其他方面的美感，也能够将敦煌舞蹈所具有的独

特且深厚的审美文化内涵，充分的展现出来。

第三，民俗文化内涵。在敦煌壁画的绘制过程中，

凝结了各个时代画师的见闻和观点。因此在其中，具有

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基于敦煌壁画，进行其中舞蹈题

材、动作以及舞姿等内容的借鉴，从而形成了敦煌舞蹈。

另外，也通过对于民俗文化元素的吸收，比如说民间服

饰、民间音乐等，让当前所进行的敦煌舞的表演和编创，

都具有着浓厚的民俗文化色彩，包含着多种民俗文化元

素和深刻的内涵。在很多经典的敦煌舞蹈作品中，都有

文化元素的加入。比如说，书法、服饰、音乐等。另外，

在敦煌舞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于传统民俗文

化内容的挖掘。并通过舞蹈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让

整个舞蹈具有更加显著的个性化特点，打造一个特有的

意境氛围，进行情感思想的传达。

2　一带一路背景下敦煌乐舞文化的传播价值

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建设，促进了敦煌乐舞文

化的传承和推广。在这一过程中，其所具有的文化传播

价值，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能够将敦煌乐舞所具有的特殊的审美方式和

表演特点，充分的展现出来。在我国的舞蹈艺术体系中，

敦煌舞作为一个独立的舞蹈形态，其具有个性化的表演

方式，同时还有着特殊的审美体验。因此，为了促进敦

煌舞的不断传承和发扬，就要将其在表演和审美方式上

的独特性充分的展现出来。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使得

中西方国家在舞蹈艺术方面，具有着越来越密切的交流

和沟通。依靠一带一路作为平台和渠道，同时这也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将敦煌舞所具有的独特的表演和审

美方式展示给世界 [1]。

其次，将我国历史悠久的舞蹈文化充分的彰显了出

来。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诞生了内蕴深

厚的舞蹈文化。为了让其他国家能够对我国的舞蹈文化，

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提高认知水平，就要推动

本土舞蹈艺术不断走向世界舞台。对于敦煌乐舞而言，

取材于敦煌壁画，其中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凸

显出了我国的古典审美特征。通过这样一种舞蹈艺术形

式，能够将我国漫长的舞蹈文化历史，充分的展现和传

播开来，发挥着重要的载体作用。并借助一带一路的契

机，这样沿线的国家能够通过欣赏敦煌乐舞作品，对于

我国的乐舞文化历史，具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和认知，从

而受到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感染与影响。

最后，在敦煌乐舞中，体现了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经

历之间的交融。由于敦煌壁画包含着很多民族的民族宗

教、舞蹈、审美等内容。因此在此基础之上，所发展的

敦煌乐舞能够从间接或者是直接的角度，进行多民族文

化因素的传达，是对于民族文化融合经历的重要体现。

在敦煌舞蹈中，出现了很多其他民族的舞蹈动作和舞姿

形态。在一带一路发展的过程中，艺术家要进一步的强

调敦煌舞蹈中所具有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这样才

能够推动敦煌舞蹈的持续创新发展，实现舞蹈的传承和

发扬。带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敦煌舞

蹈文化价值的不断强化 [2]。

3　敦煌乐舞和东西方文化交流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之上，敦煌作为其中的重镇，在

我国和西域各国所进行的经济阵子文化交融的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关键的文化战略地位。因此，

对于历史文化和文明的交流而言，敦煌文化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个璀璨的结

晶就是敦煌艺术文化。敦煌乐舞是在敦煌壁画的基础之

上所提炼和概括出的艺术形式，充分的结合了中国的古

典舞蹈和外来的乐舞，在艺术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充

分的凸显出其独特个性化的特点。由于佛教的传入，因

此也对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文化，在艺术表现和内涵上，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于佛教艺术的承袭。同时，在

敦煌艺术中，充分的融合和渗透了我国传统的儒道思想，

并创造了典型的艺术形象。依靠这些形象，也是敦煌文

化深刻内涵的展现。通过文化的融合，构建了独具特色

的敦煌佛教艺术。所以在丝绸之路之上，敦煌乐舞发挥

着联系和纽带的作用，能够沟通各国之间的情感以及文

化交流。

敦煌文化，在国际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敦煌

石窟的壁画中，具有大量的舞蹈形象，因此也可以将其

看作舞蹈艺术的博物馆。这些高超的舞蹈技巧以及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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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蹈形象，也是对于各个时代发展历程舞蹈艺术的一

个重要的代表和展现，促进了东西方舞蹈元素之间的融

合。所以加强对于敦煌乐舞文化的研究，在当代舞蹈事

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对于我国古典舞

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充实，同时也是对于历史舞蹈文化形

象的再现。通过敦煌乐舞，能够让现代社会的人们，更

加直观的感受到当时西域舞蹈文化的特殊风采和魅力，

从而对于中原以及西域文化之间的融合交流的盛大场面，

具有更加直观的体会，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强劲的生命

力与融合力量，充分的彰显出来 [3]。

4　敦煌乐舞的教学实践分析

要针对敦煌乐舞这一古典舞蹈学派进行表演人才的

培养，就要应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敦煌乐舞在表演的过

程中，不仅身体姿态较为特殊，同时还带有着深刻的宗

教底蕴。很多舞者在经过古典舞或者是芭蕾舞的基础训

练以后，具有足够的身体素质与能力，能够对于敦煌舞

蹈中所包含的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和舞姿，实现较好的完

成。但是在表演的过程中，往往缺少了这一舞蹈的内在

神韵。因此，在本文的教学实践中，以教材三大模块中

的元素训练这一模块为重点内容，进行了教学方法的革

新。通过对于舞者内在气质的训练和培养，让其能够在

敦煌乐舞的表演过程中，快速进入到表演状态，做到形

神兼备，将敦煌舞蹈独特的神韵展现出来。

首先，进行点线面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构建。点就

是眼神、呼吸、曲线三大元素。要想对于敦煌乐舞的风

格和内在神韵，进行有效的把握，这三大要素属于其中

的关键内容。而线则是将动作和三大元素之间的结合，

从而打造整体的造型。面就是上下身、元素和动作之间

的整合，在此基础之上，能够通过对于肢体的灵活调动，

从而精准地展现敦煌乐舞的舞姿和动作，凸显出敦煌舞

的特点 [4]。

其次，要加强对于眼神和曲线的教学训练。第一，

在眼神这一部分的训练中，根据敦煌舞蹈的表演特点，

其往往与一些典型的人物形象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

表演的过程中，也对于眼神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要做到谨慎且细致。所以为了实现更好的眼神训练

的效果，在其中加入了眉训练的部分。这样就能够依靠

眉毛的运动，从而对眼睛起到带动的效果，让整个面部

更加灵动。在这一部分系列内容中，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分别为眉、眼的单一训练。在眉训练中，按照具体的人

物性格，进行眉毛类型的划分，比如说，立眉、半圆形

眉。前者这种眉毛状态一般在伎乐、菩萨等形象中常出

现，随着双眉的上挑，整个面部会给人一种安详、喜悦

的感觉。而立眉这种类型会让面部状态具有悲伤、愤怒

的特点，双眉紧锁，眉毛向上提起，因此在一些表现男

子形象中，具有较高的适用性。而在眼神的训练中，分

为四个方向。通过将不同的眼神方向进行有效连接，也

就构成了具体的眼运动路线。在敦煌乐舞中，以弧线眼

神作为其中最为特殊的眼神，能够突出敦煌舞蹈的独特

性。一般来说，这种眼神主要是在菩萨这种形象的表现

中比较常用。线条要具有一定的平滑度，避免出现顿挫

感。另外，在敦煌乐舞的表演中，对于中国古典舞蹈的

环视、亮相等眼神特点，也进行了巧妙地运用，从而对

于典型形象进行诠释。一般情况之下，各种训练元素具

有单一性，但是在敦煌舞蹈的教学中，需要充分的配合

角色定位，从而展开具体的训练。这样才能够使得整个

舞蹈更加的流畅，做到浑然天成，从舞姿和神韵两方面，

尽显敦煌乐舞的魅力和特色。第二，在曲线这一方面的

训练中。由于敦煌舞这种舞蹈类型一个特有的特征就是

肢体的多曲线，在进行舞蹈表演的过程中，舞者在较短

的时间内，要进行不同曲线的快速变化。在敦煌乐舞中

涉及到的肢体曲线有很多，比如说四道弯、五道弯曲线、

柔和小曲线、S 形大曲线等等。这些曲线都是借鉴了敦

煌壁画中所描绘的乐舞场面所包含的舞者形象的舞姿和

动作。但是对于敦煌壁画而言，其具有非写实性。因此

相较于常态的动作来说，舞姿和曲线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身体曲线和角度上，都与其他的舞种具有着较大的差

异。正是由于敦煌乐舞的多曲线特点，因此在舞者表演

的过程中，对于跳跃、旋转动作的完成，就有可能会造

成重心不稳。所以为了确保敦煌舞舞姿的顺利完成，就

要加强对于舞者肋、胯、膝的训练，增强控制能力和协

调能力。通过各种训练的开展，让舞者对于身体肌肉，

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从而在舞蹈的过程中，能够实现

动力定型。首先，要进行分解训练，最后再将其整合起

来，进行统一的练习。这样就能够从曲线体态的角度上，

实现对于中心问题的有效解决。再依靠线、面等内容的

训练，从而让所营造出的敦煌舞蹈，更加突出多曲线的

特点 [5]。

虽然敦煌舞蹈来自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壁画上的

人物和神态都是静态的，但是却有着独特的意境和深厚

的韵味。因此，通过重点加强对于敦煌舞蹈基本元素的

训练教学，不单纯是让舞者进行敦煌壁画的模仿，更是

能够通过舞者的身体，以此作为载体，进一步地传达出

壁画中的意境和韵味。因此，在本文的教学实践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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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的基础元素之上，从分解到整合练习，更加强调

培养舞者的内在神韵，并让其能够更好地配合舞姿动作。

这样就能够让舞者在表演的过程中，对于敦煌乐舞的风

格，能够做到精准地掌握。

5　总结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促

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乐舞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敦煌乐舞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古典舞蹈学派，

要想将敦煌舞蹈所具有的独特的魅力和文化底蕴展现出

来，就要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对于敦煌舞蹈风格的深入挖

掘，并充分的融合舞蹈专业的特色，促进传统和现代之间

的交融，从而推动敦煌乐舞的教学，实现全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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