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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典舞“身韵·水袖”运用的创新

◎杜兆彤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历久弥新的创新化传承。中国古典舞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在历经朝代更替之后也逐渐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来发挥作用。其中，古典舞文化发展中身韵和水袖作为特殊的舞

台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古典舞中身韵与水袖的创新运用价值，研究了两者

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对身韵和水袖在中国古典舞中的创新化运用进行了解读，旨在以此促进中国古典舞

的创新化发展，实现对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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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是经过源远流长的历史传

承下来的一种古代舞蹈，与传统的民间舞

蹈不同，古典舞讲求内容与形式的协调一

致，主要锤炼人身体各部位的软度、力度，

呈现的是一种动态的美学规律，能够将中

国各个时期和各个朝代的典范性舞蹈风格

进行直观地展示。身韵·水袖作为一种具

有代表性的古典舞表现方法，包含了袖技、

袖形、袖韵等内容，是古典舞的一种创新

化表现，其中所承载的独特袖舞教程也随

着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得到了良好的传承，

对其创新运用进行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古

典舞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中国古典舞中“身韵·水袖”的创新

运用价值

在中国古典舞中分析身韵与水袖的创

新运用，可以通过对古典舞本身的审美艺

术价值和历史演变进行探究。身韵和水袖

作为古典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的过

程中如果只注重一个的发展而忽视另一个

的话，这样就不能够形成很好的协调。中

国古典舞大都讲究的是“身与袖合，劲与

袖谐”的理念，在表演中为了进一步贴切

这样的理念，表演者往往采用较高的艺术

形式和技巧来进行表演。另外，在舞蹈教

学中把身体、情绪、韵律等相结合，从而

做到身、袖、劲的有效协调。水袖所讲究

的是“行云流水，抑扬顿挫”的美感，作

为表演的特殊道具来说，对于舞者的要求

也是极高的。在表演的过程中舞者应该做

到身心合一以及身袖合一，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彰显出感染力强的表演氛围。因

此，可以看出，身韵和水袖之间是相辅相

成的、互相促进的，两者可以用“壳”和

“核”来形容，所以要想取得良好的发展，

就应该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促进舞蹈

所迸发出的活力，才能更好地发挥韵味。

二、身韵与水袖之间的创新关系探究

（一）身韵对水袖的舞台展现作用

身韵主要是指一门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的古典舞教学中的特色课程，它主要是将

纷繁多样的古典舞的动作进行分解，从中

提炼出适合自己发展的要素，并将其做到

融会贯通。所以，它既是古典舞本体的一

支，也是符合新时代的大众审美需求的一

支。经过调查显示，身韵共由五大肢干动

作构成，包括正、冲、大柔球等等。这就

要求相关的舞者在实际的表演过程中，要

勇于突破自己，找出适合人物形象的发展

模式以及古典舞的外部特征与内在神韵的

和谐统一。对于身韵的发展来看，其可以

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在当时身韵

课的推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

古典舞的发展，并且丰富了古典舞的内容

和形式，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古典

舞的发展。

（二）水袖对身韵的情感塑造作用

对于中国古典舞来说，“水袖”的构

成主要是以水袖技法和身韵所组成。人们

对于袖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仅讲

求着身体和水袖的整体配合，更是舞者们

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反映。袖作为舞者身

体延伸出来的一部分，在表演的过程中应

该始终贯彻“以身代袖、以袖练身、身袖

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作为在发展过程中

所应用出来的新形式，“水袖”是在传统

的戏曲表演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经过历朝

历代的改革与创新，如今也在不断地发展

过程中。由于水袖是古典舞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传承了身韵中对于“手、眼、

身、步、法”五法，也凸显了中华民族独

特的文化魅力。因为就其五步法来说，它

主要的目的是舞者用来表达舞台感情、人

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有效手段，从而

在运用的过程中经常会把身韵和水袖进行

有机结合，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身袖

结合”。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与发

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将两者进行有效的结

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促进中国

古典舞的更好发展。

三、中国古典舞中“身韵·水袖”运用的

创新表现

（一）袖形在古典舞中的创新化运用

在中国古典舞的长远发展中，袖形的

演变既体现了朝代更替下的审美变化，也

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于水袖的重视。袖形主

要是指在古典舞表演中衣袖摆动表现出来

的一种空间形态和舞者身体所呈现出来的

运动形态，袖形的发展历史十分悠久，汉

朝时期的“巾袖舞”中，对袖形的运用是

通过舞者舞袖或手执巾来呈现的，在跳舞

的过程中，舞者的曼妙身姿都通过诗人的

描述而记载了下来，唐朝时期的“抛袖遮

面逐惊鸿”就是对袖形的一种直观描写。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古典舞中袖形的运用

在不同的朝代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古典舞

在不同的朝代都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影

响，在舞蹈过程中的多样化舞姿以及曼妙

的身形都将当时社会的历史现状直观地反

映了出来。

同时，古典舞发展过程中对袖形的

创新化应用也直观反映了不同朝代的人群

对舞蹈审美的变化。长袖作为古典舞中一

个不可或缺的舞蹈道具，对于袖形的展现

也与舞蹈所传递的价值情感存在较大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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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在不同古典舞中对袖形的创新化

运用，能够将舞蹈背后所传递的情感直观

地呈现出来，既有助于帮助揣摩舞者人物

性格，刻画不同特征的舞台人物，也有助

于增强舞台效果，提升古典舞的历史价值。

因此，充分分析袖形在古典舞中的创新化

运用，能够结合时代特点，促进我国古典

舞的长远发展。

（二）袖韵在古典舞中的创新化运用

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

源，不同朝代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受

到不同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

同的艺术成就。比如说，汉朝时期对于古

典舞所推崇的纯熟与精美，魏晋时期由于

受黄老之学的影响，所推崇的通常为飘逸

之风。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

到了隋朝时，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我

们所熟知的唐朝，更加凸显出它的华贵之

风。“身韵·水袖”作为古典舞的重要组

成部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袖韵”主

要是指袖的运动与身法的结合所体现出来

的韵律感。对于舞蹈表演中形神兼备、身

心并用以及内外统一是一致的，同样它也

彰显着中国古典舞的重要地位，是古典舞

在表演中所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同样是古

典舞在发展过程中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活力

所在。

所以，对于袖舞来说，它不仅仅是身

体的延伸，更是思想感情的延伸，对于袖

舞的动作语言来看，也大多是呈现出由内

向外的放射趋势。这也进一步折射出中国

古典舞的独特性质，彰显了它的写意和空

间性。要知道，袖舞是人们审美和理想的

外化体现，也是人情感倾向的暗示。对于

身袖合一的“袖韵”来说，它的发展就需

要结合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例如：袖

技、袖形、袖势等，进而彰显出较强的表

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体现出古典舞中对于

圆、游之美的讲究。不同时期对于古典舞

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

出了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的

差异。由于不同人的观点不同，所以这在

一定程度上就影响着古典舞的发展。不同

朝代中的袖舞韵味都是有差别的，因为它

所映射出的不仅仅是时代文化，而且还是

时代发展下不同的人们的见解。所以，对

于古典舞的研究来说，身袖合一、以袖抒

情的特点是思想情感的不断延伸和发展。

所以，对于袖舞更好的创新发展来说，采

用适合的发展模式才是最为重要的。

（三）袖技在身韵展现中的创新化

运用

古典舞的演绎离不开对于“袖技”的

钻研与创新。“袖技”主要包括抖袖、扬袖、

出袖、收袖、抓袖等等。对于袖技的表现，

是古典舞能否更好地展现所要表达的情感

的重要环节。对于袖技的运用主要是为了

体现舞者在古典舞表演中的身韵，从而更

好地展现出舞蹈本身的意蕴，对于促进古

典舞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

古典舞发展过程中对于身韵和水袖的袖技

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不同时代下古典

舞舞蹈理念的融入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身韵和袖技的创新化发展。迄今为止，古

典舞表演中的身韵和袖技还处于不断创新

发展中，使得古典舞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和

完善。

在古典舞中，袖技的应用能够通过对

身韵的多重化展示来呈现古典舞的特征和

情感表达。从戏曲发展来看，也逐渐呈现

出历久弥新的特点。宋元明清时期的古典

舞中，各种舞蹈理念的融入促进了袖技的

进一步发展，在此过程中，身韵的呈现也

进行了创新，给观众带来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和创新，因此呈现出了不同的舞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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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古典舞在舞台表现中也主要

是通过袖技的直观呈现和舞台引导来提升

身韵价值的，不同身韵的舞姿呈现也离不

开袖技，这样一来，在两者创新化应用的

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来各种创新化的舞蹈姿

态，不同环境下对于舞台姿态的理解和解

读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创新化发展

过程中，古典舞的身韵和袖技处于一个长

期的变化状态。例如对于“袖技”来说，

像人们所熟知的女子古典舞《昭君出塞》，

它将人物情感运用到舞蹈中去，以独特的

身韵来表现当时的人物感情，并且加入了

各种舞台表现技巧，从而达到了较好的表

演效果。综合来看，为了保证古典舞舞台

渲染力的提升，需要将袖技和身韵进行更

好地融合，通过促进技巧性的贯通来提升

古典舞的表演效果。

（四）身韵展现中袖势与袖劲的舞台

应用

古典舞中的身韵展现在一定程度上

是通过袖势和袖劲的力度来呈现的，主要

是指在水袖的运动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力量

感，对于增强古典舞的舞台效果具有重要

的价值。古典舞身韵是对舞者的身姿形态

进行理解的一种技巧，将身韵与袖势和袖

劲进行融合解读，能够通过舞者在舞台表

现中的舞蹈姿态及水袖呈现形式来深化表

演效果，与此同时，袖势能够通过外放动

势、内收动势、回旋动势等各种呈现效果，

借助舞者本身在表演的过程中对于表演的

动作和气息的运用来提升袖劲的舞台展现

力。从这一层面来看，在舞台表演的过程

中，深化整体舞蹈的表演效果需要强化舞

者在舞蹈过程中的身韵表现形式，深化袖

势和袖劲的科学运用，从各种出力点和表

现力来提升舞台表现，将古典舞表演过程

中承载的思想科学呈现出来。从另一方面

来看，舞者的身韵还可以通过心境状态来

提升舞蹈的整体效果，以创新化的应用将

忽快忽慢和忽轻忽重的舞台形式呈现出

来，这样既有利于帮助人物性格特点的呈

现，也能透过身法的韵律和节奏来促进观

众对于舞蹈的理解，从而在不同表演层次

中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中国古典舞以其独特的表现力和感染

力被人们所熟知，其独特动势劲力可以为

表演增添活力，起到了承上启下、首尾呼

应的效果。在创作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熟练

地掌握这种技巧，就可以熟练地应用，从

而掌握这种空间意识、动态趋势，能够对

于相关技巧进行灵活变通和应用，其包括

空间意识、动态趋势、发力原则等，在一

定程度上为古典舞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促

进了古典舞更好的创作。讲究袖势与袖劲

的灵活变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舞者

不断提高自身的舞蹈表演能力，在台下认

真、刻苦地学习，这样就能够在舞台上更

好地将舞台效果展现给大家，促进古典舞

的更好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典舞发展过程中，

身韵与水袖在古典舞舞台表现中具有相辅

相成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身韵能够促进水

袖的舞台呈现效果，水袖也能够进一步彰

显身韵的情感传递价值，在古典舞表现中

深化身韵和水袖的创新化运用具有重要的

价值。作为一种历久弥新的舞蹈种类，中

国古典舞的历史传承也需要依靠身韵和水

袖的创新化表现来发展，水袖在舞台表演

中袖劲、袖形、袖势、袖技以及袖韵等形

式对于提升和优化身韵的舞台展现力具有

重要的价值。为了保障中国古典舞的长远

发展，在对身韵和水袖的创新化运用中应

当结合时代的发展审美进行科学创新，不

断地宣传和弘扬中国古典舞蹈，使古典舞

与时代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从而不断丰富

和发展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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