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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下的舞剧分析简述

◎李吉宁
摘要：中国文化是我国五千多年来源远流长的优秀精神文化的核心统称。一直以来，作为我国优秀艺术创作的基石和

养分，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发展和创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舞蹈为例，舞剧的创作近几年尤为明显，优秀的舞蹈作品都带

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符号与时代感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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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我国五千多年来源远流长

的优秀精神文化的核心统称。一直以来，

作为我国优秀艺术创作的基石和养分，中

国传统文化为其发展和创造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以舞蹈为例，舞剧的创作近几年尤

为明显，优秀的舞蹈作品都带有鲜明的传

统文化符号与时代感相结合的特点。

一、传统文化符号下的舞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

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坚

定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和突出优势。由此，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

坚定不移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我们文化

艺术创作的根基，以此出发，将传统文化

的优秀文化符号融入舞蹈创作中去。

（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身之

本，也是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整体涵养，

涵盖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几千年的传承与流

变，概括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和发展

脉络。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上下

五千年的集中体现和展示，作为四大文明

古国中唯一没有被中断的文明，中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是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慢慢积

累起来的、深厚的基石。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指以儒家思想

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兼收融合了道家、墨

家、杂家、法家等诸多优秀的智慧结晶，

以促进个人思想道德提升的层层递进的架

构，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崇高理想。优秀的传统文化符号也是伴

随着中华民族血液流淌而生生不息的，在

今天也依然充斥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

文化符号，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和内

涵的文化标志，看到它我们可以迅速联想

到其内在的精神和所代表着、蕴含着的优

秀文化精神。在舞蹈的创作、编排和呈现

中从来都是将这种文化符号作为一种标志

来展现的，远古时期的舞蹈纹彩陶盆、岩

画；秦汉时期的画像砖石；唐宋时期的各

类舞谱、绘画等等都在提醒着我们守正创

新。“守从何来？创到哪去？”这正是我

们需要沉下心来思考的问题。

（二）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舞蹈

舞蹈的编创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

知道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编创的思路和

所有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从哪儿来，到

哪儿去”的问题，只有讲清楚舞蹈的“来路”

和“去路”，我们才算完成了对其的构思。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受到太多西方

文化的蚕食，文化“快餐”式的创作变得

越来越多，但是不乏有 追求、有深度的编

导家能够沉下心来追求品质，从优秀的传

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养分，从而创作出优秀

的舞蹈艺术作品。

以舞剧作品为例，近几年来舞剧作品

层出不穷，但论起是否都具有同样优秀的

艺术品质，那就需要见仁见智地探讨和讨

论了。有的作品一味地迎合社会热点和当

下趋势，并未真正深挖掘精神文化内涵，

我们不好一一列举。但是绝大多数是取材

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且本身在创作中就带

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符号的作品，如《醒狮》

《红旗》《骑兵》《彩虹之路》以及掌

握了流量密码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

基于此，我国在舞蹈专业领域也设置了

高水平的评奖展演机制，如中国舞蹈“荷

花奖”“桃李杯”教育教学成果展示、

全国舞蹈展演等诸多专业赛事，用来提

高舞者们的创作理念，展示舞者们的优

秀舞蹈作品。

二、当代舞蹈中的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的舞蹈文化是这个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符号、缩影和象征。传统舞蹈

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都代表着一种人文精神的表达和

阐释，尤其是当下环境中，我们更加注重

舞蹈文化内在精神的阐述，接下来我们将

以部分优秀的舞蹈作品为例进行阐述。

（一）大型民族舞剧《醒狮》

大型民族舞剧《醒狮》是由广州歌剧

舞剧院编排演出的首部以“醒狮”为题材

的作品。广州醒狮相传起源于五代十国时

期，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是岭南文化的代

表性符号，不仅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

节，更是经过那段动乱之后，人民的内心

寄托。编导以此为题，借由几百年前“三

元里抗英”事件的发生，延伸出一段传奇

故事。

舞剧《醒狮》着眼于岭南文化，以“醒”

为神，化“狮“为形，讲述关于民族觉醒

的故事。同时，作品中大量融合了广东民

间舞蹈、风土人情、木鱼、南拳等岭南文

化的标识符号，不仅承载了传统民间生

活习俗，更是映衬出中国近现代史的独

特标志。剧中打破了传统舞剧的固有模

式，从而带出了“醒狮”文化的生生不息，

中华民族的坚韧不屈，华夏文明悠远绵

长的愿景，正如剧中所书“有华人的地

方就有醒狮”。

（二）大型敦煌舞剧《丝路花雨》

敦煌舞剧《丝路花雨》是一部经久不

衰的名作，现在也是我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提起“敦煌”舞蹈，绕不过去的就是这部

舞剧，而关于这部舞剧也已经成为敦煌文

化的化身之一。《丝路花雨》以盛唐时期

为故事背景，构架出了神笔张和歌伎英娘

的感人故事，同时织就了一幅波斯与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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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长青的美好画卷。整部舞剧极高的还

原了敦煌文化的风貌，其中伎乐天的形象，

尤其是反弹琵琶，至今仍是敦煌舞蹈造型

中最为经典的舞蹈造型之一。

《丝路花雨》的成功离不开编导对

于敦煌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编创，在深入

了解敦煌壁画和敦煌文化之后，编导将

其高度地还原在舞剧中，并最终呈现在

舞台之上，正是这种特有的民族文化符

号，让舞剧更好地展现敦煌文化的同时

也向世人展现出我们始终坚定民族文化

自信的信号。

（三）《永不消逝的电波》当代精神

当红色基因、谍战元素与舞剧创作碰

撞之后会发生什么？掌握着这一阶段流量

密码的大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就为

我们解开了谜团。舞剧是由上海歌剧舞剧

院演出，周莉亚、韩真两位编导编创的，

一经推出便斩获了“文华”大奖，该剧以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人物之

一的李白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解放战争

后期，为上海解放而付出生命的地下工作

者们的形象。该剧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

上融入了青春气息、红色基因等元素，十

分贴合我们现阶段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针。

作为红色革命类题材，舞剧的“出圈”是

在编导们充分挖掘了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

和时代内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为这部舞

剧打上了红色文化的符号和烙印。

该剧成功的另一大因素是在剧中极为

巧妙地融合了上海元素，舞台置景的一砖

一瓦、舞蹈演员的一颦一动都无不体现出

上海独有的文化底蕴，26 块流动景板让观

众仿佛置身于老上海的里弄、街巷等场景

中，最为经典的《渔光曲》配上上海女人

手执蒲扇生火的场面，将其文化的细腻展

现得淋漓尽致。

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当代舞蹈建构的

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逐渐推移，舞蹈创

作与时代价值越来越贴合，对社会的影响

也越来越深远，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滋养舞

蹈文化，以优秀的舞蹈文化体现传统文化

的内在价值。我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所形

成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我们瞻仰

的瑰宝，更应该成为我们当代舞蹈发展的

奠基石和起跳板，我们应该在实践的过程

中，不断地利用传统文化来充实舞蹈的自

身内涵，创建当代中国舞蹈的百花齐放的

风格和诠释理念。

在中国舞蹈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

文化符号占有重要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

用，两者之间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正是

因为有了这种影响，才使得当代舞蹈文化

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不断提高其层次与境

界。充分解读舞蹈中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

神符号，能够更好地推广中国文化，彰显

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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