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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创编中的独特性

◎周文婷 
摘要：当代民族舞蹈因其融汇了各民族不同的习俗、文化和风格特点，而表现出其独特之处。不同民族创造的民族舞蹈，

也因各民族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瑰宝。舞蹈创作者要想编排出风格独具的民族舞蹈，必须要深刻

理解和认识该民族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将民族特色文化与自身的创意想法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个人特色和民族特色

的舞蹈。

关键词：民族舞蹈　编排创造　特殊性　探究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舞蹈是承载民族

文化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舞蹈和民族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民族

文化给予舞蹈独特性和文化内涵，舞蹈又

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载体，并在深入

融合中，舞蹈也被赋予民族性，成为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舞蹈创作者

应重视民族舞蹈与民族文化的结合，用独

特的民族文化赋予民族舞蹈特殊意义。

一、增强民族舞蹈风格特色的重要作用

民族舞蹈的创作者通常是从自身生活

的环境、经历的事情、接受的文化和其他

舞者的创作经验等获得创作启发和创新思

路，其被赋予了浓厚的个人特色和民族特

点，充分表达出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内涵

精神，久而久之形成了稳定的风格特点，

具有民族代表性。民族舞蹈因其民族性和

独特艺术价值，在整个舞蹈文化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思想

价值更迭创新，不断有新的思想萌芽创新。

因此，民族舞蹈除了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

外，也被时代赋予了独特的时代风格。在

民族舞蹈家创作时，当地现有的民族舞蹈

往往最先给予其创作灵感和思路，从当地

特色文化中受到启发，找到独特点，再结

合自身的风俗习惯，进而编创出形成既包

含个人风格，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

的舞蹈。一支民族舞蹈要想受到普遍好评，

为群众所接受，并流传开来，必须融入当

地已被人民接受并喜闻乐见的元素，这也

是民族舞蹈具备独特性的重要保证。民族

舞蹈创作者要平衡好个人风格、民族风格

和时代风格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切勿因吸

收民族特色而忽视了其他两种风格的存

在，也不应该为了突出个人的艺术风格而

忽视民族文化赋予民族舞蹈的内涵价值。

时代元素也至关重要，它是一个民族地区

群众普遍流传的喜好、能够接受的尺度范

围和人们思想精神的缩影，民族舞蹈将其

纳入自身编排，能够深化作品的深度和广

度，并因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更加凸显民

族舞蹈的独特性。正是由于民族舞蹈同时

具备了个人、民族地域和时代的独特风格，

使其能够在艺术的历史长河中独占鳌头，

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创作编排民族舞蹈时出现的不足

尽管目前民族舞蹈创作者和专家已认

识到民族特色文化对民族舞蹈发展的重要

意义，但是由于对民族舞蹈内在价值是由

民族文化赋予的这一研究起步较晚，导致

先前大部分的民族舞蹈都缺乏我国不同民

族的特色风格，反而被外来文化和舞蹈风

格所影响，使民族舞蹈失去了民族二字的

意义与价值。我国拥有 56 民族，除汉族

文化发展较广外，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的

民族文化和舞蹈风格还未被充分挖掘，其

中蕴含着大量的，等待舞蹈家去探索和挖

掘的艺术宝藏。从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

的艺术创作一直被外国文化所影响。在新

中国成立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国的民族

舞蹈都缺乏本民族的特色风格，失去最宝

贵的内在价值和核心精神，反而表现出其

他国家的舞蹈风格，因此显得不伦不类，

不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民族舞蹈创作者

应明确认识到这一问题，找出根源所在并

及时解决。我国地大物博，少数民族众

多，文化风格多样，在这其中有着丰富的

艺术风格可供民族舞蹈创作者参考借鉴，

融入民族舞蹈的创作中，为民族舞蹈的发

展、民族风格的形成提供源源不断的艺术

灵感，形成属于中国特色的舞蹈风格。民

族舞蹈创作者应从个人的转变开始，避免

新时代的民族舞蹈还存在先前的不足和问

题，及时改进，消减外来文化对我国民族

舞蹈的侵蚀和影响，并用个人特色的编排

创作凸现舞蹈的独特性和民族特色，让我

国的民族舞蹈在世界民族舞蹈中能够占据

一席之地，这就需要广大民族舞蹈创作者

共同努力。

三、当代民族舞蹈创作中特殊元素的具体

表现

（一）民族文化特色在民族舞蹈创作

中的独特表现

民族舞蹈之所以能被冠以“民族”二

字的前缀，是因为其作为一种艺术载体和

形式，承载着当地民族的文化内涵、精神

价值和思想认识，与文学、歌曲、雕刻、

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共同承担着传承一

个地区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重要责任。

一方面，民族舞蹈确实因为民族文化的融

入而显现出新的生命力量，展现出独特的

民族文化风格。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因

民族舞蹈而得到发展和传承，开始走出民

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被 更多的人所

看到、所了解，推动民族的发展。一个民

族的特有文化是经过时间和历史考验的，

是一个民族历经上千年来的文化习俗的缩

影和精华。民族舞蹈创作者将其融入民

族舞蹈的编排创作就意味着将一个民族的

历史包含其中，其所代表的价值和文化底

蕴深厚绵延，为民族舞蹈带来无限可能。

因此，民族舞蹈创作者要牢牢把握住民族

文化是民族舞蹈的内在核心和根本这一准

则，围绕民族特色文化开展创作，坚持民

族特色文化主体地位不动摇，以其为中心

向外延伸，吸纳其他艺术创作元素，使民

族舞蹈在富含民族特色文化内涵的同时，

不断创新，进而形成具有民族文化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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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舞蹈风格。民族舞蹈创作者可以先从

了解一个民族当地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开

始，广泛阅读当地的历史资料，了解当地

的历史文物和其他艺术作品，感受其中蕴

含的人文魅力。一个民族当地的文化资料

存档中，可能仍然保存着部分因历史战争、

民族迁徙和自然灾害而遗失的文化瑰宝，

被后人以文字和图画的形式记载下来。舞

蹈创作者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和养分，赋

予文字、历史和图画全新的生命，以舞

蹈的形式将其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例

如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其虽然以图

画形式供世人欣赏，但其中的内容却无

一不是与舞蹈相关，将这些壁画整合起

来就是中国舞蹈历史的发展轨迹，展现

着各种风格的舞蹈姿态和神韵，为后人

创作舞蹈注入艺术能量。还比如彝族的

火把节，人们围着篝火尽情歌唱舞蹈，

女人舞姿曼妙，男人奔放豪迈，都展现

着这个民族特有的习俗文化。

（二）民族舞蹈风格在民族舞蹈创作

中的展现

民族舞蹈融入当地民族文化之外，

还应借鉴融合当地传统民族舞蹈的风格特

点。民族舞蹈应凸现民族风格，若将其抛

却，那么民族舞蹈自身的独特性也将消失

殆尽。因此，必须重视民族舞蹈中独特民

族风格的传承。一个民族的民族风格受到

当地历史文化、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生

活环境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影响。舞蹈创

作者首先要立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

程，在明确该民族历史发展背景下，仔细

钻研其他方面的因素，探究该民族的风格

特点。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也万

变不离其宗，重要的是把握住其精神内涵，

牢牢抓住核心，舞蹈创作才不会偏移方

向。例如藏族舞的舞蹈风格深受生活环境

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藏族主要生活于我国

青藏高原地区，那里地势险峻，海拔较高，

主要以放牛牧羊为生，崇拜自然，因此，

他们的舞蹈往往豪放张扬，节奏紧张，舞

蹈动作充满力量。女士的舞姿也以轻快热

情为主，提裙踢踏，跳跃展臂尽显这个民

族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在藏族舞蹈姿态

中，还包含了他们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

缩影，各色舞姿因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而

表现出别样的神圣性。而蒙古族舞蹈风格

豪迈奔放，不同于藏族的轻快优美，它更

偏向于粗犷不羁。例如甩鞭，骑马的舞蹈

姿势就是从他们骑马放牧的生活中衍生出

来。其中还包含很多模仿自然的舞蹈形式，

例如熊舞、鹿舞等都独具特色。模仿动物

姿态的舞蹈风格还有傣族的孔雀舞，但与

蒙古族模仿猛禽不同，他们的舞姿优雅柔

软，动作柔美自然，表现了傣族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每个民族因其地域环境，生活

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舞蹈风格也各有

各的特点，因此，民族舞蹈创作要牢牢抓

住本民族的风格特征，充分结合当地的人

文魅力，突出民族舞蹈风格的独特性。

（三）民族独特审美在民族舞蹈中的

表现

民族舞蹈其中包含的民族内涵是从

当地民族文化中延伸出来的，而民族舞蹈

的独特审美风格则是随着民族的生活、历

史、文化和地域的不同而改变。在民族舞

蹈长久发展中，民族舞蹈的审美意向已经

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特征：“虚”与“实”。

前者代表着中国独有的精神内涵和道德品

质，具体来讲就是该民族独有的价值取向，

包含了勇敢、质朴、诚实守信、热情豪放

等优秀的民族品质。后者则是将前者具象

化、形象化，是艺术家根据“虚”象创作

出的具体舞姿形态，通过舞蹈动作对民族

精神和文化内涵进行艺术审美的评判。民

族舞蹈的最终追求就是将这两者合二为

一，做到虚实相生、虚实结合。这使舞蹈

作品既有精神品质的内核，又有生动具象

的外在载体，使民族舞蹈充满生命力，最

终让观众能够通过“实”的外在表演，体

会到依附其中的“虚”的内在精神。舞蹈

者通过充分融合舞蹈动作和思想情感，使

民族舞蹈获得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因此，

民族舞蹈创作者在编排创作舞蹈时，应当

以民族地区的精神品质为核心内涵，进而

创作能够表现地域特色的舞蹈动作。在追

求肢体动作优美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中应

该包含的地域审美特征，要将创作者的思

想感情通过肢体语言表现出来。如果没有

“虚”的内在，就算再优美、动作再高难度、

舞蹈演员的舞蹈技巧再高超，这支舞蹈也

只是空洞无物，是个没有内在的空瓶子。

缺乏内核的形式注定是无法发展长远的，

这样的民族舞蹈也是无法广泛流传为世人

所接受的。但是在追求舞蹈的内在价值时，

不可忽视了舞蹈形式的重要性。舞蹈创作

者和表演者要想向观众传递出内心的思想

情感，必须通过舞蹈动作、肢体语言甚至

面部表情，这些是精神品质的重要载体，

没有肢体动作就无法表现创作者和民族的

独特个性，观众自然无法体会创作者想表

达的意思。舞蹈创作者必须具备创新意识，

现有的舞蹈动作是远远无法满足不断变化

和丰富的思想意蕴的表达需要的，必须不

断创造出新的身体语言来承载新出现的时

代思想和民族思想。因此，肢体动作和精

神内涵应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

决不可忽视任何一方。既要做到舞蹈肢体

动作的创新，又要承载民族的价值底蕴，

实现虚实结合，在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

表现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真实追求和向

往，让观众在欣赏舞蹈美的同时，获得心

灵洗涤和人生感悟。

（四）保证民族舞蹈中具备独特的符

号特征

在进行民族舞蹈创作编排时，加入具

有特殊寓意的符号因素，能够加强民族舞

蹈的独特性。不同民族因地域风格和群众

的生活习惯截然不同，进而影响舞蹈风格、

舞蹈动作的不同，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截然

不同。有些民族性格豪爽奔放，舞蹈动作

也就大开大合，轰轰烈烈；有些民族崇拜

自然，例如有些游牧民族将狼作为自己民

族的图腾，在舞蹈中也就自然有模仿狼行

为举止的动作，让民族舞蹈带上了浓郁的

民族特色，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加之，

民族舞蹈的表现形式与其他艺术截然不

同，是通过身体的肢体语言表达内心情感

想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意识。但正是由于

主观意识浓郁，也因此容易产生独具特点

的风格，同时拥有极大的创作空间，舞蹈

创作者能够在其中无限发挥自己的创作和

想法。

民族舞蹈的表演者和创作者还肩负着

传播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通过民族

舞蹈承载民族文化和思想价值，在表演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传播民族特色艺术。

民族舞蹈必须将民族特色元素融入舞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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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中，民族元素就是民族特色文化、风俗

习惯和当地特色人文的浓缩，具有代表性

和特征性。当民族舞蹈表现出这一亮点后，

能够引起当地人民的共鸣，让人们在今后

看到这支民族舞蹈后就想到该民族，那么

这样的民族舞蹈才会是成功的，是值得传

承的。保持民族舞蹈中的特色之处，能够

避免民族舞蹈趋向统一，避免在历史长河

中，在其他文化的侵扰下失去自我特点。

要想发掘出一个民族的根本内在和核

心价值，就需要舞蹈创作者去深入少数民

族中，亲自体验他们的生活。按照他们的

生活习惯生活，尝试理解他们独特的沟通

方式和语言，试穿他们本民族的传统服饰，

从他们最真实的言谈举止中感受民族内在

的价值取向和特殊之处。并基于充分的考

察探究，将抽象的内在转化为具象的舞蹈

动作和肢体语言。但舞蹈创作者不能因循

守旧，在充分融合民族特点后，还要保持

创新，敏锐地捕捉不同的时代因素，使民

族舞蹈既能传承又有新意，满足现代人民

审美艺术的需要。

四、保证民族舞蹈特殊性的实际举措

现代民族舞比传统形式的民族舞蹈创

新独特之处在于其内在包含的独特文化底

蕴和特色风格。现代民族舞既包含传统民

族舞的优点，又比传统民族舞更加融合民

族的特色文化、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蕴。同

时具备创新性，符合时代发展规律，具备

这个时代的特性，为表达民族文化内涵，

精神品质和思想情感提供了很好的传播媒

介，因此要重视民族舞蹈的独特性。

（一）重视民族情感的表达

民族舞蹈之所以能被一个民族称之为

民族的舞蹈，主要就在于其对民族情感的

表达。当某个民族能够通过某支舞蹈来表

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那么这支舞蹈才能被

称作是本民族的舞蹈，能够成为本民族具

有代表性的舞蹈。因此，舞蹈创作者要深

入民众之中，感受这个民族人民的实际需

求，聆听他们的心声，进而以舞蹈的形式

转述表达出来。若缺少民族情感的支持，

民族舞蹈将缺乏灵魂，无法和民族群众产

生心灵碰撞，自然无法代表这个民族的内

涵价值。

（二）重视时代性的表现

现代的民族舞蹈其特殊性不仅存在于

对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还在于与时代特

色的融合。民族舞蹈要想在新时代也焕发

出新的活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就必

须和时代新气象相融合，才能被思想逐步

开放的社会所接受。尽管传统的民族舞蹈

也有其艺术魅力，但对于新时代的年轻力

量来说，过于传统老旧，缺少吸引力，因

此加入时代新元素有利于民族舞蹈焕发出

新色彩。例如在进行舞蹈编排时可以适当

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编舞的效率和质量。

在表演展示舞蹈时，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

加入信息科技，提高观众的审美享受。

（三）重视深化精神内涵

民族舞蹈因内在的民族特色文化而产

生了深厚的精神内涵。观众通过观看民族

舞蹈能够达到启迪心智，净化心灵的作用。

在民族舞蹈中感受民族精神，感受这个民

族的文化内涵，领略其中更迭的历史传承。

因此舞蹈创作者要明确舞蹈的形式是为舞

蹈内涵所服务的，但在表达内涵的同时，

要先用独特的形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通

过变化多样的舞姿，绚丽多彩的舞台设计，

让观众沉醉其中，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民族

文化内涵和思想精神，与历史和民族全体

达成心灵上的共振。

五、结语

总而言之，民族舞蹈若想焕发生机，

重获新生，就要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充分吸纳民族特色文化、精神内涵和思

想价值的基础上，做到虚实相生，形成独

特的舞蹈风格。同时，跟上时代步伐，融

入时代新气息，开创出符合新时代、新气

象的民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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