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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艺术都是艺术家情感运作的产物 , 舞蹈也不例外 , 舞蹈是

人类最为直接地表达自身情感的艺术形式 , 因此情感性必然是舞蹈

最基本、最突出的特点。在舞蹈创作和表演的全过程中 , 无时无刻不

浸染着浓郁的情感色彩。舞蹈艺术的情感性可以从抽象和具体两个

方面来看: 从哲学方面来看 , 舞蹈是人类生命力量的本真展现; 而在

具体的创作和表演过程中 , 这种生命本真的情感力量则是通过舞蹈

演员的肢体语言来表现的。

一、生命情调的体现

闻一多先生曾在《说舞》一文中说舞蹈是“生命情调最直接、

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生命的机能是

动 , 而舞蹈便是节奏的动 , 或更准确点 , 有节奏的移易地点的动 , 所

以它只是生命机能的表演。”①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 闻一多

先生在把握舞蹈的本质特征时 , 住了舞蹈表现“生命情调”的情感

性这一特征。对于沉迷于舞蹈艺术的舞蹈者来说 , 他们最容易理解

这种认识 ,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视舞蹈为一切 , 把舞蹈当作自己的生

命 , 他们离开舞蹈就不能生存。这就是人们能在舞蹈种看到“生命

机能的表演”的原因。

将舞蹈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论述不少 , 而最为著名并为舞蹈界

常引用的是英国哲学家赫夫洛克·埃利斯在《生命的舞蹈》中的一

句话:“如果我们漠视舞蹈艺术 , 我们不仅是对肉体生命的最高表

现未能理解 , 而且是对精神生命的最高象征也一样无知。”②舞蹈艺

术这个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艺术 , 确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生命

永远是一场舞蹈 , 其原因就在于此 , 因为舞蹈永远都是一些多少变

化的动作 , 但它们又永远都保持着整体的形态。”③赫夫洛克·埃利

斯说:“在我们的时代 , 尼采从始至终都表示他被这种观念迷住了 :

生活的艺术就是舞蹈 , 在这种舞蹈种 , 舞蹈者在一百支达摩克里斯

剑的阴影下得到了灵魂有韵律的自由与和谐。”④

的确 , 人从开始跳舞的那天起 , 就视舞蹈为生命的象征。人为了

生存而舞 , 为延续生命而舞 , 为求得生机而舞。苏珊·朗格认为舞蹈

之所以视艺术中产生最早的 , 就因为它离生命的距离最近 :“在一

个由各种神秘力量控制的国土里 , 对于人类造出来的第一种形象必

然是这样一种动态性的舞蹈形象 , 对于人类本质所作的首次对象化

也必然是舞蹈形象。因此舞蹈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真正

的艺术。”⑤她的这一段话 , 强有力的证实了舞蹈作为艺术之母的地

位 , 而且说明她是人的审美发生的起点。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 特

别是美的意识的产生 , 最初就是从这种生命之舞而来。美 , 审美 , 通

过舞关照到人类的本质的对象化过程 , 强化了人类自身的艺术本性

和艺术创造力。

舞蹈的根源是生命本真 , 是生命的内在能力。生命意识和生命

情调是舞蹈意境的核心 , 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像舞蹈这样 , 直接

以人体来表现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调。可以说舞蹈的生命本真决

定了它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表现情感。

二、情感与舞蹈动作的紧密结合

舞蹈是情感的抒发这一认识 , 由来已久。情动于衷而形于外 , 这

是古人对舞蹈的著名议论 , 舞蹈是情感表现的最高境界。情 , 本是艺

术一大共性 , 何以成为舞蹈的特性? 古人将舞蹈放在情的最高级阶

段 , 是因为她最善情感表现。美学意义上的“表现”, 也就是通过一

种形式的创造 , 将主观的、个人的 , 实在的情感转化为客观的、普遍

的、想象的情感。情感的表现也就是情感的对象化客观化 , 将情感表

现于符号 , 语言 , 形象和动作。情感是艺术作品本身固有的性质。舞

蹈的动作 , 都是有生命的 , 表现性的 , 有情感的。

对于舞蹈家来说 , 动作是他们的出发点。但是这种人体动作并

非是人体纯然动作 , 而是他们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舞蹈中所蕴含

的生命本真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而表现情感特征

的主要手段与途径在于舞蹈动作本身 , 能够与其他艺术形式在表现

意境美方面相区别的显著特征也在于人体动作。舞蹈的人体动作是

内心世界和外在形式的统一 , 它总是表现着人的情感状态和生活状

态 , 使舞蹈姿态得到一种有节奏的、搏动着的生命活力。而人的情感

和生活又总是和一定的背景和环境相联系着的 , 和特定的事物相联

系着的。这就使人体动作可以成为一种丰富的语言 , 去描绘“情中

景”。虽然这是一种虚拟的、模糊的、潜在的描绘 , 却更富于情感体

验 , 更富于生活韵味 , 也更具有超出“象”外的想象空间的作用。

当然 , 舞蹈当中的情感体验并不是从情感到情感的纯粹情感之

物 , 而应当是在情感的一系列体验中 , 获得身体表演的独特视点 , 因

为如此包含有人体四肢运动的情感体验是“心”与“物”的统一体。

斯宾诺莎说“事物的意象乃是人体内的感触 , 而这些感触的观念表

示被当作即在目前的外在物体。”⑥这里 , 如果我们把“事物的意

象”看成是通过情感体验获得的舞蹈形象 , 那么 , 存在于演员心灵

和肢体中的观念就成为可感可亲的表演之物了。

“舞蹈是一门最能表现人的生命情调, 最直接有力地展现人的

生命力的艺术,它在原始时期曾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艺术,而

在未来,它又将再一次经历其黄金时代,即它又将成为与人的生命活

动融合最为密切的艺术。”⑦总之 , 情感性是舞蹈最基本、最突出的

特点。舞蹈是人类生命力量的本真展现 , 这种生命本真的情感力量

是与舞蹈动作紧密结合 , 并借助舞蹈动作得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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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性是舞蹈最基本、最突出的特点。舞蹈是人类生命力量的本真展现 , 这种生命本真的情感力量是与舞蹈动作

紧密结合 , 并借助舞蹈动作得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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