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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析舞蹈作品中舞蹈与音乐节奏的关系 
——以古典舞《吉祥天》为例 

◆罗惠娴 

（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四川成都） 

 
摘要：本篇论文以古典舞《吉祥天》为例，分析在舞蹈作品中舞蹈与音
乐节奏的关系。笔者从舞蹈作品出发在三个层面上分析音乐节奏进行分

析，首先分析作品节拍与节奏之间的关系，分析作品中的节拍类型与节

奏相呼应，带来的听觉效果；然后分析舞蹈风格和节奏的关系，从舞蹈
动作分析，动作的质感、形象、风格与不同节奏之间配合带来视觉效果

与情绪体验；最后对作品中的主要元素节奏进行多层次对比，分析舞蹈

动律与音乐律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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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给观众带来的是一场视听盛宴。舞蹈带

给人以美的享受，动人的舞姿能让人体会到人肢体带来的美感，
但与之相匹配的音乐才能打动人的内心。在舞蹈作品中，音乐的
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在舞蹈创作之初，音乐的旋律节奏决定舞蹈
的风格，舞蹈根据音乐的变化而变化，其中节奏不仅是音乐的重
要因素也是舞蹈风格多变的来源之一。笔者以古典舞《吉祥天》
为例，结合舞蹈动作对其中音乐的节奏进行分析。 

一、古典舞《吉祥天》作品介绍 
古典舞《吉祥天》是第十一届桃李杯优秀的舞蹈作品，由编

导欧思维编排、演员刘璇姿表演的舞蹈作品，这个作品属于古典
舞的敦煌类别，带有敦煌特有的神秘色彩，以独舞体裁表现的是
“飞天”的形象。该作品以音乐为分段点，以递进的形式音乐从
弱到强分为 ABC 三段式，与之相呼应的舞蹈部分也是一种递进
形式，飞天的形象慢慢铺开，把“飞天”感觉展现在人们眼前。 

二、舞蹈作品节奏与节拍的关系 
在音乐中，节奏和节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节奏存在于节拍

之中；节拍也离不开节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音乐的骨架，
来支撑音乐的律动。在舞蹈作品中以音乐的节拍为主，同时根据
音乐的节奏变化设计舞蹈动作。在古典舞《吉祥天》的作品中，
根据音乐与舞蹈变化分为 ABC 三段，每一段的音乐、舞蹈风格、
情绪都有明显的区别，且这三段之间有明显的递进关系，围绕舞
蹈的主题“飞天”做不同的变化。在舞蹈开始的 A 段分为两种
节拍，一种是舞蹈的引入部分为自由拍子，没有规律性，这种拍
子的选择可以烘托出舞蹈的神秘感，刚好与舞蹈主题相符；一种
是 A 段的后半段是 4/4 的复拍子，把主题旋律反复体现，其中的
节奏型有二八拍和二拍子；在舞蹈作品的 B 段，舞蹈整体氛围较
欢快，在音乐的节拍上也由原来的 4/4 复拍子转为 2/4 的单拍子，
但 B 段也分为了两小段，在 B 段开始的节奏型以每小节三个连
续的前八后十六和一个四拍子为主，且一直重复，在 B 段的后面
的节奏性有每小节三个连续的前附点和一个前八后空拍子为主
且重复，整个 B 段的拍子节拍是相对频率较快的 2/4 单拍子和节
奏型附点以及前八后十六密集的快节奏，烘托出舞蹈在 B 段的欢

快的气氛；而在舞蹈作品的 C 段是整个舞蹈的高潮，表现的是终
于飞升上天的情景。整个段落都是大气的氛围，在音乐上也跟着
舞蹈的调整而做了改变，在节拍上为 4/4 的复拍子，节奏型为四
拍子和二拍子为主，在作品的后半段更是加入了人声也是以四拍
子和二拍子为主，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三、舞蹈作品风格和节奏之间的关系 
舞蹈作品风格除了舞蹈语汇相关外，也和音乐的处理有关，

在对节奏的处理上也和舞蹈风格息息相关，舞蹈《吉祥天》是古
典舞流派中的敦煌派，这一类型的舞蹈大多以神秘、空灵的音乐
为主，舞蹈动作以大气为主，在这部作品中的节奏和节拍都较为
单一，是为了体现敦煌舞这种神秘的飞升的舞蹈主题风格，以 B
段为例，在 B 段中的节奏型以前八后十六和附点节奏型密集的段
落，在敦煌舞的表现中也不会脱离其风格特征，一直保持在敦煌
舞特有的三道弯的基础上根据节奏的变化做头的摆动或手型的
变化或脚位的左右摆动，使舞蹈肢体动作在展现其修长的四肢的
基础上，也能体现动作的灵巧和欢快的气氛。 

四、舞蹈作品的主要节奏型及多层次对比 
在这部舞蹈作品中主要以二拍子、四拍子、二八拍、前八后

十六拍、前附点为主的节奏型，不同的节奏型其动作设计也极不
相同，例如在 C 段作品中有一段舞蹈动作音乐是八拍的以四拍子
为一拍节奏，为了体现舞蹈人物在最后一步一步飞升上天的一种
雍容华贵的质感，编导根据这段的节奏设计舞者脚下以左右交换
一拍踩点为主，而上半身的肢体以两拍一换前后为主，舞蹈动作
与音乐节奏相契合给人一种大气磅礴，缓缓徐来的仙者气质；在
作品 B 段中的节奏型是以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型为主，节奏相对较
快，在动作的设计方面动作较 AC 两段都更复杂多变些，前八后
十六的节奏型在音乐上的感觉是前慢后快，但在这个舞蹈作品中
这里的设计是以前慢后快的方式来处理，这样与音乐形成一种反
差能让动作的留白更多，给人一种形止而神未止的感觉。节奏型
的不同给舞蹈的动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丰富舞蹈的肢体语言，
使舞蹈语汇在保留风格性的同时有更多的发展，也使舞蹈形象更
为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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