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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舞蹈素养通过富有人文特征的形态动作学习，是文化传承最

直接、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因此，通过对传统、传统舞蹈素养的解读，

传承与凸显传统舞蹈素养，能更好引导舞者理解与掌握舞蹈文化的内涵，
实现舞蹈技能与人文素养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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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 
著名的音乐史学家黄翔鹏曾经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我非

常认同这种观点，传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无法准确界定传
统属于或者截止于哪一个时期，甚至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最原始
的传统，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变迁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传统。举京剧
的例子来说，我们的理解京剧乃是由生旦净末丑的角色构成的中
国歌剧，脸上涂满油彩，但是随着现代京剧的发展，例如文革时
期的八大样板戏却已逐渐不再强调这些特征，但是同样受到了人
们的喜爱。由此可见，传统同样依托于时代，遵循着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原则。有些传统不再适用于这个时代或不在人们的审
美范围内，必然会被抛弃与遗忘。无论是我们以当今目光看待的
优秀的传统，比如说各地方小曲，还是落后的传统，例如媳妇不
能上桌吃饭，这些全都不能幸免。传统是一条河流，无论我们愿
不愿意，它都在不停歇的向前流去。 

二、传统舞蹈素养用什么来衡量 
（一）舞蹈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文化类型之一，它蕴含了丰

富的民俗、审美、历史、人文等文化信息，具有其独到的文化艺
术内涵。① 纷繁的舞蹈世界和参与舞蹈活动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自娱自乐的跳舞者、用身体作为载体的舞蹈表演者，以及
用舞蹈作为工具来认识世界、思考人生，进而用舞蹈表达自己的
认识和思考的舞蹈创造者。舞蹈不只是惊险技巧的炫耀；舞蹈不
只是绚丽姿态的展览；舞蹈不只是自然形态和生活形态的表层模
仿；舞蹈不只是歌星背后无足轻重的伴舞；舞蹈不只是讲述故事，
演绎戏剧的工具。舞蹈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独立的品格、独特
的价值和独有的魅力。舞蹈本身并不肤浅，是搞舞蹈的人把它搞
肤浅了。深刻地理解舞蹈本体的奥秘，掌握舞蹈艺术的本质规律，
让舞蹈走出肤浅的低谷，走向高级和深刻，这是舞蹈创造者们应
有的责任和担当。②  

舞蹈具有独特文化性与创造性，更是内涵发展和传承文化的
重要领域。因此，对于舞蹈的了解，不仅应只了解传统舞蹈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使舞者获得优美的舞姿、表演的技能，更应当深
入解读传统舞蹈深层次的内涵文化传统，传承与理解舞蹈文化，
以达到心灵与肢体的和谐统一，使舞者在智慧、精神上都得到良
好的发展。 

（二）传统舞蹈素养是指掌握舞蹈的基本动作与相关技能，
利用各种舞蹈素材，按人体基本活动规律和舞蹈表现规律去表现
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反映社会生活。笔者理解的传统舞蹈素养应
该在以此为基础的前提下，对于传统舞蹈的审美也应在结合了社
会环境与文化背景后，在语境中去理解与解读，才能较为客观的
体会到传统舞蹈真正的艺术魅力与美感。所以想要具备传统舞蹈
素养，除了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愿意花精力去了解烙印在
它灵魂中的时代与文化内涵。 

（三）传统舞蹈素养的培养，自古以来舞蹈来源于生活，以
艺术服务社会。积极参加不同主题的舞蹈艺术实践，不仅能更好
地体验不同传统舞蹈的风情、积累舞蹈的元素，获得更多的艺术
经验，而且能与时代有更紧密的联系，感受当今社会观众的审美
和生活需求，掌握更多的舞蹈表现方式和创作技法，并以人们喜
闻乐见的方式将舞蹈文化价值表现出来、传播出去。多走到民间、
乡村、田野中去，并以采风形式去了解不同的民风民俗下的舞蹈
形式在吸收优秀民间艺术与文化和对传统舞蹈剧目进行创新性
的编排与创作。的同时不仅开拓了艺术视野，而且有助于进一步
了解传统舞蹈素养，从而实现传统舞蹈素养的提升，实现中国优

秀文化在舞蹈中的良好传承。 
三、传统文化能够给予我们 
中国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凝结了

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展示了各时代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和风貌。
经历了几千年的全锤百炼而流传下来的，是民与民之间、国与国
之间文化交流、文化融合发展后展现在世人眼前的。这些被世代
相传并保留下来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这些意识形态中具有民
族区域特点的。③ 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
政治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等多方面内容，这些点点滴滴渗透在人们
的生活中，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不但如此，传统文化更
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令我们感到骄傲，
亦是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博采众
长，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凝聚力。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少有
的文化特质。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继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由此引发笔者深刻的思考。文化的传播其中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
是舞蹈，而传统舞蹈素养，更是不能离开传统文化的基础作用。
同样，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交流更离不开舞蹈素养的渗透。发
展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对我们根深蒂固的影响，有继承才能得来发
展。④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至今的文字的美，琴棋书画的
韵意，无不让我们引以为傲。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礼仪之邦的信
仰，让我们多了一份情怀。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无论是孔孟之
道，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这条文化的河其主流思想都
是贬恶扬善，教化民众真善美的价值观。同样，老庄之说也在提
醒着我们要辩证统一的看待问题。我们在为传统文化自豪的同时
也必须看到其落后的一面。例如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等，
影响力至今仍不可小觑。与时俱进的传统为时代而服务，新时代
的我们以史为镜，所以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看待，保持
着“扬弃”的态度。传统是一条河，由我们各个时代的人来决定
它是清是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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