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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谈原生性和次生性对舞蹈创作的影响 
◆荣雅琴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30011） 

 
摘要：在舞蹈创作中原生性一直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而次生性的观念常

常出现在舞蹈教育视野中，但是在舞蹈创作中它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据调查资料显示现今大多舞蹈作品的动作编创都是由次生性发展而来，

甚至有许多作品是直接通过次生性的动作为主题进行编创，所以舞蹈创

作中次生性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本论文就是通过原生性、次生性、再生

性的关系梳理，再到舞蹈作品的分析来论证原生性和次生性对于舞蹈创

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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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视角——跳过原生性的创作是否成立 
（一）原生性、次生性、再生性的联系 
事物的发展形成是在纷繁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到发展，形成

了自己独有的魅力。原生性、次生性、再生性的发展同样也是，
再生性是在次生性和原生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次生性也是在原
生性和再生性的基础得到发展，三者是互相交融的。 

初次看来三者是在依次发展顺序的过程中形成的，首先是到
原始的民族居住地去寻找原生性的舞蹈文化，其次对原生性的

民族舞蹈文化形态，进行提炼形成舞蹈课程组合， 后在对次生
性的舞蹈进行艺术加工，成为舞台化作品。通过研究发现，这一
过程并不是绝对的，如下我将举例说明再生性对次生性的影响，
比如，维吾尔族舞蹈作品《摘葡萄》，作品出现后引起了本民族
与舞蹈界的认同，随后老一辈的艺术家们就从本作品中提取了相
应的舞蹈动作，提炼成了课程组合，所以实现了再生性到次生性
的转变。其作品的创作又是直接从原生性着手，编创成了舞蹈作
品，这个过程并不少见，现在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作品创作，都是
通过采风后，提炼加工，形成了符合当下审美的具有艺术性的舞
蹈作品。 

（二）从次生性的挖掘 
民间舞蹈的创作，一般都离不开原生性的基础，因为没有亲

身体会过本民族所在的居住地的地域生态环境，人们的生活习
俗，是不能体会到真实的情感，确实原生性可以给我们的创作带
来极大的灵感，但在没有条件去采风时，我们的创作是否可以从
次生性入手，而且当今民族舞蹈的次生性，各地区都在逐步完善，
如此这对我们的创作过程中不仅有辅助性的帮助，而且相对性的
减轻创作中遇到的困难。 

其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实践检测，这个过
程，肯定存在很多的问题，而且可能会形成闭门造车的现象。我
相信大部分学者会不认同这一观点，可是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一观
点的存在，例如，原创舞剧《天鹅》，就是在次生性的基础上进
行编创，虽作品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也有相应的解决办
法。 

原创哈萨克族舞剧《天鹅》，从原生性、次生性、再生性三
者的发展来看，我们缺少原生性的东西，我们是在次生性的基础
上，进行了再生性的创作。这样的方法也确实创作出了舞剧作品，
从舞剧的结构来看，它是完整的，它有舞蹈语汇的存在，有框架
有内容，但由于时间的局限，没能实地采风，去真正的感受当地

的民俗风情和特色文化，所以我们不能真切的体会到当地人所保
有的融入到骨髓的情感，和一种生活环境所带来的独特的气质。 

1、创作新思路的设想 
次生性的训练可以为舞蹈作品打下基础，民族民间舞蹈的编

排，对于演员有一定的要求，舞蹈演员一定要受过相应的专业课
程训练，才能更好的把握动作的风格。如果舞蹈创作中跳过原生
舞蹈形态的摸索环节，直接从次生舞蹈形态着手，从次生性直接
走向再生性，以民族民间舞蹈动作出发，进行挑选整合创作，在
逆向推到民族的情感，这种创作过程是否成立？ 

在省去原生性的探索，会失准情感性的把握，所以创作可以
更注重形式方面的发展，来避开这一短板。在创作过程中，我们
尤为需要注意的就是对动作的处理过程，舞蹈语言的挑选与运
用，舞蹈语言的挑选一定是直击我们的心灵，运用肯定是要经过
艺术性加工来完成的。但是这样的作品依然存在这问题，这将会
淡化舞蹈的味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观点的可行性，还
要通过今后的创作作品来验收。 

二、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次生性的发展，对于原生性有一个很好的保存，次生性相比

原生性，多了规范性和程式性，少了原汁原味的舞蹈风格，但也
是规范性和程式性的特点，使民间舞蹈基本保存了下来，也便于
舞蹈热爱者学习，这也是传承途径中一个方法。但是对于原生性
丰富的内涵文化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流失，在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
路上，还需不断地补充新的方法，并持有严谨的态度进行思考研
究，得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对于舞蹈的普及，作品是 好的媒介，创作民间舞蹈作品一
定要结合当下的时代需求与审美变化，再生性的民间舞蹈，更要
符合当下的审美需求，可以引起更多的人对民间舞蹈文化的热
爱，这也说明了舞蹈艺术作品，是发扬民间舞蹈文化的重要渠道，
所以，我们在创作过程要有严谨的态度，它包涵了文化传播的使
命，其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所以必需具有严谨的实行过程。 

三、结语 
当代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中，我们要重视原生性的保

护，时代的变迁，原生性离我们越来越远，如果不去保护，怎样
提炼更多次生性以及再生性，又如何才能使民间舞蹈得到发扬。
在创作中我们要尊重 原生性， 朴素的舞蹈文化。原生性、次
生性、再生性都要发挥其作用，并且三者是在相互交融中实现他
们的价值，同时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发扬才能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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