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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舞蹈形象塑造与主题精神的和谐性 

○  陕西省歌舞剧院  □  张西华 

 

    舞蹈是一门艺术，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发展而同步产生、发展、完善的。 

    为了生存，人类在劳动中进化了自身，创造了语言，并产生了思维与意识。与此同时，人
类的情绪，即喜、怒、哀、乐等，在生活与劳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舞蹈也随之而诞生，并
随着人类思维的具体化、复杂化、系统化，其表达形式也日渐完善，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
民族间形成了风格不同的舞蹈，即民族舞蹈。民族舞蹈是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形
象化艺术表现。 

    舞蹈源于生活，源于人类在生产劳作中肢体的必要动作。然而舞蹈又高于生活、高于人类
劳作中简单的机械性肢体动作。从人类别具特点的肢体动作而来的典型舞蹈动作，都具有鲜明
的舞蹈形象。它具有三个支点：第一，它是从人类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形象，即在现实生活中可
以找到它的原形；第二，舞蹈形象的表达，必须遵循和借鉴传统的形式，即舞蹈的寓意必须符
合人类思想意境的表达方式；第三，舞蹈应寄予诗的意境，即舞蹈虽源于生活，不能脱离人类
的传统表达方式，但舞蹈又必须脱俗升华，必须为人类创造出一个美的、能陶冶人类性情的、
有思想高度的意境。 

    在舞蹈诞生时，人类就用自身的审美要求，对产生舞蹈的动作，在节奏上、力度上、软度
上以及动作的幅度上融入了人类的情感，让舞蹈在不脱离人类生活和人类生产劳动的基础上，



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其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民族特征，而且符合各地域共同遵循的审美观
点，同时又能不脱离时代的发展，充分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 

    动作是舞蹈艺术最基本的语言。在舞蹈艺术形象的特定情境中，构成动作姿态的节奏、速
度、空间意向、力度与情感的统一。 

    舞蹈所体现的情感倾向，以及动作在动态中的力度，在舞美、音乐等多种手段的配合下，
可以表现不同的情感，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展示无数复杂的心境和情感的冲突，使舞
蹈艺术在起伏跌宕中表现人物的情感和艺术的精神内涵。 

    舞蹈可以创造出各具特色、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使其具有造型美、流动美、线条美、情
感美和意境美的欣赏价值。 

    民族舞蹈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她以真善美的形象净化着人们的心灵，陶冶着人们的
情操，充实着人们的生活，激励着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理想，是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内容。 

    在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造出了一整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
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舞蹈艺术正是各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
最长、流传范围最广，而且是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一门艺术，也是各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最具特
色、最能反映民族个性和特异审美情趣的艺术。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听到属于自己的熟悉的音
乐或舞步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兴奋情绪，并随着舞律的变化自然地舞动起来。这就是群
体审美意识的本能体现。 

    舞蹈不仅仅对形象塑造要求审美，更主要的是对主题精神追求的审美。舞蹈应在有限的时
空框架中，创造无限的艺术价值。应当摆脱传统的模式，把民族精神与高品位的思想境界融会
于可视的舞蹈形象中来。 

    舞蹈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高度融合。舞蹈以其独特的动作韵律表达着人类的思想和情
感。在音乐伴奏中，一个个舞蹈动作在空间与时间中被表达出来，使观众看见美化了的节奏，
理解其中的寓意和内涵，并由此引发某种情绪，激励某种精神。可以说，舞蹈与人类同呼吸共
命运，舞蹈是呼唤时代精神的最强者，它可以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穿透力。 

    我们从以下几个舞蹈形象的塑造与主题精神的反映，可以明确地看到二者之间审美的和谐
性。 

    《牧马舞》的形象塑造源于牧民的生活，它提炼了牧民放马的典型形象，把握了牧民放马
时的套马、拴马、骑马、飞驰等基本动作，并从审美的角度上塑造出了一系列的舞蹈形象。虽
然这些动作源于生活，但它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而是对牧马人的形象进行了美化，对牧马人的
动作进行了韵律化。在整个舞蹈的形象塑造中，融入了民族特征。从而反映了一个主题精神，
歌颂了在劳动中，蒙古族人民乐观而纯朴的人生态度，朴实而粗犷的性格 ，以及剽悍而英武的
精神气质。 

    舞蹈《任重道远》的形象塑造借助于骆驼，骆驼具有在沙漠中负重远涉的特点。它提炼了
骆驼长途跋涉的稳健、深沉、不屈不挠、面对茫茫沙漠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个性特征，用比
拟的手法，通过人物的模拟形象塑造，逼真地将舞蹈要讴歌的主题思想呈现在舞台上。 

    《海浪》的形象塑造是从大自然中捕捉来的。舞蹈中的海燕借鉴了《雁舞》中大雁的飞翔
动势，同时又引入了蒙古族舞蹈肩部抖动的动作，使整个舞蹈形象的塑造摆脱了民族舞蹈传统
形式的约束。它通过视觉感受将观众带入一个意境，进而体现出海燕搏击风浪、与大海融为一
体的博大情怀，达到歌颂拼搏、奋斗、自强不息、勇于奋进的主题精神。舞蹈刚开始，演员背
对观众，舞台灯光通过剪影透视，向观众展开了主题。双臂展开的演员，低头伏腰，像在拥抱
大海，舞台上渲染出一种浩大的气势，恰似海燕在浩瀚的大海上翱翔。继而，演员双臂翻飞，
如海燕展翅，忽又上下起伏，如波涛滚滚，海燕随波逐浪，海浪与海燕两个层面相互配合，有
机联系，形成呼应。从而勾勒出一种性格、刻画出细致入微的一种情绪。尽管舞蹈的形象塑造
取决于不同层面的自然界或民族特征，但是有机的结合，恰到好处地突出了海燕敏捷轻盈的特
点，以及海浪层叠推进的力度。海燕与海浪通过演员在舞台上透过灯光的一系列剪影动作，让
观众产生了美的联想，同时使观众在思想上感受到一种奋发向上、不屈不挠的拼搏勇进的精
神。 

    无论是《牧马舞》中的牧民与马，还是《任重道远》中的骆驼与沙漠，以及《海浪》中的
海燕与海浪，都是大自然中神奇造化的物种与自然现象。在舞蹈的创作中，我们强调“师法自



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舞蹈都必须从自然界中寻找，必须从人类的生活环境中摄取元素，并
把它们提纯，再现出个性化、形象化和韵律化，把抽象的动作具体地转化为情感的语言，赋予
舞蹈动作、节奏、造型以及深刻的内涵。 

    在通常的情况下，舞蹈形象所表达的内涵，都是紧密地和主题结合在一起的。舞蹈形象就
动作而言，应当不同于生活中人类肢体的自然动作，在表达动作的内涵和主题上，必须立意鲜
明、寓意深刻，在形象塑造上应符合人类审美观的需求，并融入必要的民族特征。同时舞蹈应
当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高度融合的艺术形象。 

    舞蹈应在深入的生活中找到感情冲动的起点，并用身体动作表现内容。舞蹈身法包括
“手、眼、身、法、步”等各个部位的运动法则、舞蹈的动态造型一直体现着“起承转合”的
运动原则，即终点回归起点。所以舞蹈也称为划圆的艺术。 

    通常我们在塑造变化中的舞蹈形象时，强调身体要拧倾而动、手臂要转肘而行、步伐要沉
没而起、翻转要留身而做、划圆要具体化，实践中要认真体会圆、曲、拧、倾、腆、含、收、
放等要领的含意，把握好动律及造型特点的分寸。 

    舞蹈艺术通过舞蹈语言和整体的舞蹈形象，显示出了一种内在的气质、情感、灵魂、风骨
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和审美。艺术形象应具有比艺术作品形象本身更加
深广隽永的内涵。这种内涵蕴藏在艺术形象之内，只有凭借欣赏者的细心观察、感悟领会，才
能认识和理解。 

    舞蹈艺术的意蕴是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思想内涵。一般来
讲，舞蹈意蕴还不完全是由舞蹈形象体现出来的主题思想，它是比主题思想更加意识上的东
西，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自然含意、天机妙语、悠然神会、绵绵不尽、余味无穷的哲
理和深情。它也是舞蹈的艺术形象塑造与主题精神和谐所具有的不朽艺术魅力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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