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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是胶东地区的一

大文化符号。作为一个山东人，我童年之中最喜欢做的

事情，就是在老家，看着奶奶推着院子里的石磨，将小

米一点一点磨成面，然后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煎饼。那时

觉得奶奶真厉害啊，可以用她小小的身板推动那大大的

磨盘。长大后我才明白，奶奶身上所拥有的正是人们老

生常谈的中国女性们所独有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优

良品质。

舞蹈作品《磨》，以“磨”为中心意象，以辛苦劳

作的中国女性为中心人物，以胶东地区人们劳作时的生

活动态为动作语汇，配合着秧歌的基本元素和动律，以

赞扬中国女性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同时，

此作品的编导手法以及作品背后映射出来的当代中国民

族民间舞蹈的编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由此，本文将

对舞蹈作品《磨》的文化记忆与舞蹈创作进行研究与分

析。

一、舞蹈形象之构成

以身体塑磨之象，唤民族之魂。编导打破了传统、

通俗、限制的编创形式，开场演员们集中为圆，上身

向前弯曲，向着同一方向缓步转动，明了形象地表现出

了“磨”的形象，体现生活场景。“那些看似寻常的民

族民间舞领域的动作语汇，在她的重新演绎下，顿生无

限新意和深意。”[1] 在保留海阳秧歌和胶州秧歌的基本元

素和动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脚下运用胶州秧歌中“丁

字碾”的元素，以侧面与“磨”的形象相互呼应，上身

运用海阳秧歌中“波浪”的动作，以“拧”衬形象，再

加上一些伸手擦汗的动作，塑造出中国女性辛勤耕作的

形象。编导田露老师为了舞台效果能够得以更好的展

现，她启用了身材条件不一的研究生来进行表演，以此

来进一步贴近务农妇女们的生活形象。编导田露老师更

是以一轮圆月作为舞台背景，让“天上圆月”与“地上

圆磨”相照应，进而体现农民靠天吃饭的不易。最后首

尾呼应，升华主题，凸显中国女性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

按编导田露老师的话说：“通过《磨》承载胶东女性共有

的、普适性的优良品德，但是映射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范

畴内的全体女性，是对中国人心中优秀母性形象的刻画，

同时也是对中国女性美德的褒奖和歌颂。”①

二、文化记忆之显现

以圆之韵现磨之意，唤文化记忆。“磨”这一形象，

是凝聚着民族精神的血脉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后，存留下来的具有生命力的共

同记忆，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展现的仪式和典礼。舞蹈

中所有的队形都是以“圆”的形态呈现，包括演员的

跑场调度，也大部分都是通过碾步转圈和颤动转圈或

是碎步转圈的动作来完成的，以“圆”衬力量，来塑

造“磨”这一形象，能够快速的唤起人们对于“磨”这

一文化形象的记忆。编导田露老师的研究生在介绍舞蹈

的调度时说道：“调度‘圆’的使用，既是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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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生活的模拟再现。舞蹈中通过几次调度的重复，强

调了凝聚的力量感，也在变化中完成了舞蹈的起承转

合。”②在作品的高潮部分，编导田露老师更是巧妙地运

用了《沂蒙山小调》这一传统音乐来刺激观众的文化记

忆，不仅扣住了胶东妇女们辛苦务农的生活场景，而且

还能够渲染气氛，烘托情感，引发共鸣，使人身临其境，

旧时妇女辛勤耕作、推磨干活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三、民间舞创作之“度”

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的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在呼唤

新时期的文化自觉。以作品《磨》为例，作品其中蕴含

的无论是中国女性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还是旧时农民

耕作的民族文化等，这些文化因子，都是联系古今，联

系不同地域民族情感的纽带。本作品的编导田露老师

曾说：“对作品选材的角度与对生命的认知能力直接相

关，对生活有感悟、有感触，才能编创出直击人心的作

品。”①而今，有很多作品趋于商业化、市场化、热点化

和经济化，却忽视了民间舞作品中应该蕴含的传统民间

文化底蕴和深刻含义。老一辈的舞蹈家是在一个单纯的

环境中直接从民间舞到文化中去吸收、去创作，而新声

代舞者面对的则是一个更加多元庞杂的文化环境。因此

就需要我们通过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来提升创作的文化

品味，通过延续向民间采风的传统来坚持民族文化的根

骨，通过争论与交流来增强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力。中国

民族民间舞的创作需要艺术的自觉，这不仅仅是对传统

艺术的守护，更是对商品经济社会中失落的精神家园的

呼唤。

四、结语

作品《磨》可以在众多民间舞作品中崭露头角、受

到欢迎，离不开其独具匠心的编创手法与大众熟知的文

化因素：胶州秧歌与海阳秧歌的因素结合，使得作品在

赞扬胶东人民的勤劳能干时，又不乏淳朴与灵动；整场

圆形的调度、脚下丁字碾与双手或推磨或擦汗的动作，

使得作品更加生动形象，更加通俗易懂，能够让观众更

好的产生共鸣；背景的圆月以及《沂蒙山小调》音乐的

运用，分别与“磨”和“农耕文化”这两个传统因素交

相呼应，以此来刺激观众的文化记忆、烘托气氛，使人

身临其境。

如此优秀的作品，我们也应该通过现象看本质。中

国民族民间舞是中国舞蹈中的重要成部分，民族民间舞

蹈创作更是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因此，我们应该拥有

新时期的文化自觉。仝妍老师认为：“每个民族或时代的

艺术，都是那个民族文化或时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艺术的发展受到总的文化氛围或文化条件的影响。”[2] 在

现在这个多元庞杂的文化环境中，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

更加需要艺术的自觉，在尊重民间舞蹈文化、尊重民间

舞蹈创作的基础下，将“个性”与时代与传统相结合，

才能够让民间舞作品免于商业化、市场化、热点化和经

济化。正如编导田露老师说：“对一种文化的理解需要时

间的积淀和生活的感悟。能够在丰富而多元的民族审美

中摄取到什么角度，与每个人的思维和情感系统休戚相

关，并且需要民间舞人真挚的情感投入，才能找到最准

确的民族审美典范。”①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舞者，中国舞蹈的发展道路上少

不了我们的身影。我们应该多观摩前辈们的作品，取其

精华，去之糟粕。不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其基础

上与时代结合进行创新，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扬光大，

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注释：

① 2015 年 5 月 8 日， 北 京 舞 蹈 学 院 师 生 苑， 田 露

《磨》的创作与表演心得采访。

② 2015 年 4 月 13 日，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宿舍，杨

韵佳《磨》的创作与表演心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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