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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论舞蹈《1840 生死签》中情感逻辑的重要性 
◆肖振宇 

（东莞市茶山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广东东莞  523380） 

 
摘要：在舞蹈作品中舞蹈语汇是作品组成的最基本元素，作品中的“美”
来源于肢体、情感与画面张力的多元结合，而在作品中想要交待一件事
情，相对于较难，舞蹈更善于直观的情感表达，然而，既想要交代一件
事情又能符合人性的情感逻辑，同时与画面的色彩相得益彰，这才是我
们需要用心去探究和深思的，而舞蹈《1840 生死签》是对以上观点的完
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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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在舞蹈中的张力 
舞蹈生死签中情感的张力在这作品中体现的淋漓、精致。舞

蹈中的每个动作都是富有情感和生命力，舞蹈表演属于文化的范
畴，是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舞蹈表演是人们内心的情
感世界最动荡不安的时候出现的一种形体活动，经常通过夸张的
表情，身体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变化，综合了“视觉和听觉”
的舞蹈艺术可以通过世界上最为复杂但又最为独特的艺术工具
——人头，融合时间、空间、力量为一体，能更形象、直观地表
现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在所有艺术中，舞蹈是最富有感染力的，
最为熟悉，也最为全面，它是用肢体诉说着情感，然后把整个世
界悲欢离合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的动态艺术，观众借助着这种方
式体会着舞蹈表演中所流露的情感，体会着生活，舞蹈表演淋漓
尽致地抒发着情感，将美的意境，美的神韵，美的向往传达给观
众，通过情感去沟通、感染观众，最后产生共鸣。 

何为情感逻辑，舞蹈也不例外，舞蹈运用肢体来诉说故事，
传达感情，塑造人物。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注定了舞蹈需要很
强的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需要一定的先天条件和后天大量的专
业训练。《1840 生死签》中我们的舞蹈演员没有停留在“跳”舞
蹈上，也正是这样，我们可以怎样去运用“舞蹈”这种舞蹈载体
去“表达”情感。因此，通过我们舞蹈者的肢体语言来诉说着舞
蹈中的故事，去感染和打动每个观众，通过舞蹈这个载体来传递
着我们舞者的情感，这才是舞蹈的内在真谛，我认为这样才能称
之为“情感舞蹈”。  

《1840 生死签》中我作为其中一名舞蹈演员有幸成为这作
品表现的载体，作品是以虎门销烟的历史背景，充分地结合与投
入自身情感，是那个时期人民群众自发抵御外来入侵守护家园民
族情怀，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提倡的时代精神（人民有信仰、民族
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舞蹈是人在情感达到一个高潮时，很多
时候言语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情感而手舞足蹈起来，可以说没
有真情实感就没有舞蹈。因此，一部好的舞蹈往往都是一群有情
怀的舞者在忘我地演绎，仿佛世界就只剩下了他们。所以，我认
为，如果舞蹈家胸无激荡之情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失去了
意义。只有我们需要在表演中将情感的表达达到丰富饱满的状
态，这样才能活化作品中的人物，并且可以将适合技巧融入作品
当中，可以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物内心的情绪。从而达到了情与舞
的统一，进而引起观众的审美共鸣。由此可见，在舞蹈艺术中，
情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舞蹈与情感的结合才能形成完整
的舞蹈艺术。舞蹈所表现的动作和姿态是世界万物中最美、最能
打动人的动作和姿态。当情感的作用充分表现在舞蹈的优美之
中，舞蹈将更加打动人心。 

二、群舞《1840 生死签》中的情感逻辑脉络 
一开始母亲在家门祠堂口纠结的准备着备抽的生死签，同时

听到隆隆的炮声硬生生不停的砸在这世代生存的土地上，祠堂家
门上的那一抹厚重的血污不停的在敲击着尊严，母亲踌躇、徘徊、
无奈的将准备好的签放入求签筒中（将所有的生签已经改成死
签），此刻母亲内心里是多大的情怀，有多么的不舍，同时又是
多么的坚定。此时的孩子们从家门祠堂里冲出来看着母亲（六男
一女），母亲背对着孩子望着家门收拾了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回
头看着孩子的内心在哼唱着那首咸水童谣（渔船训着个细银仔，
天为被抖海为床，漫漫夜训不着，妈妈抱你听话来），舞蹈随即
展开了一段抽签的舞段。此段舞蹈签在签筒中来回碰撞，碰撞的
是母亲的心、碰撞的是对外敌的仇恨、碰撞的是对这片热土的深
情，当签从母亲的签筒中高高洒落在地上是那一刻，音乐骤停，
这时的母亲的内心是剧烈的颤抖的，含着眼泪、忍着绞心的痛，
看着地面上散落一地的死签，注定亲手送自己的孩子们上战场的
无奈和决绝。 

签散落一地后，舞蹈出现了戏剧点的转变，所有人凝视着地
上的签，首先走过去的是两兄弟哥哥捡起了签，哥哥抽到了死签，
弟弟则迅速的抢夺过来，哥哥出于本能的夺回，由此合符逻辑出
现了一段双人舞段，在这段舞段中的情感充分的诠释了小爱（亲
情、手足情）。除了通过动作的力度、速度以及角色情感角度来
体现之外，还需要通过内心真实的去感受那种情景，有了情感的
充斥才将这段舞段中的感情脉络，尤其是兄弟两的眼神的对视，
手中签的份量，每一个动作的质感都是对作品本身情感逻辑展现
的考究，有了情感的贯穿才能感动自己、感动别人。就在情感到
达极致的高潮点时，哥哥的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另一位同族的
兄弟捡起地上的另一支签，发现同样的死签），同族兄弟听到咆
哮后与哥哥一起将各自的签放到一起看各自的签，此时所有的同
族兄弟都围了上来看都是死签。然而大家并没有惊异，而是一一
查看了地上的签，大家都是淡然的抬起了自己的头颅朝着海边英
夷微微一笑，这一笑是是整个舞蹈中的重要的情感戏剧点之一，
这一笑是一种坦然、勇敢、真诚、释怀，从自我到无我的民族大
义的觉悟。正是一笑让舞蹈的情感深化、升华，由此出发顺理成
章的出现了一段誓师的大舞段，既符合情感逻辑又能最直接、也
是最震撼力的向大家传情达意。 

这段誓师的舞段的情感是具有很大的张力，同时母亲又在中
间那个眼神、踱步的神态中，在大画面中又形成了很好的承托张
力的对比。大舞段与母亲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相互感染，内心更为
决绝的统一。情感线路走到这里似乎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但是在
导演的眼里似乎要有更加合乎情感逻辑回归人性的一面，这便是
1840 生死签中舞蹈戏剧点的出现，告别母亲的画面。此时母亲
看着这样的一群孩子，竟然如此的有血、有骨。既是一种欣慰的，
又有酸楚，这是何等的大义。孩子们簇拥在母亲声旁，这是人性
的拥抱，是温情的呻吟，有可能是最后的诀别。母亲是一个怎样
的大义。心在颤抖，手指向英夷来犯的方向却那么坚定，眼神中
那是百般滋味。（这就是我最为感动的地方，跳到这时我已经落
泪了）。当进入人物内心，融入本体时，生死已经置身之外了。
在出发之前孩子们又再次深深的一跪，母亲冲到家门前一个深深
的拥抱，如此的深化了这份情感，又一次的敲打着我的内心。这
样的情感逻辑和画面思维，富有张力的戏剧点的结合。可见导演
对作品何等深刻的情感积淀、人性情怀的剖析、作品品质的担当。 

画面转换，母亲提着门上的灯笼，为孩子们壮行，发出了那
撕裂地平线般颤抖的呼鸣“出征咯，，，出征咯，，，出征咯，，，，，，”。
孩子们将家门为船（道具舞美设计，前面为家门，放下就成为竹
排），乘着夜色偷袭，这段舞段中同族弟兄一条心，屏住呼吸向
入侵的船只潜行（出现了一段偷袭的舞蹈画面，是事件发展逻辑
时间线路的呈现）。战斗开始了，整体战斗的大舞段，突然的子
弹穿透了弟弟的胸膛，这时画面顿时凝固了，红色的血染红了海
面空气（舞美色彩），大家望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跪在血泊中
依然握紧了拳头，此时大家的情绪在悲痛中积累能量，与其青梅
竹马的小妹一把将牺牲的弟弟搂入怀中，大家的神情悲愤中辐射
开来，内心仇恨的火焰从眼神、胸膛、喉咙喷涌而出，宁可玉碎
不为瓦全。他们一个个的倒下了，倒下时他们有的是不甘，有的
是蔑视侵入者笑着倒下，那份凛然是对民族之魂的诠释，当炮声
停止时海面上有一盏灯在岸上指引着，是母亲在哼唱着那说童谣
(渔船训着个细银仔，啊……)，此时从船上的血泊中尸体中艰难
爬出来的小妹，颤抖着接下了船篙向着母亲的方向，船上小妹那
一抹厚重的红色和母亲手中的红灯笼相互的承托。最后的情感画
面是灵魂的回归，是希望的开始。画龙点睛的作用，是为了更好
地体现舞蹈的深层内涵，使整个舞蹈的情感表达更深刻更精致更
升华。 

总结：我作为舞蹈生死签中的一名舞者，对生死签这么有生
命力的一个舞蹈有很深厚的情感，每次要出都抱着一种虔诚的心
境去诠释这份厚重的历史情感，题材本身是具有强烈的代表性
的，然而从何种角度去诠释演绎这绝对是一个难题。舞蹈本身要
讲故事时非常难得的，从情感出发是最为表情达意的，直观能感
受到的，从一开始《1840 生死签》是以 8 分钟舞蹈作品的形式
呈现，可最后却有了舞剧片段的高度，不得不佩服导演的功力和
文学底蕴。舞蹈的情感逻辑脉络决定了舞蹈作品载体本身的品质
和素养，起着决定性、键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