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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摄影的艺术感悟与实践 

 

○ 李忠潜 

 

《情怀》    摄影/李忠潜 

  
    摄影是塑造形象和表达思想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人们能够通过对摄影作品的欣赏而
获得不同的艺术享受。展现于舞台上优美动人的舞蹈艺术表演，常常令人陶醉。通过摄影
艺术表现手法来展现舞蹈艺术的魅力，二者的结合,便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艺术门类——舞
蹈摄影。涉猎和表现舞蹈艺术的舞蹈摄影作为一种再现艺术手法，虽然只是艺术百花园中
一株惹人喜爱、自有芬芳的小花，但当摄影人把那些经典优美的舞姿和绚烂美好的形象拍
摄下来的时候，就使其成为可供人们经常欣赏回味的艺术作品。由此，便显露出它在摄影
艺术百花园中存在的意义和拥有的价值。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不能经常以下乡采风的形式进行摄影创作，但却时常手持相机跑
动于剧场之中，把自己对舞台摄影的感受，特别是把对舞蹈的理解和追求融入并体现于摄
影创作之中。经过舞蹈摄影实践，我被舞蹈摄影这个专题深深地吸引住，并感受到了其中
极大的乐趣，从而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对舞蹈摄影这一专题的研究创作中。 

    一、对于舞蹈的理解 

    舞蹈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源远流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民族
都有着具有自己特色的舞蹈艺术。我国艺术家编创的舞蹈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融汇
着民族魂、民族智慧和美好的感情，并激励鼓舞着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我认为舞蹈的艺
术魅力就在于它运用肢体语言来传播感情，体现出人体舞动着的美。舞蹈的表现形式可谓
丰富多彩，既有古典芭蕾舞，又有表现个性和思想感情的现代舞；既有反映民间风情的民
间舞，又有重视光影色调、刻意追求意境的创意舞；既有表现刚健、柔情的成年舞，又有
反映天真活泼的儿童舞；既有舞者体现技巧的单人舞、双人舞，又有热情欢快场面的群
舞……而那些音乐、韵律、节奏和频闪的灯光、优美的布景与舞者动态形体组成的和谐画
面，以及那些富有诗情画意流动着的场景，不仅感动了无数观众，更是以巨大的魅力吸引



着摄影人。 

    二、对于舞蹈摄影的追求 

    舞蹈是活动的雕塑。经典而优美的舞蹈艺术，往往是以她那雕塑般的优美动作征服观
众、使观众们得到美的享受的。舞蹈是艺术家在构思中突出体现“舞”的主题、展现舞者
人物性格和舞剧风格特色的“聚焦点”。在这一基础上，舞蹈艺术本身就能够给摄影人在
进行舞蹈摄影创作中提供一个或几个集中的创作对象。一幅好的舞蹈作品，能够充分体现
摄影人对舞蹈的理解、对舞蹈主题的理解、对舞者艺术表现的理解，进而抒发摄影人自身
的情感和艺术创造力，合理运用恰当的摄影技巧来表现他眼中的舞蹈主题。 

    在舞蹈摄影中，可以进行艺术创作的角度是多方面的，表现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但
细致分类，无外乎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较为写实的舞蹈摄影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如实反映
舞蹈场景的写实画面，提供一个直观的舞蹈主题，寻找出舞剧的中心焦点来进行拍摄。这
一摄影表现方法相对而言容易一些，其所拍摄出来的图片贴近舞蹈本身的主题，采用也较
为广泛，既可作为演出团体或个人演出时的宣传图片，又可成为摄影人久存的图影资料。
二是创意表现。它是摄影人通过对舞蹈的理解，按照自己所感受到的构思进行再创作，拍
摄完成的一幅独特有趣的摄影画面。这种摄影表现拍摄时注重舞台灯光与舞台姿态的体
现，注重摄影技巧在舞蹈摄影中的极至发挥。它所拍摄出来的舞蹈摄影作品具有观赏性，
并能将作品投入市场销售或再制作成装饰品供人们欣赏。可见，作为摄影人在进行舞蹈摄
影时，应有目的地进行创作，绝不可只作简单的图象记录，一定要明确对舞蹈摄影的艺术
追求，否则就难拍出人们喜爱的佳作。 

    三、对于舞蹈摄影的艺术表现 

    舞蹈摄影不是直接从生活的海洋中猎取形象，而是再现别人已经创作展现出来的艺术
形象。凡是优秀的舞蹈摄影作品，首先因为它成功地、生动地再现了原作，而这种再现，
绝不是单纯地记录、复制。我们在拍摄中不能无选择地拍下所有场面、舞姿，而应当在拍
摄中提炼取舍，去粗取精选取最佳角度、最美舞姿、最精彩生动的瞬间。对于舞蹈的理解
和艺术修养的差异，所拍摄的舞蹈作品也大有不同。如果我们对原作有正确的理解和感
受，又找到了最适合又富于表现力的摄影表现手法，一定可以达到更为集中、突出、更加
生动、鲜明的艺术效果，这样就把再现与表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我们深知摄影是凝固瞬间的画面造型艺术，它是平面的、静止不动的。而舞蹈则是在
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以人体动作为主要手段，表达思想感情，它是运动的表演艺术，舞蹈摄
影是二者的结合，是运用摄影艺术手段，在凝固瞬间的画面上表现出人体动态美的舞蹈形
象，这是舞蹈摄影静中有动的特点。当然不是任何运动者的舞蹈动作拍下来都有动态美，
只有抓拍到那些典型的、富有表现力的瞬间姿态，才能显示出生动优美的动感。如果要把
握舞蹈动态美表演艺术的特点，就要寻求最适合、最生动、最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摄影表现
形式，以最恰当的艺术表现形式加以创作。在表现上则要有侧重点，可根据自己对舞蹈节
目的感受，着重去表现某一方面的效果。或着力于舞姿动态美；或着力于诗情画意的舞蹈
抒情场面；或着力于雕塑般的造型美；或着力于戏剧性舞蹈的人物性格的刻画；或着力于
人的内心世界在人体运动中的表现；或着力于民间舞、土风舞等浓郁醇香的风情韵味；或
着力于光、影、色的魅力表现。 

    要做到舞蹈摄影的成熟拍摄，精彩表现，就必须不断学习研究舞蹈姿态动作的特点，
掌握其规律以及某些规范要求，积累实践经验，提高预见本领，培养出观察判断准确，反
应敏捷的抓拍能力。而任何不加考虑，毫无拍摄目标，盲目按快门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四、舞蹈摄影中器材的选用 

    摄影器材的选用非常重要，摄影人应依据被摄对象及物体特点选择合适的器材。舞蹈
展演一般均在室内，其舞台灯光随舞蹈韵律和音乐节奏发生变化，忽明忽暗，忽强忽弱，
给舞蹈摄影带来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在进行拍摄时慎重地考虑配备摄影器材。通过多年
的舞台摄影实践，我认为首先要选用轻巧便携的照相机，特别要以135单反光专业照相机
为主，忌讳使用大画幅照相机进行拍摄（专场提供舞台剧照拍摄时除外）。这样的选择将
更有利于现场舞蹈摄影，抓取精彩的瞬间。同时，也可配备一台数码照相机，它既可机动
地捕捉到理想舞蹈画面，又可直观现场所拍的图影效果，帮助摄影人合理地设置专业照相



机感光数据，拍出更为优美的舞蹈摄影佳作。其次，应选用中到长焦距镜头拍摄为好，选
择带有防抖动的镜头更佳，它可减少摄影时在剧场的频繁走动，不致影响观众对舞蹈节目
的欣赏，又能借助镜头的可变焦距比较灵活地抓拍到舞蹈群舞与独舞的表现瞬间。再者，
要选用较高感光度胶片拍摄。以400度胶片为主，以解决剧场光线暗淡，提高感光指数。
还一定要配备稳定照相机的三角支架，用以解决手持相机摄影时的抖动问题，以提高舞蹈
摄影的图片质量。最后，应携带闪光灯备用。当遇特殊舞蹈姿态表现时也可做辅助光使
用。 

    五、舞蹈摄影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1、舞蹈摄影应在现场演出时进行，以便抓拍到最精彩的瞬间，不宜在舞者排练时拍
摄。 

    2、舞蹈摄影适宜位置相对固定或小范围地走动，避免频繁走动或忽坐忽立，来回晃
动，以免引起观众反感，影响观看演出。 

    3、忌讳频繁使用闪光灯拍摄，这样既影响演出效果，又影响观众欣赏演出。 

    4、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登台拍摄，以免影响正常演出。 

    舞蹈艺术作为一门综合艺术，集人体动作、音乐、服装、舞台美术、色彩、灯光和情
节于一体，依靠人体的肢体语言来进行艺术创作。而摄影创作和舞蹈艺术的结合，正是把
舞蹈艺术进行记录、再加工、再创作的过程。从艺术发展的规律看，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
结合是一个自然的趋势。目前涉及舞蹈题材的摄影人愈来愈多，舞蹈摄影佳作在展现舞蹈
本身魅力的同时，也体现了其本身再创作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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