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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笔者结合自身创作实践，通过编创舞蹈诗《忆厦·拾光》过程中的个

人体会，将作品进行了深度解析及在舞蹈诗的创作中的探索。文章主要是以“舞

蹈诗”为切入点，针对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在舞蹈诗《忆厦·拾光》创作中的

个人解读和舞台运用进行了探索，并用现、当代舞为主体，同时吸收中国传统古

典舞身韵、西方现代芭蕾舞等多种元素，把现、当代舞的元素与交响编舞法有机

的结合，实与虚的十字构架，着实与空灵交加的意境，探索新时期以校园题材的

舞蹈诗——这种新型舞蹈形式的创作方式，并结合实践经验及观众反响，通过文

字论述的形式呈现出来。为今后创作校园题材的舞蹈诗打下了经验基础。 

 

 

关键词: 舞蹈诗; 创作;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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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uthor analyzes the work deeply by combin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creating in the composing of the dance called A Time Remembered in Xiamen University.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idelological, artistic and ornamental value of A Time Remembered in 

Xiamen University which is based on modern dance and contains elements from both Chinese 

traditional dance and modern ballet. This paper finds that A Time Remembered in Xiamen 

University is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modern dance and symponic dance which shows both 

realistic and abstract prospects. Besides that,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practical experiense and 

feelings of audiences, which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composing of campus da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ampus dance  Modern dance  Traditional dance.  

  
Key words: Dance poem; Creation;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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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意于舞，传美于诗——厦门大学原创舞蹈诗《忆厦•拾光》的创作探索 

绪论 

一、选题缘由 

 本文通过对自编作品舞蹈诗《忆厦·拾光》的创作方法进行探索，结合自身

的创作初衷及体会对作品进行了解读和剖析，加以阐述编导是如何打破传统创作

的方式，并对个人创作立意进行深层的挖掘、探索。从而寻求出校园题材舞蹈诗

的可行性思路，做到不照搬的基础下，还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为校园题材舞

蹈诗的现代创作开拓更为宽广的编创之路奠定更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二、研究现状 

在中国当代舞剧正不断偏向强调“诗化”的过程中，“舞蹈诗”这一独特的舞蹈

形态以它自由地表现手法、意象和诗性所产生的独特舞台效果、以及融入多种艺

术手段这种包容性等优势，正在不断成为中国舞蹈界一朵越来越艳丽的新葩。舞

蹈诗的创作之路也在不断壮大，例如上海戏剧学院的舞蹈诗《红》、杨丽萍的《云

南映像》、小白鹭民间舞团的《沉沉的厝里情》等成功之作，是舞蹈诗阶段性的

很好的样本，也给本人创作的舞蹈诗《忆厦·拾光》带来了借鉴和参考作用。这

种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给舞蹈编导们也带来了新的尝试和挑战，我们更应该

对此加以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它来表现舞蹈的美、提升舞蹈的文化含量、从而

使舞蹈诗这一新兴样式取得更高的艺术造诣等，甚至如何更好地在校园中广泛应

用，都应该在舞蹈编创和理论中展开有力的研究和探讨的。 

三、文献综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舞蹈界中一个新的样式——舞蹈诗诞生了。在

此之前主要是舞剧这一形式，舞蹈诗相对于舞剧来说， 大的特点是没有戏剧结

构，舞蹈的意境成分比情节成分颇多。这是两者 大的区别。而舞蹈诗的结构方

式是以“诗”的结构为主线，这是与舞剧区别开的特点，它无需具备完整的戏剧结

构，而是应 大化地强调诗意，而不是 大化地强调舞剧中的“戏剧性”。 

传统舞蹈比如古典芭蕾的本体语言为开绷直立，民族民间舞的本体语言风格

性较强，例如傣族的三道弯、藏族的颤膝等等都是特定的语言，而舞蹈诗是现代

的产物，是进行加工的综合性的语言元素，它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舞蹈形式，每

个舞蹈语汇，都不仅仅是外部动作，更是内心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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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意于舞，传美于诗——厦门大学原创舞蹈诗《忆厦•拾光》的创作探索 

四、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文献分析：笔者将通过对所现有收集到的文献论著、期刊论文、学位论

文等资料的阅读、整理和分析，以及音频音像的观看等准备工作，总结出对笔者

论文写作有价值的内容。 

2、社会学分析：本文将通过舞蹈诗创作的成功案例了解它们的社会、历史

和人文环境背景，进一步分析创作舞蹈诗的历史依据。 

3、实践经验分析：通过笔者自身实践经验，谈之体会和展望，研究舞蹈诗

这一艺术样式在校园中的实际运用和探索。 

笔者希望通过对此论文的撰写和对舞蹈诗创作的研究，从思想性、艺术性和

观赏性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并借鉴历史学、文学、舞蹈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

成果，以期对舞蹈诗这一独特的舞蹈形式有更客观、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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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意于舞，传美于诗——厦门大学原创舞蹈诗《忆厦•拾光》的创作探索 

第一章 “载意于舞，传美于诗”的内涵 

“载意于舞”中的“意”是指舞蹈诗根据主题来演绎一种“意境”，舞蹈诗侧重抒

发人的感情，既具备舞蹈的特点，又有诗的意境。它也表现事情的发展，但尽可

能地省略了一些情节上的描绘，显得更加抽象有意境。“我们视舞蹈诗为动态意

象组合的造境活动。”①虽然诗歌和舞蹈都是“造境活动”而不是“戏剧行动”，但诗

歌是文字语言，舞蹈是人体语言，故诗歌的“动态意象组合”还不能与人体动态意

象组合划等号。 

“传美于诗”中的“诗”是指舞蹈诗中的“诗性”。“舞蹈中的抒情、写意、模拟、

比喻以及舞蹈语言中的模糊性、跳跃性，都与诗相通。”② “诗性”成为了舞蹈诗

与舞剧以及其他形式区分的主要特点。此外，舞蹈诗既有其他艺术的主要特征，

又同时具备与多种艺术重合和边缘的特征，这就是说，重合性或边缘性也是舞蹈

诗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 

第一节 舞蹈诗的概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舞蹈界中一个新的样式——舞蹈诗诞生了。关

于舞蹈诗的由来大致总结地说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它其实并不是新发明，它是艺术中早有且古老的一种形式，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有着雄厚的历史根基和长久悠远的传统文化根

源。“中国古代称之为“乐”的实质就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综合体。”③由于当时戏剧

还不够成熟，综合形式的晚会中戏剧的元素还没有被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乐”

中主要突出的是意象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之前，解放战争接近尾声

之时，我国的艺术家们采用这种形式去歌颂祖国和人民战争，为今天的舞蹈诗奠

定了基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政治上实行了改革开放，国

情、政情的转变带来了艺情、舞情的转变，当代中国舞蹈诗一直有着大型综合晚

会的影子，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有了独立的发展。 

                                                        
① 于平.舞蹈编创的诗情画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 
②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2. 
③ 吕艺生.论舞蹈诗[J].舞蹈，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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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意于舞，传美于诗——厦门大学原创舞蹈诗《忆厦•拾光》的创作探索 

第二种是在“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反感了讲故事的舞蹈，当代舞蹈界的艺术

家们开始对舞蹈本质问题进行了大胆地尝试和探索，讨论“舞蹈要用舞蹈自己的

形式来表现，而非故事情节似哑剧的形式”这一问题。于是乎就产生了“舞蹈诗”

这一新的舞蹈形式。 

由于“荷花奖”对舞蹈诗的重新评定，“舞蹈诗”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项目。 

“它所明示的界定是：舞蹈诗：以舞蹈（人体动作）为载体，具有完整的诗化的

结构、诗意的舞蹈形象以及与诗的内容统一的音乐、舞美的舞蹈样式。作品评选

标准：具有完整的、诗化的舞蹈结构；塑造了诗意的舞蹈形象；舞蹈的肢体语言

具有诗的品格；具有独创性的、与诗的内容完美结合的音乐和舞美。表演评选标

准：完美体现作品所要表达的感情和诗意；精湛的舞蹈艺术表现力和技巧。”① “荷

花奖”是中国舞蹈界 为权威性的全国舞蹈比赛之一，从它的评定可以看出舞蹈

诗的特性与本质含义。但是一直有人认为，舞蹈诗是不成形的舞剧，或者舞剧的

小型改版，亦或是舞剧构成元素不足才改为舞蹈诗。此事引起一些评委和评审的

愤怒，这简直是对舞蹈诗的亵渎。舞蹈诗作为独立的一种舞蹈形式，它有自身独

特的规律，某种程度上看它的难度比舞剧可能更大。 

    这样的发展过程可以得知，“舞蹈诗”这一形式，实际上是一种以舞蹈为体裁，

为某种舞蹈专题晚会而创作的。但是舞蹈专题晚会这一名称太浅显，不能足以表

现出它的精髓，称之“舞蹈诗”，才能传达出它作为一个舞蹈载体给人们带来的仪

式感。于是乎，“舞蹈诗”这一称谓是不可替代的。舞蹈诗并不是舞蹈加上诗，它

的含义要超越这个理解，舞蹈诗这一体裁使得当今的舞蹈编导们找到了一种更能

发挥自己想象力的发展之路。 

舞蹈诗既要用诗的意境去激发观众，又要反映社会现实，发挥艺术的巨大魅

力使之升华为某种哲学层面的更深层含义。情感在舞蹈中的运用通常讲究内在逻

辑联系，直观性很强的舞蹈展示，十分深层的感情用舞蹈几个画面就能表现出来。

若脱离社会现实，便会失去其真实性，更偏离了舞蹈诗所创造的意境。生活本来

就带有诗情画意，舞蹈诗的创作也是源于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再升华，真实的生

活也为舞蹈诗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 

                                                        
①
吕艺生.论舞蹈诗[J].舞蹈，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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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意于舞，传美于诗——厦门大学原创舞蹈诗《忆厦•拾光》的创作探索 

第二节 舞蹈诗与舞剧的区别 

从“舞蹈诗”出现起，它与“舞剧”对于概念上的区别就一直有许多争议。舞蹈

诗相对于舞剧来说， 大的特点是没有戏剧结构，舞蹈的意境成分比情节成分颇

多。这是两者 大的区别。人们通常将舞剧归为戏剧，由于舞剧中的“戏剧性”

是与戏剧的共同特点，它们都要求有戏剧人物的典型刻画、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

为他们所设计的戏剧故事发展情节。可是舞剧与戏剧归根还是不同，舞剧中若不

重视情节，舞蹈的本体特性发挥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是过度地强调戏剧性，

舞剧就会变得没有诗性，落入俗套。故之，舞剧编导要做到让其戏剧性控制好度，

应该在结构把握上更好地将人物的心理和情感进行升华，舞剧是具有完整的故事

情节，编导经过提炼和升华将叙事抒情这两个特征融会贯通。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和变迁，现在的舞剧也将诗性和意象添加进来，一些国外的舞剧已经突破了原来

的戏剧结构和形式，体裁、题材、风格、形式的多元化，参考了多方面的影视、

文学、诗歌、散文、等结构方法。国内的舞剧的结构特征也都不止是在戏剧上了。

而舞剧的主要特征为以舞蹈为载体的语言、形式上的美感、有诗意的情调、多元

化的艺术手段、介于舞蹈表演与戏剧表演之间、有一定的人物塑造和形象以及故

事情节、结构上具有一定的“戏剧性”等。 

而舞蹈诗的结构方式是以“诗”的结构为主线，这是与舞剧区别开的特点，它

无需具备完整的戏剧结构，而是应 大化地强调诗意，而不是 大化地强调舞剧

中的“戏剧性”。“舞蹈诗”与舞剧、舞蹈、音乐舞蹈史诗、歌舞等都有所相似之处，

也有所联系，但又不是完全能与它们等同和替代。舞蹈诗的成型使得剧的成分在

渐渐解散，而舞蹈本质的含义在不断加强。比起舞剧来说，舞蹈诗更为写意，舞

剧更为写实，舞蹈诗更自由，舞剧更有限定性，舞蹈诗更能释放出舞蹈家情感的

天性，更能发挥出编导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之所以这种形式受到了艺术家们和

观众的喜爱和关注。舞蹈诗的不断兴起，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舞蹈诗作品，例如

《长白情》，生动地表现了朝鲜族人民的生命感悟和地域风情，形象地再现了当

地人民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神风貌，及其感人。使得初出茅庐的舞蹈诗这一形

式深得人们青睐，真挚的感情描绘、写意的情绪刻画、高超的编舞形式让《长白

情》这一舞蹈诗取得了成功。再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云南印象》，此舞蹈诗以淳

朴的舞蹈语汇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让民间原生态的形态通过提炼、修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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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了舞台上，让观众感受了一次 真实浓烈的艺术的境界。它的成功进一步证

实了“舞蹈诗”这一形式的日益丰富和不断成熟。舞蹈诗的发展是有它的内在需求

的，它的出现是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具有历史意义的。 

西方为何只有“舞剧”而没有“舞蹈诗”这一概念？西方把舞剧统称为“芭蕾”，

芭蕾本身就有情节和无情节的舞蹈，如巴兰钦的“交响芭蕾”就是无情节舞蹈，但

它没有称之为“舞蹈诗”，而统称到芭蕾这一范畴内。我们中国对舞剧的看法一直

在有情节舞蹈的限定中，“舞蹈诗”的兴起就是来填补这一空缺。 

舞蹈诗的发展对舞剧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让舞蹈艺术表现形式更加

丰富了，促使舞剧在编排中更注重朦胧美，用更自由的方式去表现，强化了每一

种情绪和情感，令他产生震撼感。另一方面，舞剧不能没有戏剧作为基础，还是

要保留它的文学性，舞蹈诗与它 大的区别是通过戏剧矛盾冲突刻画出人物形

象。他们互相也不能为之所替代。舞蹈诗的艺术形式还贵在其具有虚与实相结合

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手法，贵在它所创造出的境界是一种高品位的、高艺术感的，

创作中还营造出一种隐性的思想意味，耐人寻味，想一探究竟。这使得很多舞蹈

诗编导都站在了诗人的角度来进行创作，这种特殊的创作方式，具有其神秘又独

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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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载意于舞，传美于诗”的探索 

 “厦门大学舞蹈诗《忆厦·拾光》”是恰逢厦门大学建校 95 周年之际，笔者

特排演此剧作为母校生日的献礼。将“舞蹈诗”的体裁用于校园题材舞蹈创作方面

的探索，受到了许多艺术家及观众的肯定。作品的选材与创意追求“诗性”、舞蹈

本体特征、包容性。作品的舞蹈语言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古典舞身韵元素与西方现

代芭蕾元素相结合。编创方法使用的是中国舞编舞技法与现代舞编舞技法的结

合，人物内心活动的形象化。为了让作品更有观赏性，采用虚实结合的若影若现

的手段，并借鉴电影式的结构方式和手段令观众主动地发挥想象力，既抽象又具

象。 

主题上，心系国家社会的同时毋忘母校传统，秉承厦大校训和四种精神，表

现当代大学生为梦想奋斗、为社会奉献的优秀品格，突出厦大人独有的精气神。

内容上，以一位女孩为线索，回忆起在母校的校园生活，展现厦大学子的成长轨

迹和独特情怀。形式上，将传统舞台表演艺术与现代舞美设计相融合，兼备具象

与意象的内在统一。既希望通过这部舞蹈诗，让在校及毕业的学子们能在舞蹈诗

中找到共鸣，不忘青春点滴的热泪盈眶，感恩在母校度过的峥嵘岁月。在展现校

园文化风貌的同时，着重于对学生时代共同的文化背景及生活内涵的挖掘，使校

内与校外产生共鸣，舞者与观众形成对话。尽管这是一部取材现实、表现真实人

物的现实主义剧目，但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拘一格，既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

有一定的当代性，能应用独特的舞台手段，把舞蹈中的诗性、人物内心的诗性挖

掘出来。舞蹈诗共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为：《忆厦》（序幕）、《风雨屹立，像

军人一样》、《亲密无间，像家人一样》、《学海远航，像旅伴一样》、《甜涩

芬芳，像花儿一样》、《微光大爱，像火柴一样》、《绽放青春，像骄阳一样》、

《拾光》（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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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舞蹈诗《忆厦·拾光》的思想性 

一、舞蹈诗《忆厦·拾光》创作的诗意追求 

舞蹈诗《忆厦·拾光》就像一枚“纪念章”，篆刻着每个人都曾经经历的时代，

一份易逝光阴的怀念，一种共同的回忆，一段久藏心田的憧憬与梦想。在空灵纯

净的校园里找寻内心深处的那片净土，体悟心路历程，体现厦大人自强不息，止

于至善的内在品格，显然是用来感动观众和启迪观众的“诗性”。因此，这既是一

部对校园青春时代的热情讴歌，也是对真实人物内心情感的生动诠释。我们需要

认真思考该怎样使表现形式用到恰到好处，纯粹的写实手法，会产生时空的限制，

并难以表现一种以美的教育的深层次情境。基于上述考量，我构思出了一个女孩

的形象来作为引子，通过女孩的回忆这种具象与意象，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空灵

描绘，来表现其意境，与大学生的文化精神定位在一起。 

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本身就具有诗性，校园生活本就是一部七彩斑斓的诗，本

就是一幅美丽梦幻的画卷。它积累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丰富的校园经历，对

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部此生难忘的诗集，于是为提炼创作成舞蹈诗创造了必要

条件。整个作品纯粹、纯情，很好地体现了校园里的初心和美好，在这个浮躁的

社会里显得十分清澈。 

其实对于舞蹈诗而言，不是说就是没有情节的舞蹈，而是淡化情节，更多地

去追求所谓的“诗意”，采用更为写意的手法，比如舞蹈的服装、场景的布置、道

具的使用、灯光舞美以及多媒体等等多为写实的成分，舞蹈的编排却是更为写意。

这样的方式能勾起观众更多的共鸣和回忆，许多发生在身边的事物、亲身经历过

的事物。创作中遵循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于诗的追求，以诗意来体现浪漫情怀，又

遵循了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主张，强调应当将它上升为哲学层面，提升高度的境

界，理性地作出思考，这才是人类 终极的追求。一个具有一定抽象性的作品会

更有诗意，由于抽象的事物能令人浮想联翩，它具有多重含义，至于观众看到的

是什么将由他们主观来决定，不同的人经历不同，感受和见解也会不同，各自的

情怀和精神层面也会有所差异。用舞蹈诗的样式来处理一个校园题材，在全国范

围内还是较少数的，希望也能得到一个突破。现在很多舞蹈会让人感觉不知所云，

所以在舞蹈诗的编创处理上就更好把握好度，既要追求其诗性，又不能丢了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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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所能给观众带来的直观感，这就需要有一定的人性内涵作为支撑，观众才能

产生共鸣，有所感悟和主动思考。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内心有点空空荡荡的，毕竟

是一个新的舞蹈形式，之前也接触地不多，不知如何才能用更中庸的方式去处理，

让观众更容易接受，舞蹈诗的结构较大型，概括性也很强，如何将各方面要素集

合起来并都能涵盖到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导师并没有给我很多限制性的要求，

所以整个创作过程还是比较自我享受的。大概这个舞蹈诗改了有九个版本，从外

在层面的东西渐渐变为内在更走心地过程，越来越接近 初那一“诗意”的追求。

之所以其中的动态意象在创作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意象的构成产生了诗的情

境，每一个环节都得注意到意象的特性和对于它的氛围营造。 

以下为舞蹈诗《忆厦·拾光》的创作文本（共分八幕）： 

1.《忆厦》（序幕） 

我和厦大有过约定 

春夏秋冬 一来一走 

便是我 好的四年 

2.《风雨屹立，像军人一样》 

这是所有人的大学第一课 

军姿挺拔 队列铿锵 

格斗式 匕首操 

我看到你眼里的火焰 

风雨中 骄阳下 

你比想象中独立坚强 

第一课 叫做成长 

3.《亲密无间，像家人一样》 

有一些秘密只有我们彼此知道 

那些睡前卧谈 夜半梦话 

素面朝天 头发乱了的模样 

陌生的城市里 我们在熟悉的角落依偎 

那渔船归港的安宁 

晚霞中绮丽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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