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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人类文明多元化，中国传统文化随时代

发展而革新。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而各民族都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特别丰

富多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不仅要继承自己

优良的文化，还要汲取新鲜的力量。在现代舞发展进

程中，彰显现代舞的时代性，在社会中广为流行，但

也面临着本土化缺失现象，融入民族民间舞蹈元素，

为现代舞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与现代舞的特征

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特征

中国民族民间舞起源并流传于人民群众生活，它

反映着民间舞者的情思、生活方式。观众能从舞蹈技

术动作和舞者情感中看到中国民族民舞蹈的特征。

（1）生活性

民族民间舞用于表达劳作中人民群众的欢愉，因此舞蹈

动作和技术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是劳动中

的人情之所至，即兴发挥，载歌载舞，相比于其他舞蹈更有

生活气息。

（2）交融性

历史文献有关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过程，蕴藏着人

民群众的审美变化。尽管不同民族在舞蹈动作、内容及其表

现效果上不同，但各族舞蹈都反映着各族人民的风俗、劳动

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而各族间历史文化上的交融性，

也反映在舞蹈上，民族民间舞因此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

（3）地域性

民族民间舞动作作为不同民族间传达情感的身体语言，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舞蹈。而民族的地域特征、民族特征、

文化特征会在漫长的时代发展中变化，基于其中的舞蹈也会

相应变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俗习惯、生活方式、劳作

娱乐方式，而中国民族民间舞元素来源于各族人民的生活，

因此不同地域上的舞蹈形式也不同，彰显着地域性。

（4）历史文化性

中国民族民间舞作为各族人民表达情思的一种艺术形式。

不同的民族，其舞蹈的意义不同，舞蹈的形式也不同。例如

云南新平彝族、傣族的花鼓舞，是歌颂彝族傣族人民奋勇杀

敌的大无畏精神的，而瑶族的长鼓舞模仿民族人们建房造物、

狩猎的劳作动作，有浓浓的生活气息。可见，同样都是以鼓

作为道具，但所表达的目的、含义也不同。因此，不同民族

舞彰显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意蕴，它承载着民族历史发展中民

族的重要信息。

（5）情节性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情节性，首先体现在舞蹈与技巧、

道具的结合，它们丰富了舞蹈的动作、增强了氛围的渲染。

其次，其情节性体现在舞蹈丰富的内容，它们多根据故事、

传说改编而成。

（6）仪式性

在各民族中，舞蹈在祖先祭拜中有着烘托气氛的作用，

体现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仪式性。不同民族的民俗不同，祭

拜中舞蹈的形式不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产生于奴隶社会，

在重大节日、灾难的祭祀中有祭祀舞蹈，但现今以很少见。

2、现代舞的特征

20 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后，由于虚拟的神话故事和古典

芭蕾对形式的过度追求，舞蹈发展缓慢。人们创造了与古典

芭蕾在动作技术和文化背景上截然不同的舞蹈——现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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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现代舞反对古典芭蕾的形式主义、过于脱离现

实的倾向。主张身体摆脱动作程式约束，以更自由的运动方

式来抒发人的真情实感。认为舞蹈艺术应当反映现实。

（1）动作自由性

现代舞动作不是程式化的，而是根据环境氛围、身体状

态调整和运用。现代舞者通过身体语言表达与现实生活相关

的内容和情思。现代舞的自由性是就古典舞而言的，认为人

的每一个动作、姿态都可以是舞蹈的一部分。相比于中国民

族民间舞，现代舞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艺术需求。

（2）现代性、时代性

现代舞是在人们审美、艺术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舞蹈艺术

形式，它在民族民间舞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借鉴了各国舞

蹈，因此其艺术元素呈多元化，其舞蹈表现形式具有先进性、

时代性，在当代人的闲暇时作为一种很受欢迎的舞蹈。它在

舞蹈思想表达、舞蹈编排、情感处理上都展现着独特性。它

对于当代各种舞蹈流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舞的时代性

特征，吸引着观众，迎合其审美，且能反映当代人的思想。

（3）开放性、包容性

现代舞借鉴了大量的西方艺术元素。现代人们的思想更

加开放、多元，同时现代舞符合人们发展需要。现代舞与中

国民族民间舞蹈相比，有着更大的肢体幅度和收放自如的身

体。现代舞有着海纳百川的生活观念，在艺术观念上融合不

同舞种，在生活观念和艺术观念上都与古典芭蕾不同。

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与现代舞元素融合的意义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和现代舞的融合有助于两者的协同发展。

1、有助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

人民群众对劳动创作的情感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是中国

民族民间舞蹈得以传承的重要条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需要、

基于其自身特性，融入现代舞元素，使得民族民间舞蹈满足

现代社会对舞蹈艺术的需求，彰显出民族性的地域文化以及

充满地域色彩的民族精神。现代舞相较于民族民间舞蹈，更

多元化，将其融入民族民间舞中，可使民族民间舞更好满足

当代人审美需求。民族民间舞蹈与时代融合是民族民间舞发

展的重要条件。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中，需要把握自身

特征进行文化传承，并结合当前时代下的舞蹈发展。当前，

世界发展一体化，我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其他国家展

开着深入交流，我国的传统文化也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着

沟通。舞蹈作为一种身体语言，也在国家间文化沟通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在当前信息时代，文化创作需适应时代发展，

而中国民族民间舞需在继承各民族文化、保留文化特点基础

上，融合其他舞蹈进行创作，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相较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现代舞有着开放性、展示性，在当

下更流行。将现代舞美学元素融进民族民间舞中，以现代化

的表现方式展现民族性元素，提升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舞姿美

感，促进大众对于民族民间舞的接受，使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在社会中传承。

2、有助于现代舞蹈的发展

现代舞需要融入民族民间舞蹈，汲取其中充满着民族性

的舞蹈动作，对于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使现

代舞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

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融进现代舞中，有利于现代舞的本

土化，同时改善目前现代舞本土化缺失的问题，进而促进现

代舞的创新。在现代舞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独立、民主的思想，

而现代舞需要不断汲取新的养分才能保持生命力。

三、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与现代舞元素融合的途径

1、在民族民间舞蹈中融入现代舞元素

在民族民间舞蹈中可融入时代性元素，具体表现为一方

面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中融入现代舞的动作。可以使得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更具多样化，彰显其时代性。还可以将现

代舞元素融进民族民间舞蹈的音乐编排之中。另一方面，可

以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融入现代舞的动作技巧。动作技巧

对于民族民间舞的舞者来说，是传达舞蹈情感的重要途径，

而动作技巧同样也是推动舞蹈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动作技

巧的速度、状态影响着舞蹈的表现力。相比于民族民间舞蹈

技巧的挑战性特点，现代舞舞蹈技巧更具艺术情感性特征，

而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中融进现代舞的动作技巧，可

以提升民族民间舞蹈的情感性和艺术性。

在民族民间舞蹈的现代舞元素的创新中，创作者还需注

意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舞蹈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在民族民间舞蹈中融入时代情感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大多表现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宗教

信仰，起初，各族人民通过舞蹈表达喜悦，随着社会、时代

的发展，民族民间舞中有表达个人情思的。而将现代舞元素

融进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中时，还需融入时代情感。从这两

个舞种自身的特性中，可知都会或多或少表达情思。融入现

代舞元素，使民族民间舞蹈更具情感表达。由于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情感元素缺少、在编创中侧重于舞蹈动作规范性而忽

略情感表达，故民族民间舞并在观众中并没有同样的吸引力。

相较之，现代舞在编创中更注重情感表达的充分性，能易与

观众建立情感的桥梁，引起注意，为观众所喜爱。因此，在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编创中注入真情实感，使它更好地顺应时

代现代化发展，与观众建立情感的纽带，实现共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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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训练模式上，可借鉴西方踢踏舞，在民

族民间舞蹈的“形”、“神”、“律”等方面，与情感联系，

遵循不同民族民间舞编创上的需求，先从基础动作如“站、立、

蹲、跳”开始编创。同时，舞者需对舞蹈所表达的主题与情

感有所把握。另外，可借鉴现代舞中情感的瞬间迸发，将舞

蹈情感迸发的几个关键点通过增设的多个音乐转折点表现。

3、在民族民间舞蹈当中借助现代技术

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媒体

等行业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艺术行业中的民族民间舞蹈也受

到了来自科学技术的影响。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人的审美

意识也随之变化。如今的舞台，舞台技术和舞蹈动作都是重

要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将现代舞元素融进中国民族民间

舞蹈创作中的同时，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借助舞台技术展

现舞蹈内容的文化背景、对于复杂的舞蹈动作通过科学技术

让观众更好的观看到，可以增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现力。

4、舞蹈文化与情感的融合

情感和文化在舞蹈艺术的展现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

舞蹈作品来说，无论是民族民间舞蹈作品还是现代舞作品，

情感和文化都是其中的灵魂。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元素

与现代舞情感元素相融合，对于现代舞的发展而言，将民族

民间舞蹈文化元素作为现代舞作品的基调，可以丰富现代舞

的情感性以及文化性，从而有利于改善目前现代舞发展过程

中所面临的文化缺失问题，增强现代舞的生命力，使得现代

舞呈现文化艺术之美。

5、舞蹈编创的融合

在时代发展中，舞蹈编创、创作形式受人喜爱是舞蹈艺

术传承发展下去的重要因素。例如，许多民族民间舞蹈的内

容源于生活，与民俗事迹、故事息息相关，在民族民间舞蹈

的传承和发展中，因其韵味独特的编创形式而受到人们的喜

爱、好评。当下，在现代舞发展中，面临着现代舞本土化缺

失的问题，而在现代舞编创中融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编创，

进而可为现代舞的创新注入新的动力。在中国民族民间舞编创

中融入现代舞编创，有利于民族民间舞在舞蹈形式上的创新。

6、舞蹈动作的融合

舞蹈动作是舞蹈的核心要素。通过它，舞蹈的内在意义

得以展现，舞蹈动作连续地演绎，能将舞蹈境界带给观众，

并与作品产生心与心的对话。同时，通过它，使得舞蹈的细

节呈现给观众。舞蹈动作，又作为检验舞蹈作品的一个标准。

我国民族民间舞呈现风格多元的特点，每个民族舞蹈都

有各自的民族风格。例如蒙古舞豪放、动作简明，苗族的舞

蹈柔和而优美，展现舞者舞蹈动作美。而将我国每个民族舞

蹈中的力效、动作、动作形式运用到现代舞中，便能为现代

舞的发展注入丰富的养分。将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融进现代

舞中，使得现代舞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彰显民族气息、中国

特色。目前，大多民族民间舞蹈作品无论是在舞蹈所传达的

观念还是在舞蹈的表现行为上，存在缺乏新意、单调的现象。

融入现代舞表现形式，重构民族民间舞行为动作，可使这一

现象得到改善。相比于现代舞，中国民族民间舞更重视舞蹈

动作的标准，削弱了民族民间舞的美感，制约了编创。在民

族民间舞重构中，依照现代舞的动作开放性，融入现代舞姿

元素。例如，在展现民族文化的舞蹈中，融入芭蕾舞元素，

重构舞蹈表演形式。可融入抬手、立半脚尖等动作，使舞蹈

节奏的舒缓度得以提升，增加视觉上的美感。当舞蹈作品具

有快节奏、文化鲜明的特点时，则可融入爵士舞元素，选择

节奏感和韵律感较强的背景音乐，使该作品具有开放性。融

入现代舞表演形式，重构民族民间舞蹈行为动作，能够使民

族民间舞舞姿表达更灵活。

四、结语

中国民族民间舞具有生活性、交融性、地域性、历史文

化性、情节性、仪式性等特征，现代舞具有自由性、时代性、

开放性、包容性、思想性等特征，在中国民族民间舞编创中

融入现代舞元素、时代情感、现代技术，有利于民族民间舞

具有时代性、开放性、情感性，整体美感得以提升，为观众

所喜爱，有利于民族民间舞的传承。在现代舞编创中融入民

族民间舞动作、编创等，有利于现代舞本土化发展，为现代

舞注入新的生命力，展现出现代舞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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