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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韵在中国古典舞中的重要性分析

◎田思思
摘要：中国古典舞具有我国的文化代表性，表现出了我国舞蹈的独特内涵，在技巧上也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身韵”

是舞蹈训练中的一项基础，这不是某一个舞蹈技巧，而是一种舞蹈艺术的综合体现，是对每个中国古典舞舞者最基本的要求。

本文将围绕中国古典舞中的身韵，谈一谈其在舞蹈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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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的舞种，中国古典舞从戏曲

舞蹈、武术身法、中原民族民间舞中提炼、

凝练，与中国古代舞蹈的审美观以及当代

文化美学相结合，在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

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古典

舞在表现形式、配乐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很

深的民族特色，具有独一无二的舞蹈韵味。

舞者在展现舞蹈作品时，需要由内而外地

散发出舞蹈身韵，这决定了整个舞蹈作品

的质量和美感。追求中国古典舞中的身韵，

无论是对舞者个人的发展还是对舞蹈艺术

的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古典舞的身韵介绍

中国古典舞作为我国舞蹈艺术的一个

类别，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

经舞蹈专家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

经过较长期艺术实践检验，具有一定示范

意义的古典风格特色的舞蹈。中国古典舞

是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结晶，在中国舞蹈

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堪称中国舞蹈

的艺术典范。中国古典舞，凝聚着中华民

族舞蹈艺术精髓和民族审美风格，蕴含着

千百年来传统舞蹈的韵味，脱胎于戏曲舞

蹈，发展成为具有时代性的独特艺术语言。

中国古典舞的诞生和发展，反映了人们对

古老舞蹈文化的尊崇，展现了中国传统舞

蹈艺术的独特风韵，它是中国传统舞蹈的

集大成者，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

远，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性质。

具体来说，舞蹈中的身韵是韵律和身

法的结合，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身法

是舞者在舞蹈过程中表现出的技法，这是

通过长期的训练即可获得的，而韵律是一

种只可感受，难以言传的艺术韵味与内涵，

是舞者的技法、气质和内在情感的综合表

现，因此同时具备身法和韵律的舞者，才

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优秀舞者，在演绎舞蹈

作品时更能展现出文化精髓，其发展历史

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历久弥新后更具时代

色彩和古典韵味。如今，中国古典舞在不

断的发展下已经建立起了系统化的舞蹈标

准，对舞者的要求也提高了很多。具体来

说，舞者需要在舞蹈表演过程中综合运用

“形、神、劲、律”，用肢体和内在气质

表现出舞蹈的主题与内涵。不难发现，中

国古典舞与我国的戏曲艺术存在紧密的联

系，这是因为我国的乐舞和戏曲曾在南宋

时期有过融合，这也成为中国古典舞的一

大特色。戏曲文化的融入也使如今对中国

古典舞在身韵上的要求更加特殊，但与此

同时，现代中国古典舞已经没有了较重的

戏曲特色，更具现代文化的特色。

二、中国古典舞中身韵的重要性分析

一名优秀的中国古典舞舞者，需要拥

有扎实的基本功底，在表演过程中不仅能

做到动作标准，更要散发出独特的身韵。

身韵是身法和韵律的融合，是舞蹈与音乐

完美的配合，能够更突出地表现出作品的

主题及内涵，对舞蹈的创作、表现都产生

最直接的影响。

所谓“身韵”，顾名思义，“身”是

指中国古典舞的外部表现技法；“韵”即

韵律，指的是中国古典舞的内在气度。“身

韵”是身法和韵律的总称。体法属于外部

技法范畴，“韵律”属于艺术内涵的神采，

它们二者的有机结合和渗透才能真正体现

中国古典舞的风貌和审美精髓。换句话说，

身韵就是“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

一”。这是中国古典舞不可或缺的标志，

是中国古典舞的灵魂所在。身韵中的动作

轨迹以圆形为主，这与本民族几千年来的

宇宙观和审美观是分不开的。道家太极图、

古典建筑圆曲的结构方式等都很好地体现

了我们民族对圆滑审美的追求。这种审美

倾向在身韵中的体现就是平圆、立圆、“8”

字圆。把握这样的运动规律，在这些基础

上放大或缩小原有的律动轨迹，就可以打

破原有的动力流程，赋予动作不同力度、

不同节奏的处理，改变原有凝结的动作性

格。身韵要求表演者的动作遵循“圆”，

即“动与静和点与线的相互包容相互连接”

 的审美原则，这一点集中体现了古典舞民

族形神统一的艺术特征。凝聚了中国舞蹈

文化精神和民族审美观的身韵，以其丰富

多变的舞姿、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强大的表

现力，已成为中国古典舞的立身之本和其

艺术特点的主要标志，成为中国古典舞的

代名词。

（一）身韵对中国古典舞创作产生

影响

身韵的出现为中国古典舞的创作带来

了许多新思路，为舞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重要基础。利用身韵之美，舞蹈创作的

主题更加宽泛和丰富，可借助于各类道具，

展现出美奂绝伦的舞蹈艺术效果。比如，

舞蹈《扇舞丹青》的创作，与我国传统的

书法艺术进行了融合，舞者用折扇作为道

具，借助于精心设计的动作和舞者的身韵，

使舞蹈和书法艺术浑然一体，如同利用纸

笔来作画一般，使整个画面给人以强烈的

美感。该舞蹈没有过多繁琐、夸张的技巧，

静谧而不浮躁，在舞蹈情节的设定上清新

脱俗，没有矛盾和戏剧冲突，完全依靠道

具和舞者的身体来展现主题，舞者的身体

随音乐缓缓而动，时而柔和，时而灵动，

在速度的快慢切换之间，达到了艺术的高

潮。这样一支舞蹈，如果没有身韵的加持，

带给观众的体验则是完全不同的，也将违

背舞蹈创作的初衷，可以说，身韵是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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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的内在“灵魂”。可见，舞蹈身韵的存

在为中国古典舞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

间，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使创作者的

想法能够经由舞者的身韵更好地展现出

来。2022 年春节晚会上的舞蹈作品《只此

青绿》收获了全国观众的一致好评，该舞

蹈成功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精妙的设计编

排，完美的舞台背景，更在于每一名优秀

舞者展现出的身韵。每一名舞者都身着青

绿长衣，美若仙霞，傲然挺立，时而端庄

沉静，时而铿锵有力，豪放吐纳之间尽显

厚重文化的自信共鸣。未来，相信中国古

典舞的创作还会不断创新，有更大的发挥

空间，而每一支作品的完美呈现，都需要

“身韵”的加持。

（二）身韵对中国古典舞发展产生

影响

身韵概念的提出以及在中国古典舞创

作中不断地深入应用，彻底改变了中国古

典舞的发展机制，这一词汇开始被更多年

轻的舞者、编舞者提及，同时对舞者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融入了身韵的舞蹈，作

品质量更高，更容易被各个年龄段的观众

所接受，中国古典舞艺术的发展也有了更

长久的动力。

在中国古典舞的舞蹈剧《黄河》中，

舞蹈的身韵主要从舞者的背后来表现，该

舞蹈中有许多后背表现的动作，还有一些

地面动作和空中技巧，表现出了人与自然

抗争的气势，使整个作品更加震撼人心。

此外，《木兰归》《梁祝》等经典作品同

样利用身韵展现出了细腻的人物形象和丰

富的情感，表达出了清晰的故事脉络，以

一种新的时代风尚表现出了民族文化的特

征。总之，身韵的表现对舞者的舞蹈素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同时提高了舞蹈

表现的质量。如今，一名优秀的舞者必须

同时拥有标准的形体，较强的体能和良好

的舞蹈素质才能演绎出优秀的舞蹈作品，

这对我国中国古典舞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持

久的推动力。

（三）身韵对舞蹈主题表现的影响

舞蹈是一种通过肢体动作的变化来展

现某种思想、情感、意图的特殊艺术形式，

舞者的每一个表情、动作，都构成了舞蹈

的语言。而身韵则是舞蹈过程中一种抽象

性的语言，它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展现作

品的精神内涵，具有进一步突出作品主题

的作用。因此，如今舞蹈教学中的身韵教

学开始从硬性的技巧训练逐渐转变为柔性

的审美训练，成为舞蹈中的一种语言机制。

未来，身韵将成为中国古典舞技巧的重要

部分，不仅对舞蹈的训练结构和创作方向

产生影响，也将提高舞蹈作品的质量，更

好地突出主题，强化美感。

（四）身韵将提高舞蹈质量

如今，是否具备身韵已经成为评价一

支舞蹈的基本标准。如果舞者能够标准地

完成所有舞蹈动作，但缺乏身韵，那么只

会令人感到僵化，审美体验不佳。加入了

身韵的中国古典舞，舞蹈质量将大幅提升，

艺术效果更强。从舞者的角度来说，掌握

中国古典舞的身韵对其个人舞蹈生涯的发

展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

下面以舞蹈《只此青绿》为例，详细

说一说中国古典舞中身韵的具体体现。

（一）形

身韵中的“形”指的是形体动作，是

变化万千的体态，是所有可见形态的总称，

这是舞蹈艺术中最基本的外在特征。形式

的训练必须注意以下 3 个要领。一种是舞

者在静止的身体（或姿势）的情况下必须

具备的自我审美意识和气质。例如，直接

含蓄，刚劲柔软的矛盾统一的审美意识。

第二，把握姿势和姿势、动作和动作的运

动过程中通过的路径和轨迹。如书法艺术

中的笔，横、竖、点、撇都有极其严格的

规范，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人体运动艺术

也有着自身严格的规范和规律，“没有规

则，不成方圆”。第三，是从动到静，或

者从静到动的瞬间变化的运动法则。在《只

此青绿》的舞蹈中，所有舞者都经过层层

筛选和严格考核，其自身具有扎实的舞蹈

功底和标准的体态，领舞者的舞蹈学习经

验更是已达二十年，她们均具有出众的气

质和良好的审美意识，这也成为整个舞蹈

身韵的重要基础。在作品的表现中，舞者

们充分展现出了“拧、倾、圆、曲”的曲

线美和“刚健挺拔、含蓄柔韧”的气质美，

犹如从中国古代壁画中飞出的仙子一般，

给人以极强的视觉美感。舞蹈动作的设计

搭配舞者们的完美演绎，给人以行云流水

之感，在闪转腾挪间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

画卷。在中国古典舞中，十分注重动作的

“圆”和“游”的特征，这是一种流动之美，

这种美在《只此青绿》的舞蹈中展现充分。

（二）神

“神”在舞蹈身韵中所指的是一种内

在的神采、气质和内涵，这是整个舞蹈作

品是否具有灵魂的关键。无论是歌曲、诗

词、画作还是舞蹈，都讲究神韵，这是一

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在中国古典

舞中，以独特的舞蹈形式搭配富有古典气

息的音乐，舞者们的服装、妆容、动作、

神态共同构成了“神”，为作品注入了生

命力。同时，神是指内涵、神采、韵律、

气质、心情，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只有把

握神，形态才有生命力。那个法则是心与

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

这些文字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美学

理论，高度概括了体韵的内涵，才能体现

所谓的心、意、气、神韵的具体化。人们

往往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是传

神的工具”，眼神的聚会、放、凝结、收，

合并不是指眼球本身的运动，正好受到内

涵的支配和心理节奏的表现结果这正说明

神韵支配一切。“形不动，神先领，形已停，

神止不住”，正说明了形与神的关系。许

多观众在观看了春节晚会上的《只此青绿》

舞蹈后，都感叹中华文化艺术底蕴的深厚，

从中能够感知到该舞蹈表现的文化主题，

这是由“形”传达出的“神”，是作品以

及每个舞者表现出的一致内涵。在舞者舞

动的过程中，观众想象自己置身于古代山

水画中，透过舞蹈的动律元素和舞者的神

态，达到了入情入境的效果。舞蹈身韵中

关于“神”的训练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熏陶

以及个人的理解和感悟才能形成的，这是

舞蹈中一种抽象的信息。

（三）劲

“劲”是力量。古典舞在节奏特征上

很突出，这与民族音乐的特点分不开，民

族音乐像西方音乐一样有强弱，与规则均

匀的速度、脉动式的节奏不同，一般作为

有弹性的韵律和虚线结合的特征来表现。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民族音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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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的动作的内在节奏，如动静、缓急、

收容、吞吐量、欠与送、抑扬顿挫、虚线

结合等特点，从而产生特定的动态规律特

征和韵律感。通俗来讲，舞蹈韵律中的“劲”

是一种“劲头”，这是对舞蹈的节奏、层

次合理把控的能力，做到动中有静，静中

有动。舞蹈《只此青绿》的动作紧而不乱，

节奏舒而不缓，看似柔和，实则刚劲有力，

舞者对这一特征的把握就是身韵的体现。

在舞蹈过程中，舞者在每一个动作中表现

的力度并不是平均的，而是要体现出轻重、

缓急、长短、顿挫、符点、切分、延伸等

不同，这为舞蹈作品赋予了更强的层次性。

在《只此青绿》的舞蹈中，我们在最后的

静止画面中可以看出一种“神劲”，也就

是舞者的动作均已完成，保持不动，但却

用肢体和动作对画面进行了延伸，令人有

无限的遐想和回味，颇有“形已止而神不

止”之感，这便是舞蹈身韵所带来的强大

艺术效果。

（四）律

“律”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指舞蹈

动作的律动性，二是运动的规律。在《只

此青绿》的舞蹈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律”

和“反律”。“正律”就是每个动作之间

衔接的一气呵成，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

毫不突兀。反律是中国古典舞中的典型律

动，如向左摆臂时，身体向右拉，体现出

舞者婀娜的身姿以及动作的流畅性，更添

美感。正是这种带有特色的体态律动，为

古典舞赋予了更强的艺术色彩和传统色

彩，也铸就了中国古典舞独特的审美特征。

“律”包括动作中自己的律动性和遵循它

的法则的两个意义。一般说动作连接动作

必须顺利，这个顺序力正是律中的“规律”，

动作顺利就能一口气完成，就像行云流水。

但是，古典舞往往非常重视“不规则顺序”

的“反律”，奇峰重叠，产生出其不意的

效果。一个动作和动作的方向明显在左，

突然向右拐，或者向前走，突然向后突变。

这个“反律”是古典舞特有的东西，能让

人体产生千变万化的动作、朦胧、瞬息万

变的动感。从各个具体的动作来看，古典

舞有“全部从相反方向开始的说法”，即“在

台上一定要依靠，在左前方右转，打开后

一定要一致，向前走”的运动法则这些特

殊的法则产生了古典舞的特殊审美性。无

论是一气呵成、顺水推舟的顺势，还是相

反的逆方向运动，或是“从反面”体现中

国古典舞阴阳变幻之美，都是中国“舞律”

的深奥之处。从人体运动整体分析形、神、

劲、律的各个特征，这正是中国古典舞身

韵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体韵是中国古

典舞的训练、表演等各个阶段的精髓。无

论是古典舞的训练课还是舞台的表演，都

要强调动作和呼吸，合理运用呼吸，把呼

吸贯穿各个阶段。用呼吸完成完美的舞蹈

形态，用呼吸推进舞蹈技巧的熟练和变化，

用呼吸表现舞蹈动作的力量和线条，用呼

吸体现舞蹈的感情和内涵。从“形、神、

劲、律”四个角度来看，舞蹈《只此青绿》

的身韵呈现的很美，这也是该舞蹈受到观

众认可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中国古典舞的神韵、内涵及文化特征

需要借助于舞者表现出的技巧和身韵才能

充分展现，这是一支完整、优秀舞蹈作品

最核心的灵魂，其价值可见一斑。身韵从

动作要素着手，从呼吸中寻找本源。如何

表现形神兼备、内外统一、身心兼用的身

韵，是呼吸非常重要的部分。身韵对中国

古典舞的编排设计、展现效果以及未来的

发展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每一名舞者

都应当在身韵训练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

求，也希望随着中国古典舞舞者身韵的增

强，未来的舞蹈设计将更具发展性和创造

性，相信带有我国浓郁文化色彩的中国古

典舞一定能够迎来崭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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