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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  

    中国古典舞产生于中国悠久、精深、博大的传统
文化中，它的表现形式与独特韵味是中华民族精神气
质、民族审美和民族风格的体现。如果想让人的肢体
语言与这种伟大精神及其独特的民族风韵相通相融，
体现出古典内涵和韵律实在是一件不易之事。只做到
稳定的舞姿、繁琐的动作、惊人的技巧是远远不够
的，其间的表演所赋予的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民族的
生命力。这要求中国古典舞演员除了用身体动作来表
现作品外，更重要的一点则是用表演来帮助四肢更为
完美地表现出各种静态舞姿和动势情态，这样才能够
淋漓尽致地表现作品的中心思想与人物的内心情感。  

    习舞之人皆知晓《秋海棠》这部作品，这部作品
主要突出一个“情”字，通过一位饱经人间沧桑的艺
人“秋海棠”的曲折动人故事为创作背景，演员要以
精彩而又真实的表演，使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角色内心
世界的变化。从《秋海棠》作品中，我们看到舞蹈的
表演不单单是舞姿、动作、技巧的堆积，而是由角色
的情感线、视觉线穿织而成的艺术生命形象的整体与
体现。因而，我们可以说，表演素质、表演技能是舞
蹈演员众多技术因素的组织因素，有了这个组织因
素，才能使大大小小的技术与角色的情感应运而生，
推动角色内在生命的运行，充分发挥表演与技术技巧
的效应，形成协调的整体，构成艺术的力量，技术技
巧也才可以彰显更多光彩，获得更多艺术生命的活
力。  

    大家熟知的舞蹈《风吟》，这部作品对中国古典
舞技巧与表演有很好的理解和创新。作品不只是追求
“动作形态”，而是从“心、神、韵”出发，寻找表
演与技巧的完美融合，寻找演员的动作所表现出来的
风味韵律。从整体上分析，这部作品需要演员表现出
“风”的一种状态，然而最难的也就是这种“状态”
的拿捏。作品没有对情节和情感多加描绘，完全是在
一种动作的自然流动和衔接过程中传达出动作的本身
意义，很好地突出了表演与技巧的融会贯通。从动作
的质感角度分析，演员为了突出动作“轻盈”的质
感，对表演和技巧直到动作的衔接都做了多方面处
理，也因此使观众获得了“轻风飞舞”的审美意象。
这种风一样的“轻盈”单凭动作的柔顺、表演的随和
是不足以表情达意的，这种“轻飘感”，这种审美上
“清风拂面”的感觉是演员对表演和技巧的完美融
合，是技术技巧为舞蹈而存在的真正意义。  

    中国古典舞追求“表演”与“技术”的完美合

 
中国古典舞追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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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只看到舞蹈艺术中人体技术的创造价值,却
看不到人更本质、更深刻的内心创造价值,轻视舞蹈
艺术中表演的主体地位，将会产生无从区别舞蹈和杂
技的局面。中国古典舞演员通过对肢体的高度驾驭表
现出人物的种种乐观、勇敢、健康、智慧的精神面
貌，通过演员的表演，给人鼓舞和启迪，使人振奋向
上，让观众去思索、去体验，这就是表演带给观众的
感受。用心去表演去挖掘人物内心的情感，跟随动作
的变化来变化，方可使舞蹈更具色彩、更具生命力，
且增添作品本身的观感魅力。  

    作者单位：北京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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