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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舞蹈  注重构思 

◎ 西安市艺术学校  ◇ 李绛兰 

      舞蹈，是身体的艺术；舞蹈，是心灵的艺术；舞蹈，是身体与心灵一起飞翔的艺术。确切地
说，舞蹈是心灵驾驭身体、身体表现心灵的艺术。 
    在艺术大家族中，没有哪一门艺术像舞蹈艺术那样要求灵与肉、情与思、艺与技、艺与形
的高度和谐与交融。每一部舞蹈作品的诞生，都是舞蹈家心身契合的一次新体验，一次创作心
理历程及外化操作的完善结合。 
    一部优秀的、完美的舞蹈作品，来源于其独特的舞蹈艺术构思。 
    何谓舞蹈艺术构思？是指舞蹈编导在创作舞蹈作品时所进行的舞蹈形象思维活动（即整个
舞蹈思维过程，也称创作构思过程）。它包括酝酿确定主题；选取提炼题材；塑造形象和考虑
整个舞蹈结构的布局安排；探索、追求舞蹈语言完美；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等。概括讲就是舞
蹈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如何做到完美统一。因此，舞蹈艺术构思在舞蹈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 
    精巧的舞蹈艺术构思，来自于深厚的生活基础。 
    在舞蹈艺术构思过程中，舞蹈编导总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直接和间接地寻找发现具有
舞蹈表现力特征的形象。以抓住震撼人心的题材，编织别具匠心的结构、抒发具有鲜明色彩的
舞蹈语言，创造出一种意境，倾吐舞者的思想感情和心愿理想。 
    生活是一种客观现象，积累是舞蹈编导的主观行为，只有当某些生活情景与编导的主体结
构（舞蹈思维）发生撞击，出现心有所感、情有所动的情绪体验时，这些生活情景才能成为创
作舞蹈的“生活素材”。 
    舞蹈艺术构思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创造。 
    当你善用舞蹈思维的方式去观察身边周围的“一滴水”、“一朵花”时，你就能感受到那
一瞬间的激动，这激动会让你从“一滴水”中构思出小溪涌动、江河澎湃；从“一朵花”中领
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舞蹈艺术构思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敏感性。世间万物
千象中蕴含着无数的暗示和信息。懂得如何去听、去看、去感觉、去触摸，用你的身体和心灵
去倾听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领悟之后，便可顺着这些路自由自在地进入舞蹈艺术构思的殿
堂。 
    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是舞蹈内容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的具体体现，是舞蹈编导的思维结
果，充分体现了舞蹈思维过程（舞蹈艺术构思过程）的完美表达，即“意之所属，形之所象”
的展示。 
    舞蹈艺术构思就像是人体的主干骨架，舞蹈语言（动作）就是附在骨架各部位上的皮肉
（肌肉脂肪），音乐是血液，骨架强壮有力，皮肉也就饱满红润，整个人才会显得精神抖擞、
生机勃勃。 
    舞蹈是肢体的语言，是语言的艺术。舞蹈是唯一能够跨地区、种族、国界，为人类所共同



理解的“世界语”。编导只有多去观察生活，发现、创造更多更精巧的舞蹈艺术构思，才能编
排出高质量优美的舞蹈，满足人们对舞蹈艺术高品位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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