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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长河源远流长 

    中国，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舞蹈文化历史资

源，在56个兄弟民族中各有各其传统，反映其在民族特征的民间舞蹈，

舞蹈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1980年到1999年，也

许是中国现当代舞蹈历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将近20年，也不知道有多

少舞蹈新人脱影而出，也不知道有多少舞者和作品被淘汰出局。 

    中国民间舞蹈跨越数个年流传至今依然盛行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

于其中不断的孕育着时代的精神，有着这种精神的“支撑”我们的民族

民间舞就这样一直不断的传承、发展、创新着…… 

二、“原生态”概念与现代编舞技法的共同融入 

    面对时代的审美变迁，面对传统价值观念观与现代性思维的磨合与冲撞，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

人传统的审美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生活节奏、思维理念、信仰爱好、审美需求、情感方式都发生了全然不同的

变化，这就迫使民族民间舞改变了传统的既成模式及创作思维、结构方式、舞蹈语言的表达，以一种新的审美原

则和艺术原则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风格上不再沉迷于风格化，而是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多变化；在造型上，不

再以圆形线条和对称形为最美，而是喜欢错落有致的对比和不对称美；在肢体语言上，也打破了程式化的动作线

条，追求棱角分明，充分利用时间、空间的变化，动作新颖而别致。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古老文明，56个民族为

我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具有很大的潜力，有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所以在舞蹈界就出现了“采风”一词，

为的就是让编导融入到那些民间老艺人的生活中去，感受到他们的感受。 

    其实有一些编导对生活素材也收集了许多，可为什么就是编不出好看的作品来呢？那我们试想如果没有将生

活素材提炼上升成艺术加工品，整个作品全是“堆”出来的又怎么能称之为好作品呢？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

精美的蛋糕，其实它们也就是一堆面粉，可是如果蛋糕师把一堆面团摆在柜台上的话，我想需要蛋糕的人决不会

买帐的。记得我们在上舒巧老师《舞剧结构》课时，提到过一个“核”的问题，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编导想表

达一个东西只要核心是不偏离的，无论用什么方法、怎么包装，其实都是为了使它更好看，使观众们赏心悦目一

些。不过目前最要不得的就是乱用乱套，将民族民间舞蹈弄成“四不象”，就象某届全国舞蹈比赛的情况似的：

民间舞动态加上芭蕾舞托举、现代舞的破坏意识；甚至把民间舞的某个动作生硬的进行改头换面，不伦不类的堆

积在作品中使人摸不到边际，实在另人无法入目。说实话编导当时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只是觉得某个新的

东西很好就放在自己的作品中了，可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这个新的东西适不适合他的作品？需不需要再加工？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采风”上，老师同老艺人相比，前者永远也没有后者的积淀深厚，那么为什么往往出成绩的

却是各个院校的编导呢？后者是原材料的提供者，前者则是艺术加工者，我们要做的是呈现精品而不是那一团团

的“面”。比如《酥油飘香》中的那些女孩子的主题动作来源于那呢？让我们来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些藏族的女

孩子们黝黑的脸上出现的那两团绯红，长长的头发披在身后，她们同每个女孩子一样都是很爱美的，在过节的时

候回穿着不同色彩的绸缎袍子，胸前佩带着各种价值不菲的挂饰，也正是由于身上的挂饰多她们在走路的时候就

会出现上身微微向后靠，这样的体态能使挂饰稳放在胸前，走路一颠一颠，好让金银饰品能发出清脆的声响。这

些就是最“原生态”的东西了。最后编导抓住了这一非常不起眼的韵律加以充实，最后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品就出

现了。 

    西方文化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在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面对外来的文化冲击，我们所庆幸和欣喜的是在党的

文艺政策和民族政策指引下，这些地区的多数领导和有关人士，不是消极防御，更不是闭关自守，而是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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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看待处理这一矛盾。 

三、民族民间舞的趋势探析 

    马克思的唯物辨证主义学说使我明白，任何事物都要保持一个平衡，保持好一个“度”，过于偏激的事情我

们都应该认识到，应该避免。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目前出现了两种趋势：是走向“本土”还是走向

“现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讲求“原生态”还是讲求“现代意识”？有些人认为目前的民族民间舞太守旧，

太没有突破了，而以往许多已经加以改进的那些具有所谓的“现代意识”的民族民间舞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任何

新意，我们有的是什么？只是一些形式上、表达上的创新，而表达的个性化理念反而陈旧，往往脱离现代的审美

要求。因此我提出“我们既要走向本土也要走向现代”，如何在原有的东西中有所突破，还要加强民族民间舞的

时代感，保持住民族民间舞的新鲜活力？关键就落在怎么掌握其发展趋势的方向上了。那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过分

强调“原生态”会不会太过于保守，反而阻碍了它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过“闭门造车”的清末王朝，

那么大家都知道它的结局是怎样的呢？而又有一部分的人会说了：但你能说《酥油飘香》它不“原生态”吗？是

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原生态”并非将最原始的东西放到舞台上面，民间的原生态舞蹈，一直在不断的丰富和发

展，有着很大的可挖掘性，而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句花说的好“越是民族的，就越

是世界的”可见，我们的民间舞只有保持纯正的民族风格，才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同化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就像是一条民族生命的长河，正因为沿途不断有

支流汇入，它才更宽、更深、更浩大和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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