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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古典舞“身韵”的艺术风格及审美

追求

1.1“身韵”的艺术风格

“身韵”可谓是中国古典舞中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把“身

韵”二字拆分开来讲，“身”即身法，“韵”即韵律，合称为：身法

韵律。以神为指导，以形为本体，将中国古典舞身韵外化美在

形，内敛美在神，形止而神不止，神不止则意无穷，意无穷则通

气达力，内外兼修，使身韵由最初的萌芽，在中国古典舞这片

丰富的沃土里，滋根生芽，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1.2“身韵”的审美追求

舞蹈艺术表现在视觉，听觉以及内在情感的触动中，找寻

那细腻扣人心弦的情感点，中国古典舞不是单一存在的，它有

机地把一种文化精神与情感共鸣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展现出

来，“拧、倾、圆、曲”是中国古典舞的审美特性，它继承了中国

文化中“圆”的概念，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曲折迂回中展现

出东方的神秘之美 [1]，就像中国的园林艺术一样，曲径通幽。

还有就是“中和之美”，东方人秉性的谦和温婉，源于中华五千

年文化历史，中国古典舞所展现出的“中和”，无疑是身心、形

神等多方面的统一，文修其心，舞练其身。因此，“中和之美”在

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具有深厚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

2 中国古典舞“形，神，劲，律”的审美倾向

2.1“形”之曲则生情

中国古典舞中的“形”指外部展现出的线条、体态、路线

及舞姿。中国古典舞突出了拧、倾、圆、曲的规范形态，主要呈

现出一个“曲”字，在“形”的训练上，主要把握身体局部和整

体配合两部分的关系，从动作的静止造型，流动动作间的连

接、路线、转换及在运动中形态的高低、大小、由动到静的亮

相、由静到动的起法儿均需要“曲”的要领规范。“曲”字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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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舞中有一定的审美形式，而且在书法文化以及园

林文化中也颇有体现，例如，篆书，行书对婉曲线条偏爱最

盛，中国的园林艺术也是秉承着曲径通幽的原则。其实在舞

蹈形态中，人们可以寻找最本我、纯真的自然规律特征，即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抓住核心点，万变不

离其宗，使形态虽迭出不穷，但所想表达的内涵、情感、寓意

层次递进，引人深思。“形”是中国古典舞舞魂精神的依托，更

是舞韵情怀的媒介。

2.2“神”之意领神随

“神”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在变化，从内心感觉到思想意

识显化于外部状态，这就达到了一种形止而神不止的艺术层

面，情在心间，神在眉眼间，以神传情，说不明，道不破，我思故

我在，所以，“神”附属于“形”之上，二者相互交融，缺一不可，

外在的形态还未发生变化，舞者自身的神韵已经把观众带入

了所要营造的氛围中去，形态虽然已经停止了，但神韵依旧在

延续。例如《挂帅》《木兰归》等人物形象，“神”可谓是传递出

了年代感与背负的使命感，在“身韵”的学习过程中，要想成为

灵魂舞者，必须身心兼备，形神具备，方能陶冶情操，舞出艺术

人生。

“形止而神不止”是老师在启发学生如何找到动作“延伸

感”时所运用的一句谚语，深层次来说，也是艺术表演从“有

法”到“无法”的升华，是“得意而忘形”的超脱境界，这是一

种本真的心灵追求，是中国古典舞人共发的审美超越与美

学共鸣，也是中国古典舞艺术审美的独特境界之所在 [2]，它

也超越了人的凡俗性。要想向这一境界进发，艺术家需要把

自身的艺术素质与素养提升到较高层次，这其中需要艺术

家的文化沉淀，也包含自身的魅力修为这样才使得艺术散

发无穷吸引力。

2.3“劲”之劲苗气根

“劲”在中国古典舞中，需把握其分寸，过满则僵，“劲”是

通过内在的气息而外化出来的，“气，力，劲”往往是贯穿一致

的，“气”作为基础，过大为力，适度为劲，“劲”贯穿于整个舞

蹈的表演过程中，分毫之差，所展现出的效果以及形态就是天

壤之别，舞蹈演员对每个动作，呼吸的处理，都需要以“劲”进

行把控，才能实现劲力配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都是靠

对“劲”的分寸把握而得以实现的，“劲”的处理为舞蹈增添了

画龙点睛之笔，“劲”通过神的展现，把“形，神”进一步强化。

所以，对于“劲”的把握以及运用，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才能收

放自如，才能把内心最真实、最纯粹的一面表达给观众。

2.4“律”之转化游龙

“律”在中国古典舞中的走势千变万化，瞬息万变。这种

节律不仅指时间的长短、动作的快慢、动势的变化以及与之

相适应的劲力运用及气的不同处理所形成的种种对比反衬

的艺术手法，还是各种艺术对立成分在时间、空间中和谐韵

律的展现。这种对立成分互相衬托，互为补充，形成了节奏的

辨证统一体。“律”赋予了舞蹈生命力与韵律美，一动一静，都

仿佛纳入心间的话语，在做动作时，讲究顺势，顺劲，通俗地

说，也称为“正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身所带来的律动性。

人们俗称的“反律”，则需要一点刺激性的浪潮，使之增添艺

术色彩。

3“形，神，劲，律”的传情达意之效

3.1 审美体验的沉淀与超越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中国古典舞艺术一直在追求

“大象无形”“大美无言”这种极高的艺术修为，这就要求人们

需要秉承着一种朴素的心境，提升自己的人格修为，在生活

中去发现艺术的瑰宝，体验艺术带来的新奇世界。万般脱俗

始于心，万般情切发于缘，万般绚烂归于简，情到深处意为

真，本真幻化为朴素的人格魅力。古人说：“唯造平淡难”，平

淡不是平庸，而是洗净铅华后的超凡脱俗，“不着一字，尽得

风流”，是每一位艺术家所毕生追寻的崇高境界，这也是体验

中的审美超越[3]。

3.2 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和谐

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语：“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

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无我”，指的是一种超脱的境界，与

大自然交相呼应，融为一体，以一种洒脱不羁的济世情怀，以

“无我”的状态，看待世间万物，才能寻觅出人生真谛，陶冶出

高尚情怀，在自然中发现奥秘，诠释艺术的真谛，把个人情感

上升到审美超越的理想境界，把自己放空，体会“无我”，体会

艺术的灵境。再如，宗白华先生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灵

境”，即超旷空灵的“禅境”。当音乐响起在舞者的心空时，曾经

印在脑海中的语言符号无异于海市蜃楼一般无处可寻，就会

觉得艺术的魅力在指引你，所谓的动作已然变得没那么重要，

所有的一切源自于自身那触不可及的心灵火花，即审美超越

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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