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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是起源于人类本能，出现于现实生活，升华

于思想文化同时又反映现实生活的表演艺术。舞蹈艺术伴

随着时间的流淌从未停止发展，融了和肢体动作、乐曲元

素、美学元素等等众多内容。在循序渐进的发展之下演变

成了现代舞蹈的相对完整的舞蹈美学体系。舞蹈艺术在这

个发展进化的过程之中，“美”的元素一直是舞蹈艺术的灵

魂。任何舞蹈的表演过程都是一个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

的角度，展现不同的美的过程，现代舞蹈表演通过对动作

技巧、音乐旋律、服饰道具等个性化合理化的编排来更完

整地呈现这一点。由此可见，时刻秉持“美”的理念在讨论

或思考舞蹈艺术的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围绕“美”的视角

来看我国舞蹈的历史发展和特性演变，得出对我国舞蹈艺

术美学的思考[1]。

一、我国舞蹈艺术的历史发展

（一）舞蹈的起源

舞蹈是通过肢体的动作形态表达情感思想的艺术，最

初的出现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模仿，进而在模仿的基

础之上融入自我意识的表达。所谓舞蹈的意境，最初就是

在这个由“境”生“意”的过程中诞生的。相对于现代舞

蹈的概念而言，舞蹈最初的概念要比现代更广义更宏观一

些。比如我国古代神医华佗自创的模仿动物的《五禽戏》，

就是还原了最初人类对自然界动物形态的模仿，并且也可

宏观归类为舞蹈的范围之中。我国汉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手

舞足蹈”，描述的是双手舞动双脚跳动的样子，形容人的情

绪高兴到了极点。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在《孟子》：“乐

则生矣；全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由此可见孟子认为舞蹈是由一种欢乐的情绪所催动

的，是难以控制的肢体本能行为，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情绪

的使然才催发了舞蹈的诞生[2]。

（二）先秦舞蹈

早期的舞蹈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舞蹈的功能性

突出，通常是祭祀、庆丰等大型仪式活动的一部分。比如

夏朝时期的《四夷舞》、商朝时期的《大濩》等等，都是

因祭祀而出现的。到周朝之后主张以礼治天下，更是将舞

蹈划为礼制度的一部分，将舞蹈的功能性再一次强化。二

个是当时的舞蹈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将舞与乐融合在

一起，并没有单独的舞蹈的概念。在当时的典籍中记载舞

蹈，通常是用“乐”字笼统涵盖，或者将“乐舞”两字并用

成一词，可见当时的舞蹈还没有被当作一个单独的艺术门

类来看待[3]。

（三）汉唐舞蹈

舞蹈进入汉唐时期，逐渐从功能性向娱乐性的方向转

化，具有了宴会娱乐表演的属性。也正因如此，汉唐舞蹈

的动作更加丰富优美、飘逸轻盈。这种发展虽然在很大程

度上是取决于取悦王侯将相的政治推动力，但从舞蹈的本

身发展来看仍然是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的。此时的舞蹈风

格也开始变得多样化，融合了巫术祭祀、民间杂技等多领

域的元素，也让当时的舞蹈多了些许的烟火气息。

（四）魏晋南北朝舞蹈

舞蹈进入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重大的发展变化。由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时局动荡不安王朝更迭频繁，这种时代的

伤感也为当时的舞蹈赋予了一抹哀怨。比如当时盛行的清

商乐，就是以哀与悲为主要基调，表达了一种渴望超越和

超脱的思想内涵。不仅如此，随着丝绸之路的交流与发

展，很多西域的乐舞元素传到中原，与华夏乐舞相互融

合，让当时的舞蹈多了几分异域风情的神韵。而且也是从

这个时代开始，逐渐出现了宗教主题的乐舞。比如当时的

佛学思想盛行，寺庙林立僧侣众多，一些宣扬佛学佛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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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乐舞也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总而言之，在舞蹈发

展的历史长河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舞蹈增添了很多新

元素，让舞蹈呈现出多样化多方向的发展态势[4-5]。

（五）清朝舞蹈

舞蹈走进清朝时期，已经从宫廷娱乐逐渐走向了平民

娱乐，但其存在形式并不是以往的乐舞形式，而是衍生为

戏曲的形式。众多门类的戏曲在清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发

展，这让舞蹈也逐渐向演绎的方向进化，最终以一种与曲

艺相融合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从舞蹈的独立性来

看，这段时期的舞蹈并不具备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发展。但

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来看，舞蹈之美并没有在这里停滞不

前，反而是随着戏曲的发展而以戏的身份越发繁荣。

（六）近代舞蹈

到了近代时期，戏曲盛极一时，最具代表性的京剧“四

大花旦”引领着戏曲走向了新的发展高度。舞与戏的概念性

区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西方舞蹈的融入与冲

击对当时的舞蹈产生了重大且长远的影响。芭蕾舞、现代

舞等舞蹈形式的出现与融合，让当时的舞蹈呈现出更加繁

杂的状态，让舞蹈的发展特点更加难以被界定和概括。

（七）现代舞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随着我国更加开放包容地走

向世界，随着舞蹈艺术的繁荣化与普及化，现代的舞蹈艺

术包罗万象，呈现出百花齐放各领千秋的美好态势。舞蹈

艺术的美学研究体系也逐步完善健全，足够我们以一个更

加开阔更加系统的视角去了解舞蹈的特性美学。复刻古典

的传统舞蹈、各具特色的民族舞蹈、社会风俗的民间舞

蹈、融合发展的现代舞蹈等等，众多的舞蹈门类和发展方

向，让舞蹈的发展未来可期，让舞蹈的特性之美大放异彩[6]。

二、舞蹈之美在发展中的演变

从我国历史朝代更替的时间线发展来看，舞蹈在历史

的长河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

点，这种演变可以从功能、门类、技巧、内涵四个维度进

行归纳概括。

（一）舞蹈功能的演变

对于舞蹈的功能性作用，从最早的情绪所致表达快乐

的自发行为，到对自然界的模仿体会，到为祭祀活动庆典

活动而服务，到宫廷宴会娱乐项目，再到平民化的泛娱乐

活动。舞蹈功能性的演变过程处处体现出我国历史时代的

形态特点。其中按照功能的服务对象来划分，又可分为仪

式性和娱乐性两种。仪式性主要基于古代礼法和政治需求

的服务，在此类活动中舞蹈处于辅助位置，并不具有独立

存在的属性；娱乐性主要基于人类自身对于美的追求和需

求，是视觉美与情感美双重融合的体现。

（二）舞蹈门类的演变

我国早期的舞蹈并没有单独的门类，只是按照功能性

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划分粗线条的门类。比如祭祀

舞、庆丰舞、法事舞、战舞等等。而当舞蹈具备娱乐属性

之后，门类的划分才逐渐明朗，划分的主要标准有以舞蹈

的动作技巧特点划分的，比如汉唐时期的柔舞、健舞等

等。也有按照舞蹈的地域特点划分的，比如南北朝的胡

舞。到如今还有按照年代划分的比如现代舞，按照风土划

分的各民族舞等等。可见舞蹈门类的划分标准并不拘泥于

一种，但沿着发展的时间线条来看，舞蹈门类无疑是从单

一化走向了多元化，门类的丰富标志着舞蹈发展的繁荣之

路，同时也呈现出舞蹈美学的丰富之路[7]。

（三）舞蹈技巧的演变

舞蹈的表现形式是基于肢体动作的技巧，舞蹈技巧从

最初依靠本能驱动的兴趣而舞，到特定的动作特定的风

格，再到融入功能性属性和文化需求的概念，最后到融合

不同地域乃至国外舞蹈的动作元素，演变成了至今的包罗

万象数不胜数的舞蹈技巧。由此可见，舞蹈技巧的演变过

程是一种从无序化到程式化的过程。但随着现代社会舞蹈

动作的创新和舞蹈技巧的丰富，未来的舞蹈技巧发展趋势

很可能会是一个从程式化回归无序化的过程。这并不意味

着舞蹈即将失去它在动作技巧方面的美感，反而是保留神

韵而不拘泥于动作技巧的伟大跨越，这将让舞蹈的技巧性

美感升华到“大巧不工”“无招胜有招”的另一种美学高度。

（四）舞蹈内涵的演变

舞蹈所表达的内涵从最初的正向情感的单纯表达，经

历了玄学文化的融入，政治文化的融入，文学文化的融

入，宗教文化的融入，异域文化的融入，民俗文化的融入

等等，这种文化相融对舞蹈内涵演变的影响相当复杂，用

当今学科研究的角度去划分并且归纳不仅繁琐而且难以清

晰界定，而且即便能以某种标准界定，这种做法也并不具

备太大的研究意义。若是要体会舞蹈内涵的美妙，换一个

角度去感受就可以化繁为简。舞蹈内涵变幻莫测的演变之

路正体现了舞蹈艺术的原始本质，那就是舞蹈是为表达而

服务的，或者说舞蹈是人类表达的一种工具。至于其表达

了什么样的情感或者内涵，这并不是舞蹈本身需要关注的

问题，而是取决于表达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舞蹈的内涵与

历史学、文化学、社会人文学等等是分不开的，舞蹈就像

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它只是一个承载液体的容器，颜色为

何取决于杯中液体的颜色，与玻璃杯本身并无关系。也正

因如此，舞蹈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源远流长，这也正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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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内涵之美的所在，一种形而上的抽象之美。

三、现代舞蹈的美学特征

（一）对舞蹈艺术历史文化的弘扬

从舞蹈发展的历史和特性的演变来看，我国现代的舞

蹈特征是极其鲜明的。舞蹈发展至今已经不单单是一门艺

术，更是我们生活的缩影，舞蹈走进生活让舞蹈的生命力

更加的旺盛，越发展现出时间上空间上的社会风俗习惯，

并且致力于还原并传承古代流传至今的舞蹈艺术，可谓是

对舞蹈界的考古。比如诗仙李白诗中提及的“李白乘舟将欲

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南宋画家马远的《踏歌图》，看似

为山水画，实际却是民俗画，上半部分描绘了仙灵景色，

下半部分绘画了当时首都临安城郊区的农家踏歌欢愉的场

景。可见踏歌是一种古代乐舞的形式，而通过当代艺术家

和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踏歌的

形式，这对弘扬舞蹈艺术的历史文化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二）与多种艺术的融合之美

我国古代历史上，舞蹈是以乐舞一体的形式出现的，

然而随着舞蹈的逐渐发展，随着肢体语言的表达功能不断

强化，让舞蹈渐渐地具备了与“乐”剥离形成独立艺术门类

的条件。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舞蹈已经发展成为让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的新型艺术娱乐形态，这也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舞蹈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相互融合。比如

在春晚上出现过的起舞作画的节目形式，将舞蹈和绘画二

者结合，呈现出的演出效果令观众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形

成了另一种美的展现；比如当下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跳

绳舞，是将体育运动与舞蹈相互融合，在短时间内铺遍了

全国各地的业余活动领域，呈现出一种新兴的运动美；再

比如全民健身运动的广场舞，网络上的各种健身舞等等，

舞蹈正在以大融合的形式填满着人们的生活，为艺术与生

活之间架起了美学的桥梁[8]。

四、关于舞蹈艺术美学的哲思

讨论美学首先要讨论美学的起源。美学一词最早来源于

希腊语，原意是“对感官的感受”。之后由德国哲学家在《美

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从此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诞生。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着科学化、体系化、理论化的

特点。但从美学的起源来看，它有着极其明显的抽象性，

是脱离于物质世界的形而上的概念性存在，其发源于古希

腊的哲学思想。因此，在研究探讨舞蹈艺术美学的时候，

单从舞蹈的发展历史、舞蹈的形式和内涵的演变过程等等

唯物的角度考虑是片面的，舞蹈美学的核心部分在于舞蹈

之美的哲学思想。

虽然我们把我国舞蹈按照时间、形式、技巧、功用等

等标准划分了许多门类，但其实我国舞蹈美学的核心从诞

生至今就从未发生过演化，以后也不会发生演化。纵观舞

蹈发展史，舞蹈的韵律变化都可以归为两面，动静结合、

刚柔并济，或强健或飘逸，或舒缓或轻快；舞蹈表达的内

容也可以归为两种，或服务于外部活动进行特定内容的表

达，或激发于内部情感进行自我内心的表达；舞蹈的艺术

机理也可归为两面，即意与境、内与外，境是外部的时空

环境，意是内部的情绪思想，由内生意，由外生境，由内

到外是表达的过程，由外到内是体会的过程，表与里融为

一体，内与外互为转化，这就是舞蹈艺术追求的所谓意

境。由此可见，这种种的两面都可从不同维度定位舞蹈美

学，而在这种种的两面互相作用和转化的过程当中，又衍

生出种类众多的归类依据和门类。归之不尽，这正是我国

文化中道家哲学中三生万物的思想。因此，舞蹈美学的方

向要避免由一到三的无尽方向，那是本末倒置之相，要以

万相归一的方向和角度来欣赏舞蹈之美，如此才能深刻体

会到舞蹈美学中蕴含的哲思。

五、结语 

美是艺术的精髓，同样也是舞蹈艺术的精髓。舞蹈这

门古老的艺术激发于人类的本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长河

之后仍然经久不衰。舞蹈在从古至今的不同时代中虽然都

呈现出不同的特性，但却始终围绕着美的内核从未走远。

借古看今，我们对于我国舞蹈艺术未来的走向与特性的拓

展充满希望，舞蹈艺术的发展必然走在追求美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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