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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履以往——观现代舞《心沉 往浮》有感

◎张瀚文
摘要：光阴似箭，时间转瞬即逝，又到了一年毕业季，2021 年 4 月 26 日应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邀请，我与导师

有幸观看了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2021 届现代舞学生的毕业晚会。晚会以“素履以往”为主题，表达了舞者们心中对美

好的追求，以及对充满未知人生道路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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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剧场，舞台上的演员们在为表演

做最后的准备，他们尽情地舞动着身体展

示着自己，我瞬间就被这场景所打动，舞

蹈啊，不就是如此自由鲜活，舞者不就是

这样简单美好，不就是凭着一腔热爱在闪

耀着？他们的身体不需要过多装饰，只需

站在那里就足以说明。呼吸、温暖、活着、

无以名状，这是现代舞带给我的感觉，很

微妙。我时常会想，到底什么才是现代舞？

刚接触舞蹈时，我觉得现代舞就是收紧动

作放松跳；后来我发现现代舞是身体和呼

吸的绝妙配合，它是融在血液里、随着心

脏跳动的；再后来我意识到其实现代舞是

精神世界的表达，尽管舞蹈的表层存在位

置是物理性空间，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意

识空间”，它是想象的，是由舞蹈家自己

创造的一个“心理空间”。我很喜欢现代

舞就是因为它的独特，它可以抛开大众的

眼光勇敢地用身体去表现不一样的世界，

看似无理但却张弛有度。

整场晚会最打动我的是现代舞作品

《心沉 往浮》（图 1）。两名舞者虽然

身体在舞台上舞动着，但灵魂好像已经飘

在上空，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无关，空气如

果重了，他们的睫毛会微微颤动，但如果

将他们的耳朵割下来，他们会默不作声。

格雷姆有一句名言：“不可忽视身体的表

现力。”舞者自由舒畅的动作融合着简洁

的舞台美术设计，在飘舞着的羽毛的映衬

下，让我不禁思考舞蹈所要表现的思想主

旨——在这个节奏快、诱惑多的时代，“学

者有自立之志，当拔出俗流，不可泛泛与

世浮沉”。

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个现代舞作品

是因为它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去发现的地

方，它的舞台美术设计在整个演出中并没

有多繁琐复杂，却很好地表现出了舞者的

“心理空间”，比如在舞台灯光方面，面

光、耳光、侧光跟舞蹈动作的配合，道具

的巧妙使用，舞者身体的开发，用简洁的

视觉形象结合流畅的舞蹈动作，雕刻出了

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将舞蹈作品完美诠

释。接下来我将细致地进行分析：

一、舞台美术设计的合理运用

舞台表演不仅包括舞蹈演员、队形位

置等因素，舞台美术设计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融合

发展，舞台美术的艺术作用逐渐加强，也

越来越成为舞台表演中重要的组成成分。

相比于传统舞台美术设计模式，《心沉 往

浮》的舞台美术设计中色彩的运用更加富

有现代感。

（一）服装色彩的舞台效果

《心沉 往浮》里舞者的服装无法直

观地烘托出人物形象，两个舞者身穿素色

吊带长裙在虚实相生的舞台中，灌以一种

行云流水的气韵，营造出舞蹈作品的灵魂，

使整个舞台干净漂亮。舞者服装这一表现

形式虽然是完整的，但看上去仍然是不确

定的，作为观众或许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穿

成这样。这恰似中国画里的留白。留白一

词是中国画创作中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

极具中国美学特征，指书画艺术创作中为

使整个作品画面、章法更为协调精美而有

意留下相应的空白，为观者留有想象的空

间，这种意境在服装上同样适用。根据艺

术心理学的观点，不能完全被理解的艺术

形式，呈现在观看者眼前的是一种未完成

和残缺的状态，这就很自然地会引起视知

觉的强烈反映，这种反应就是寻求形式的

完整性和简洁性。大概意思是，眼睛会不

由自主地引起一种对不完全的形式进行补

充进行恢复的倾向力，从而大大提高了知

觉的兴奋程度。这样一来，在服装上适当

的留白，能够带给观众丰富的想象，让观

众快速进入到舞者所创造的意象世界里。

（二）道具色彩的对应关系

《心沉 往浮》中的白色羽毛，像是

世俗的洪流，它看似平静，其实是一只猛

兽。羽毛单一的白色，给观众呈现出更加

大气、简洁的感觉，而黑色的舞台布景恰

巧与之形成对比色，两个饱和度为零的对

抗提高了色彩的冲击力，使视觉效果变得

强烈饱满，也让羽毛这一道具更加灵动，

图 1 《心沉 往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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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了整台演出的艺术效果，有利于台上

与台下的交流，提高了舞台整体的艺术性。

在设计道具时色彩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使

用色彩合理的道具能够增强观众视觉感官

的舒适度，还可以突出道具的艺术性，不

仅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而且还提升了作品

的创造价值，进而营造多样化的艺术氛围。

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表现出了不顺世俗的

洪流飘荡的精神。

（三）灯光色彩的准确把握

舞蹈的创作不仅依靠舞蹈演员的动作

语言，更需要灯光这一很好的介质去配合

体现，在舞台美术设计中，灯光发挥的作

用不可小觑。

不同的灯光色彩在舞台作品中代表着

不同的含义，灯光色彩可分为冷色调、暖

色调两类，蓝色、紫色、白色是冷色调中

的代表色，这些颜色能塑造冷清、悲伤、

苦闷的情感；黄色、红色、橘色是暖色调

中的代表色，通常用来表现温暖、热情、

希望。《心沉 往浮》的灯光色彩变化为

白色、蓝色、黄色、红色，可以看出是由

冷色调变化过度到了暖色调，灯光色彩的

变化表现出了舞者内心世界的改变，舞蹈

是有声有形的肢体的行为艺术，灯光所包

含的行为性艺术元素，让舞台美术在舞台

演出中发挥出了广阔的潜能，为舞者创造

出尽可能大的艺术空间，同时也为肢体动

作的倾诉与表达助了一臂之力。其中有一

段动静对比的舞段，聚光灯打在运动着的

舞者身上，在光影的配合下，显示出一种

牵引的关系，两位舞者身体的对应与呼唤

让我看到了肢体所产生的巨大召唤力。随

着舞者内心思想的转折调整灯光色彩，衬

托出舞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你的青春里，

也许会充斥着许多颓废的声音，这就需要

你不随波逐流，在安静中沉淀自我，坚定

地朝着目标前进。 

二、“尤斯——李德”训练方法的体现

在看《心沉 往浮》这个现代舞作品时，

我不由得联想到世界现代舞艺术巨匠、舞

蹈剧场开山鼻祖皮娜·鲍什的那句名言：

“我不在乎怎么动，我在乎的是人为什么

动。”两个舞者在舞台上推、拉、倒、跑、

翻等动作，紧紧包裹着现代舞对身体使用

的思维逻辑，松弛的身体状态下，通过不

同的节奏和质量的变化处理，产生不同的

运动效果，进而连接新的动作，过程中能

够清晰地感知到身体的方位、形态、运动

路线，是对“尤斯——李德”训练方法的

鲜明体现。

基于拉班的空间学和运动学理论，尤

斯和李德将其原理性和概念转化成舞蹈训

练内容，创造了一种更加客观、面向对象

和分析的方法进行训练。“尤斯——李德”

训练方法中，有几个重要的身体训练部位。

其一，“中心”部位，即掌控身体的总重

心，衔接上下身的核心部位。更强调在运

动过程中，“中心”部位随着动作变化如

何收与放的转化能力与感知能力训练。其

二，“尤斯——李德”为了探索脊椎运动

的更多可能性，尽最大可能调动肢体的运

动，加强身体的表现力和冲击力，对“胸

部”（两个肩胛中心的位置）的运动进行

了更多的探索，比如“开、合、拧、含”

等训练。第三，肘关节。“尤斯——李德”

训练方法抓住了手臂与手指的灵活性和更

易于实现情感传递的语言特征。

《心沉 往浮》的很多舞蹈动作的出

发动机就是“中心”，以胸口的呼吸为原点，

牵动着脊椎在空间坐标轴上划出各式各样

的抛物线，呼吸在两位舞者身上是自由的、

稳定的、流动的，一点到另一点之间，一

念到另一念。将地上的羽毛抛向空中又伸

手去抓握它们时，“领、沉、坠”等动作

以及肘部的“正划圆、反划圆”，顿挫间

仿佛时间在他们身上是静静流逝的，不配

再涂抹作秀。倒地的舞者抱住另一个站立

舞者的双腿，身体一节一节卷曲包裹起来

时，牵连在他们头顶的意识以抛物线的形

式击中我，我也被一分为二。“学者有自

立之志，不可泛泛与世浮沉”的思想情感

通过身体语言的释放很好地得到了诠释，

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那你就

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

了你的目标时，那你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

不为世俗纷扰。

三、结语

现代舞不同于寻常意义上的舞蹈，它

是这样的舒服，没有各种刻板的规定。在

欣赏《心沉 往浮》时我不会在意技巧、

情节，我会去找寻内心的平静，舞台上的

人并不是我，但我却可以找到自己。在研

究生学习的道路上，我时常会感到迷茫，

外界的一切都充满着诱惑，吞噬着我前进

的动力和方向，这是一条十分漫长但暗藏

惊喜的路，即使这条路有再多波折，也要

不忘初心，与俗流抗争并继续前行。好在

这条路上有舞蹈一直陪伴着我，它让不自

信的我变得想要去展现自己，让我发现了

自己的独特一面。能亲身去现场观看舞蹈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很荣幸能观看

到如此优秀，如此让人喜欢的现代舞作品，

希望我也能创造出有深度、成熟的现代舞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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