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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缘起与主要内容 

针对当下中国古典舞显现出的语言风格混杂、“中体西用”等现象，《基于传

统形神观下的中国古典舞训练研究》这一课题，希望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

神观”理念作为古典舞继续前行的养分与引领，将中国古典舞教学训练中的核心

要点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与实践分析，不断完善中国古典舞的教学训练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中国古典舞”，主要由戏曲舞蹈、武术、芭蕾（主要

借鉴了芭蕾教学中横纵线的教材组织方法）三部分构成。其中，作为能够代表东

方主流舞蹈文化的古典舞种类，在对芭蕾舞的借鉴过程中，虽然中国古典舞始终

强调只学习其“横纵线”的教材分析方式，但却由于文革前的“京武体”（即将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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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武术、体育三者结合）及对于古典舞训练体系“科学性”、“系统性”的强调等

种种历史原因，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开始出现进一步借鉴西方芭蕾舞的中西“结

合”之声。面对渐趋走向“结合”路径的中国古典舞，无论是孙颖先生在文章中表

述出的种种质疑还是现今古典舞基训中仍旧存在的芭蕾痕迹，均是当下古典舞人

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无疑，事实的存在不可动摇，但事实的现状也并非不可改

善。“结合派”中国古典舞在教学训练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现象，同样是古典舞人

为之殚精竭虑的焦点所在。对于《基于传统形神观下的中国古典舞训练研究》这

一课题，正是希望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神观”理念作为古典舞继续前行的养

分与引领，对于中国古典舞教学训练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

不断修复并完善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体系。毕竟，作为一个仅有六十年历史的学科

而言，中国古典舞尚处于仍需不断改善的青涩时期。 

      本课题选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神观”作为核心理念进行深入研讨：《抱

朴子·内篇》云：“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

玄道之要言也”。中国的哲学与文化从未离弃身体而仅仅滞留于意识层面，传统

文化中对“身体”的认知同样与西方不尽相同，它并非完全来自于物质性的生理认

识，而是一种对现象学意义上的“象”的理解。人因精气（元气）的先天秉承与后

天修持而成形，又因其受损益程度不同，而使得身体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象”

有“神”制之，“神”以“形”充之。自我的精神修养与身体修行同时得到兼顾，故传

统文化中多有尊身、贵身、正身等自我修习的整体性概念与范畴。“形与神”的相

互制导关系是古代哲学的一个命题，而“形神兼备”也是中国古典舞在训练与表演

中一以贯之的要求。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讲究落于实处且言之有限的

“形”，更讲究感于无形且言之无限的“神”。无论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的

武术、以“精气神”为训练核心的戏曲演员、讲究“物我两忘”的中国音乐，还是以

“天人合一”为统领的中国绘画，均导引我们面对且重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看

待中国古典舞话语环境中的身体？应仅将身体视为单纯的物质形式，还是要将其

视为一个“内外合一”、“灵肉合一”的整体？在当下的文化全球化语境中，学习中

国舞蹈的学生群体愈加与美国学生群体的身体质感趋向同质，如此，中国与民族

的身体特性何在？无疑，只有在教学训练中抓住以“形神观”为内核的施教焦点，

才能以点带面，提纲挈领，从中国古典舞学科大厦的根基部分出发进行修正与完

善，为引导中国古典舞学科实现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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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以“中国古典舞形神观”核心概念的阐述作为切入点，在廓清“形神观”

概念的基础上，对置于该视野下的中国古典舞进行深入剖析。此外，还将诞生自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古典舞训练体系于中国古典舞学科中进行提炼与综述，意

图在廓清本课题核心概念的同时，于宏观上爬梳并搭构起中国古典舞训练体系的

历史框架。在此基础上，本课题进而于第二部分对形成中国古典舞训练体系的两

大核心支点——戏曲与武术，着重进行论述。对于戏曲，主要选取昆曲与梨园戏

二者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研究。针对武术，则通过走访多个武术流派，对于南拳、

北拳，及各种象形拳派的武术运动理论进行汇总研究。通过深入二者内部肌理，

对其形态与审美风格均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与此同时，立足当下，以“今”观“古”，

亦详尽论述了现今对于戏曲舞蹈与武术传统的态度与不同做法。在第三部分，本

课题则对中国古典舞训练要诀进行了归纳与整理，共分为“手”、“眼”、“身”、“步”

四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此基础上，于第四部分进一步深入提炼出“意”、“气”、

“力”、“势”、“态”的中国古典舞五大训练要点，在广度上汇集与铺垫中国古典舞

训练要诀的同时，亦在深度上挖掘出其核心层面的要点所在。 

 

（二） 研究方法 

本成果将对中国古典舞的研究一方面从对中国古代舞蹈身体审美观及与其

他姊妹艺术共通的身体表现性梳理入手，明确中国古典舞“历时性”的形态演进

背后所体现出的文化概念及相关范畴；另一方面，从对中国古典舞身体的核心运

动部位——“头、眼、身、腿、步”，和身体训练核心要点——“意、气、力”

的分析入手，映证古典舞在每一训练要素中渗透的身体运动法则与所应归属的文

化概念及其相关范畴的一致性。 

1、 文献研究法：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第一，即成话语体系，即体悟中

国古典舞前辈文论中的思想精髓。第二，中国古典舞文化形态的深层理论，即借

鉴和吸收当代舞蹈学者的多元思维角度。第三，关联性文献，即在舞蹈学视觉范

围之外的相关文献参考。 

2、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一种关联性研究方法。本成果在研究过程中，借鉴了逻辑基点、造

型特征以及运动状态与中国古典舞身体文化同构的姊妹艺术门类，进行了比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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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辅助本成果进行深层分析与解说。 

3、 经验总结法： 

在多种学术理论所提供观察对象的多元角度之外，本成果也纳入了对教学经验体

系的总结，以作中国古典舞身体运动分析和训练核心要点的总结。 

 

       

二、结论与对策 

    

   中国传统舞蹈训练必定要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是以民族传统为基础，

而并非以芭蕾训练为基础。这是老一辈舞蹈教育家创立古典舞学科的“初心”，

那么我们必定要沿着对民族传统审美内涵的挖掘与思考来建设自身的训练体系。

从目前中国古典舞基训所承载的教材内容来看，课堂内容纷杂繁多，培养中国古

典舞演员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在这诸多问题中，什么是中国古典舞训练的

灵魂？最核心的审美特质究竟是什么？ 

     我们认为中国古典舞这种传统肢体文化，究根结底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被誉为百经之首的“易经”文化。来自于“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的哲学思

想。是太极文化在肢体上的具体反映。古人认为曲线为基本结构，古典舞平圆、

立圆、8字圆以及三圆所形成的各种曲线为基本动律，似太极图中旋转的两条黑

白鱼置于圆形之中周转不息。古典舞一刚一柔、一松一紧、一走一留、一开一合、

一大一小、一阴一阳在三圆动律中周转不息，象征着宇宙万物周转不息的运动原

理，印证着物质运动的规律——互相转化（古典舞总在阴阳之间转化，没有做到

尽头的时候）、互相消长的自然法则。中国古典舞这种传统风格的形成不是某个

人决定的，这种传统风格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和形成的审美总

体倾向。这个法则表现在古典舞表演形式上为神形兼备，表现在运动规律上为意

领轴转、节节传导，表现在外在形态上为圆与线的特征。表现在文化与心理上的

特征是舞蹈的典雅华贵和静穆。笔者以为，具有了以上审美特点与风格特征的肢

体语言、这种舞台表演艺术才是中国古典舞。在古典舞表演中肢体内外既有总体

的规律和法则，又有各部位不同的分工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技

法和运动特点与原理。可见，中国古典舞的辩证观在身韵中体现为阴阳互动、形

神兼备、意领轴动、节节传导、圆与线的肢体语言舞台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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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舞训练中最为独特与核心的内容，便在于形神观与

阴阳辩证统一的理念。当下中国古典舞只有在教学训练中抓住以“形神观”为内

核的施教焦点，才能以点带面，才能从中国古典舞学科大厦的根基部分出发进行

修正，以“外功”与“内功”并重的元素提炼和立体化整合的方法，合理构建出

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体系。 

        

三、成果与影响 

   中国古典舞长期以来存在教学与编创表演的两张皮、舞蹈风格与舞蹈功能的

两张皮等内部割裂现象。事实上这是理念与经验的分离所形成的问题。本成果则

首先从这一问题开始，希望将中国古典舞“功能性训练”与“风格化舞蹈”纳入

一个整体系统研究，身体自身承载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全部内涵，身体本身即成为

了精神文化的一种实相。因此，中国古典舞的一举一动都包含了应将舞蹈与观念、

历史、文化联系起来。由此，本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三点： 

关注中国古典舞的理念层面，从历史身体文化脉络开始梳理，总结出中国古代身

体观中“形神一元论”的重要性。在这种传统的观念之下，探讨古典舞的训练方

式、训练体系及发展需要等问题。助于古典舞体系的内部割裂现象愈合。 

关注中国古典舞的经验层面，深入到训练体系的身体细节上，逐一阐述。并与武

术、戏曲、书法、绘画等姊妹艺术比较研究。在中国古典舞身心合一训练的基础

上，系统整理了相应的训练方法。 

关注中国古典舞的现状及未来走向，成果剖析了全球化对于古典舞的具体意义，

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中国古典舞不可随波逐流，亦不可曲高和寡，在分析了

中国古典舞的历史特殊性和现存状态后，探讨了古典舞的发展前景。 

 

四、改进与完善 

本成果在研究内容方面，虽对中国古典舞核心运动部位与训练核心要素进

行了全面的剖析，但在具体的阐述过程中还是相对单一化，更偏向于限定在其各

自所从属的范围内，而缺少对二者如何在身体视域下构成关联的论述。其次就是

本成果研究的涉及面还未能全面展开，比如对中国古典舞创作的作品分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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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课例示范在成果的主干内容设置中还都未完全涉及到。包括从这个角度考

虑，本成果的研究内容还存在一个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就是基本属于“点”式

的局部研究，未能实现对中国古典舞身体文化由“点”及“面”的全面、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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