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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融合的创新路径研究
孙瑜浛

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摘要：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作为中华舞蹈文化的两大瑰宝，各自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质。在文化全球化和艺术现
代化的当下，探讨这两种舞蹈形式的融合创新路径，不仅是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动民族文化自信的
重要实践。本文从二者的文化底蕴、艺术特性、表现形式等方面入手，探讨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的融合方式，并在“身韵”与“风
格化动作”的结合、创作语境的拓展以及传承机制的创新等方面提出对策，为民族舞蹈艺术的多元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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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
源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前者以“身韵”为核心，
注重“圆、曲、拧、倾”等动作美学，强调气韵、
内涵与形态的统一；后者则根植于民族生活与文
化传统，充满生动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 [1]。如
何在保留各自风格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与创
新，是当前舞蹈艺术发展中备受关注的课题。

一、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的融合逻辑

（一）审美层面的互通
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在审美上的互通性

为它们的融合提供了天然的契合点。两者都追求
韵律感和形态美，这种共性使其能够在同一审美
框架下进行艺术对话，但它们的表现方式却各有
千秋。古典舞以线条的流动性、动作的圆润与优
雅为特质，呈现出“以形写神”的写意之美，强
调动作的内在张力与气韵的流动；而民族民间舞
则更贴近生活场景，注重“以物寄情”的写实性，
赋予舞蹈更为鲜活的叙事性和多样化的文化表达
[2]。两者的融合，需要从写意与写实的结合着手，
在形式上既展现古典舞中对动作线条和韵律美的
精致追求，又融入了民族民间舞的情感表达和生

活气息，为作品注入更加立体的文化张力。在表
现丰收主题的舞蹈中，可以运用古典舞中“圆、曲、
拧、倾”等动态特征，塑造出“稻浪翻滚”的意象，
同时结合民间舞的载歌载舞形式，让整个舞蹈在
写意与写实之间找到平衡。这种融合不仅拓展了
舞蹈的审美边界，也让观众从中体会到情感上的
深刻共鸣，进而加深对文化根脉的认同。

（二）技术语言的共鸣
技术语言的共鸣是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融合

的重要支撑。古典舞以“身韵”技术为核心，以提、
沉、冲、靠等动律，赋予舞蹈动作深邃的内在气
韵；而民族民间舞的“风格化动作”从特定的民
族生活与文化习俗中衍生，展现出鲜明的地域性
与象征性。二者在技术层面的融合，不是简单的
动作叠加，而是在技术逻辑上的重新梳理和优化。
汉唐古典舞的动作语汇就从传统的西北秧歌中汲
取了丰富的灵感，特别是在动作幅度的开拓和步
伐节奏的多样性方面，使作品更具动感和视觉冲
击力。这种互补关系使得舞蹈创作能够在动作设
计中同时呈现古典舞的线性美感与民间舞的韵律
张力 [3]。比如，结合古典舞中的“提沉”动律与
蒙古族舞蹈中的“顶碗技巧”，既能够展现动作
控制的高难度，也能体现出舞蹈动作的文化象征
意义。此外，古典舞的技术语言强调的节奏韵律
与民族民间舞注重的生活化表现形式，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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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和可以让舞蹈既有技术深度，又具表现的亲
和力，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找到一个
平衡点。

（三）文化表达的交融
文化表达的交融是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融合

的深层逻辑，也是其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古
典舞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万物的哲学
思考，其文化内核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
的和谐关系；民族民间舞则以民族特有的历史记
忆和生活方式为载体，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和
情感表达方式。两者的融合需要在文化表达的层
面找到共同的叙事框架，比如可以将“节庆文
化”“礼仪文化”或“生活习俗”作为题材，展
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同时注重在细节上
体现各民族的文化个性。在舞台创作中，以舞者
之间的互动来表现文化的交融，将古典舞的“剑
舞”作为主线，以优美的线条和气韵表达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致之美，藏族的“热巴舞”等民族民
间舞则可以作为辅助，融入热烈的节奏和欢快的
情绪，营造出多民族文化在节庆活动中交相辉映
的画面。此外，文化表达的交融还需要从音乐、
服饰、道具等舞台元素着手，借助这些细腻的设
计强化舞蹈作品的文化张力，使观众在欣赏过程
中不仅能领略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还能感受到
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在文化表达的交融
中，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在融合中既延续了自身
的文化根脉，又在共同的艺术实践中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二、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融合的创新路
径

（一）“身韵”与“风格化动作”的深度结
合

在探索“身韵”与民族民间舞“风格化动作”
的深度结合时，有必要深入思考二者在动作特性、
文化内涵与情感表达上的独特性与相融性。古典
舞的“身韵”强调内在气韵的流转与动作线条的
精致性，是对传统文化中“形”“神”关系的高
度概括，而民族民间舞“风格化动作”作为一种
根植于日常生活和民族情感的艺术表达，则更多
体现出质朴鲜活的生命力和地域性的文化记忆。
两者的结合应以保留各自艺术特点为前提，同时
在深层审美和技术逻辑上找到相辅相成的支点 [4]。
比如，傣族舞“三道弯”特有的身体弧度和优雅
流畅的动态节奏，能够与古典舞“提”“沉”等
动作中所体现的力量感与节奏感产生深度对话，
若能够以“三道弯”的优美曲线为基础，结合古
典舞对线条和力度的精细化处理，便可打造出既
柔美又有张力的新动作语汇，丰富舞蹈的表现力。

这种结合不能停留在动作层面的简单拼接，
而是要深入挖掘动作符号背后的文化意蕴与情感
表达方式。以藏族舞蹈“三道弯”的应用为例，
不仅可以挖掘其动作本身蕴含的自然崇拜精神，
还可与古典舞“身韵”中的儒雅精神对接，形成
一种“天地人合一”的艺术表达。这样，不仅在

技术上实现了高难度动作的细腻化和多样化，同
时也能够在舞蹈表演中传递出更为丰富的情感张
力与文化深度。进一步而言，动作的融合创新也
需要在动态呈现中考量观众的视觉体验与情感互
动，比如在编创中运用古典舞的“提沉”动律强
化藏族舞蹈中摆手的节奏感，让观众在欣赏过程
中感受到更加饱满的动势美。

与此同时，编舞者还可以从身体结构的物理
逻辑入手，将古典舞注重的“身法”与民族民间
舞的“风格化”融入到动作的生成路径中。比如，
在蒙古族舞蹈“盅碗舞”的顶碗稳定性训练中融
入古典舞对“中正圆活”的身体控制要求，可以
让动作更加具有动态美感和力的延展性，而这一
结合在技术逻辑上的合理性，能够激发出舞蹈动
作新的生命力。此外，还可以借鉴古典舞中的“韵
律调控”方法，结合民族舞蹈的“模仿性动作”
特点，调整动作的起伏节奏与身体曲线的内外呼
应，创造出兼具民族特色与内在韵律的表演形式
[5]。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结合，还可以借助具体
的舞台设计与情境塑造，使动作的融合更加自然
和富有表现力。在创作中，为了表现一个民族的
丰收庆典场景，动作设计既可以运用古典舞“身
韵”中对于线条流畅性的追求，表现丰收的流动
之美，也可以引入民族民间舞的载歌载舞特性，
让舞蹈更贴近生活气息和节庆氛围。这种舞台化
的表达能够让观众从直观感受中体会到动作背后
的文化温度和人文情怀。

（二）创作语境的拓展
在创作语境的拓展上，关键在于充分激发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文化力量，同时以舞
蹈语言为核心实现艺术表达的时代化和观赏体验
的情感化。首先，需要明确舞蹈创作的文化目标，
不单单是单一民族文化的呈现，而是强调文化之
间的交融与共享。创作者可以从各民族文化的“共
性”出发，借助意象化的叙事场景，将不同民族
的舞蹈元素整合在一个具有文化普适性的语境
中。在展现传统节庆主题时，场景设计不仅可以
围绕某一民族的生活场景展开，还可以引入具有
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元素，如灯笼、龙、祥云等
符号化意象，以此营造出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
同时，动作语汇的设计可以对多个民族的动作特
点进行提炼，既保留原始形态的神韵，又能融入
古典舞的“身韵”特质，展现出文化融合的美学
价值。比如，将藏族热巴舞中热烈欢快的节奏与
古典舞“剑舞”的流动性结合，借助舞者之间的
互动，不仅能够传递出传承的仪式感，还可以依
靠对情境的细腻刻画让观众感受到文化之间的对
话。

舞蹈创作在语境上的拓展需要摆脱传统叙事
的线性思维，更多地借鉴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
的叙事手法，增强作品的观赏性和情感冲击力。
比如，可以在作品中运用“分幕式叙事”来展现
不同文化背景的片段，并在舞蹈动作的设计上强
调情节转折处的情感递进，以此让观众更加融
入故事情境。此外，舞台调度与灯光音效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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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也需要紧密贴合叙事主线，以多层次的空间
设计来塑造更加立体的艺术场景。在展现传统
文化传承时，可以设计一个包含历史记忆的“回
溯场景”，利用背景投影展现过去的生活画面，
与当前的舞蹈动作进行叠加，创造出时间与空
间交融的戏剧效果。

同时，创作语境的拓展还需要充分考虑观
众的感官体验和情感共鸣。现代观众对舞台艺
术的需求不仅停留在视觉审美层面，更期待从
作品中感受到与自身文化记忆的连接。为此，
可以在作品中融入更多与观众日常生活相关的
文化符号，以情境化的舞蹈表达让他们产生“代
入感”。比如，在创作民族主题舞剧时，可以
用婚礼、丰收、祈福等具有普遍性和仪式感的
主题作为切入点，同时将叙事语境与民族文化
的独特性结合，以实现观众心理上的共情与文
化认同。

创作者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为传统
舞蹈的语境拓展注入更多创新动力。例如，利
用全息影像技术重现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
并与舞台上的实时表演相结合，能够在视觉上
打破传统舞蹈的物理限制，使作品更具时代感
和沉浸感。此外，音乐的多样性选择也可以成
为语境拓展的一部分，传统乐器的融合、现代
电子乐的节奏辅助，都可以为作品赋予新的文
化层次感。

（三）传承机制的创新
传承机制的创新，应以传统文化的核心价

值为依托，同时融入现代科技与当代艺术的表
达方式，突破时空的限制，让传统舞蹈的生命
力焕发出新的光彩。在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
当下，将其与传统舞蹈的动态特性相结合，可
以使舞蹈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而立体。全息投
影技术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能够将历史与
现实无缝连接，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历史文化的
时空之中。比如，在传承敦煌舞蹈的过程中，
可以借助全息投影将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栩
栩如生地呈现在舞台上，与舞者的实时表演相
辅相成，营造出“虚实交织”的视觉效果，既
提升舞蹈作品的艺术张力，又能够让观众在动
态与静态的交替中感受文化的厚重与灵动。此
外，数字技术的融入可以进一步丰富舞台语汇，
舞台背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布景或 LED 屏，而
是可以运用动态影像和互动技术，将古典舞的
优雅“身韵”与民族民间舞的质朴“风格”在
多维空间中交叠。比如在表现水乡的主题时，
可设计动态的流水背景，并利用实时捕捉技术
使舞者的动作与水波的流动相呼应，这种新颖
的舞台效果可以将古典舞“行云流水”的韵律
与民族民间舞“情境叙事”的特性巧妙地结合，
赋予舞蹈更为立体的表现力。

传承机制的创新还可以从传播方式的数字
化着手，借以短视频平台、虚拟现实技术和在
线直播等手段，将舞蹈的传播从剧场舞台延展
至更广阔的数字空间。比如，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开发一款关于敦煌飞天舞的沉浸式体验应用，
用户戴上 VR 设备便可以在虚拟的敦煌洞窟中
观赏飞天舞蹈的恢宏场景，并在互动体验中学
习简单的飞天动作，在激发观众文化认同感的
同时，还能吸引年轻一代主动参与传统文化的
传承。此外，也可以结合短视频平台的特点，
可以将舞蹈片段与背后的文化故事剪辑成简短
而富有冲击力的视频内容，以碎片化传播方式
覆盖更广泛的人群，为传统舞蹈的现代传播开
辟新的渠道。

为了实现数字化技术与传统舞蹈的深度融
合，应建立专业的多学科合作机制，舞蹈艺术
家与技术团队需要在创作过程中保持紧密协作，
共同探索技术与艺术的最佳结合点。数字团队
可以为舞蹈创作者提供动态捕捉和影像合成技
术支持，而舞蹈艺术家则可以以自己的身体语
言指导影像设计，避免科技元素喧宾夺主，而
是作为舞蹈艺术的辅助与延伸。除此之外，还
可以邀请文化学者、民族舞研究专家共同参与
项目规划，让作品既具有技术上的新颖性，又
不失传统文化的精髓。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传承机制的创新也需
要与社会的文化发展需求紧密结合，比如打造
传统舞蹈的“数字档案”，建立以民族舞、古
典舞为主的舞蹈素材库，为未来的研究、教育
和创作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这些数字档案不
仅可以记录舞蹈动作、音乐和服饰细节，还可
以利用文字与影像的形式呈现舞蹈的历史背景
和文化意义，让传统舞蹈的传承有迹可循。

三、结语

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的融合，是传承
与创新的双向路径。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让
舞蹈更具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所有舞蹈工作者
的使命。从审美、技术、创作和传承机制进行
多维探索，我们既可以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又能为当代舞蹈注入新的活力。未来，期待更
多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视野的舞蹈作品，向世
界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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