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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在中、朝舞蹈作品中运用异同之管见

向开明　向　楠
(延边大学 艺术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0)

摘　要: “袖”舞是东方舞蹈的一大创造。“袖”的运用, 除延长了人的肢体, 大大扩展了身体的表

现力外,还通过舞者手臂、手腕、腰腹、身肢等不同力量、不同幅度的运动,使“袖”缭绕空际,变幻着无

数的形态,其传情丰富、鲜明,超过了许多表情手段。“袖”的徐缓、抑扬、飘忽、回旋所产生的形式美,完

全可以把人们引入一个非物质的境界之中,赋予“袖”舞以人文精神内涵和意蕴,展现了“袖”舞的魅力

和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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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舞艺术作为东方舞蹈文化中最具特色

的一种舞蹈艺术表现形式, 它既具有服饰文化的

概念, 在舞蹈中又作为一种舞蹈道具,展现它的

魅力。这种“袖”舞艺术在西方的舞蹈艺术中是罕

见的。也许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传统哲学理念、

信仰观及审美价值观不同所存在的差异。

舞蹈是一门以表现性为其特征的艺术。

“袖”技在舞蹈中的表现力, 由于它的形态本身就

蕴含诗意,“时而是一曲舞鸾歌凤;时而是残月落

花烟重; 时而是花光月影宜相照; 时而又是一江

春水向东流”。既能表现自嗟自叹、伤感、无奈的

情绪,又能表现那雄伟、壮丽的景色和开朗、豪迈

的气概。新版舞蹈《踏歌》编导以轻盈、柔软和流

动性较强的步伐, 恰到好处的水袖运用, 在优美

的古典乐曲中, 把一群南国佳人携手游春、娇柔

可爱的形象,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美感, 表现得

淋漓尽致。而朝鲜民族舞蹈《僧舞》“袖”技的运

用,则给人以含蓄、庄严、深沉和稳健的美感,具

有浓重的朝鲜族那种刚柔相济、激抒并存的舞蹈

风格。

1. “水袖”在中国舞蹈作品中的运用

中国舞蹈作品中以“袖”为舞蹈道具的作品

比较丰富, 如:《踏歌》、《白纟宀一舞》、《昭君出塞》、

《江河水》、《二泉映月》等等,本文仅以具有代表

性的汉唐乐舞《踏歌》和近代舞蹈《江河水》为例:

《踏歌》这一历史悠久具有群众自娱性形式

的歌舞,虽从史料考证看,这一古老的舞蹈形式

源自民间,是从汉至宋, 被广为流传,但从青海大

通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陶盆”上的图

案, 是这种舞蹈形式最古老的形象描绘。在原始

时代就已有了一种人人都可以参加的这种手牵

手, 踏地为节,边歌边舞, 令人心醉, 使人流连忘

返的自娱歌舞。到了汉代,这种形式依然风行。然

而, 在唐以前并没有把《踏歌》作为这种自娱歌舞

的名称固定下来。而从唐以后,《踏歌》则成为古

人对脚踏地为节、手袖相连载歌载舞的群众自娱

性歌舞的统称。

唐代, 曾多次由宫廷组织皇帝“与民同乐”,

共度元宵佳节的盛大活动, 《踏歌》场面之壮观、

奢华,令人惊叹。唐睿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

元宵节, 宫廷在安福门外举行了有千余女子参加

的踏歌舞会, 人们在高20余丈、燃着5万盏灯的

装饰下, 载歌载舞达3昼夜,场面极为壮观。

新版《踏歌》的编导北京舞蹈学院孙颖教授

积几十年潜心钻研,在中国舞蹈历史文化中挖掘

和创作了这部作品。《踏歌》旨在向观众勾描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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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俪人携手游春的踏青图,以久违的美景佳人

意象体恤纷纷扰扰的现代众生。其舞蹈具有中国

汉代女乐舞蹈的形态特征, 汉代女乐舞者以“纤

腰”,“轻身”为美, 舞蹈“机迅体轻”却又节奏感极

强,在静态舞姿上大量借鉴了古代遗存汉画砖的

造型,在动态中大胆运用藏族牧区民间舞蹈动

律,展示了汉唐舞风的奇妙瑰丽, 再现了民间古

朴的踏歌风格。舞蹈始终在运动,如行云流水;旁

侧三道弯体态打破了以前一提汉风三道弯就塌

腰撅臀的做作之态, 静态中含着一种自然的动

感,同时也颇具妖媚之美。

《踏歌》这部舞蹈作品, 从民间到宫廷、从宫

廷再折回到民间, 其舞蹈形式一直是踏地为节,

边歌边舞,这也是自娱舞蹈的一个主要特征。舞

蹈《踏歌》除了以各种踏足为主流步伐之外,其舞

蹈服饰也颇具唐代佳丽之风姿, 舞者身着翠绿色

修长衣襟的长袖舞衣, 充分利用所穿服饰中的

“袖”,以轻盈、柔软和流动性较强的步伐,把一群

南国佳人携手游春、娇柔可爱的形象,透着一股

难以言喻的美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舞蹈的体态和韵律上, 舞蹈《踏歌》以敛

肩、含颏、掩臂、摆背、松膝、拧腰、倾胯为它的基

本体态。舞者在动作的流动中, 通过左右摆和拧

腰、松胯形成二维或三维空间上的“三道弯”体

态,尽显少女之婀娜多姿的神韵。并以松膝、倾胯

的体态使重心下降, 加之顺拐蹉步的特定步伐,

使得整个躯干呈现出“亲地”的势态。特别是舞蹈

《踏歌》中恰到好处的水袖运用, 对整体动作起到

了“抑扬兼用、缓急相容”的作用,编导将“抛袖”、

“甩袖”、“翘袖”、“搭袖”兼容并用, 这种不拘一

格、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创作观念,无疑成为舞

蹈《踏歌》古拙、典雅而又具有现代风格的双重性

质,充分体现了古为今用之成功力作。

写意多于写实、在抒情中叙事是水袖在舞蹈

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段。例如:女子独舞《江河水》

就是运用水袖以抒情来叙事的实例。作品结构严

谨,分A、B、A 三段, 没有说明具体人物是何人,

而是通过水袖与人之间的舞蹈关系, 表现出所有

无依无靠无助、被黑暗势力压迫、欺凌、被封建势

力束缚的古代弱女子的形象。水袖在此舞蹈中充

分显示了它的表现能力。它既是压迫女性的黑暗

势力的象征,又是封建势力束缚女性的绳索;既

是迎亲花轿,又是宣泄悲愤情感的利剑; 作品以

形象、生活、流畅和语汇表达了古代女性向往自

由、向往幸福的愿望却又有无奈的情绪。

可以说, 《江河水》是编导基于对传统舞蹈的

新认识,不甘止于对其忠实的掌握,开始思考课

堂训练向舞台表现过渡的新课题。因此,在编创

过程中,她刻意在最具特质的动作、节奏及其有

机变化上下功夫,通过精心地提炼和有机变化将

“袖”的情绪展现与人物的性格体现出来。

2.“长袖”在朝鲜民族舞蹈作品中的运用

朝鲜民族舞蹈作品中以“袖”为舞蹈道具的

作品虽然不是十分繁多,但在传统的舞蹈中也是

表现得十分丰富的, 如: 朝鲜民族传统舞蹈《僧

舞》、《假面舞》、《处容舞》以及当代舞蹈中的《长

白瀑布》等,本文仅以具有代表性的朝鲜民族传

统舞蹈《僧舞》和近代舞蹈中的《长白瀑布》为例:

《僧舞》是朝鲜族传统舞蹈,因舞者身穿僧服

起舞而得名, 原为朝鲜半岛妓房乐舞中的女子独

舞, 后来渐有男性舞者, 并出现了群舞表演。

《僧舞》虽得名于身穿僧服而起舞,但其服饰

已与真的僧装大小相同,经过妓房艺妓们的加工

变化而成为适于舞蹈表演的款式和色调。舞蹈没

有明确的情节, 只着重创造一种意境, 体现舞者

在向苍天诉说内心的郁闷和向往人间自由的意

愿。

全舞由两大部分组成,即舞长袖与击法鼓。

舞长袖: 以舞者身穿僧服甩动两条长袖为基

本姿态。舞者常将细腻、舒缓的身段与瞬间甩袖

的轻捷动作结合起来,不时呈现出动、静分明和

刚、柔相兼的色彩。

击法鼓: 主要展示舞者的鼓技和击鼓过程中

的情感爆发。其中包含双槌击鼓面,单槌击鼓边,

轮番击鼓面、鼓边, 双手击鼓边, 交叉击鼓面,绕

槌相击和交叉击鼓槌等。击法丰富多彩,鼓点变

化多端, 以此展现铿锵挺拔的声容。伴奏音乐多

用“念佛长短”、“道道里长短”、“古格里长短”和

“扎进它灵长短”等。

起舞时, 刚开始面向法鼓,背对观众,俯身跪

地, 然后在音乐声中缓缓起身,转向观众,双臂展

开, 从肩部到两只长袖的垂端形成优美的椭圆形

线条,挥袖徐舞。给人以含蓄和稳健的美感,具有

浓重的朝鲜族那种刚柔相济、激抒并存的舞蹈风

格。随着轻盈移动的脚步,舞者将长袖抛向空中,

长袖左右飞舞,犹如飘逸的白云。衔接流畅,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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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韧,典雅含蓄,稳静深沉。接着再面对法鼓,双

手从长袖中抛出, 挥动鼓槌激情击鼓。尽兴之后

再将长袖轻盈地抛向空中, 伴音乐跪地磕头,舞

中乐止,最后双掌合十,结束表演。在“僧舞”的步

法过程中,以斜线行进为主,结合着运用滑步、跳

跃步,动作轻快而优美自如。脚下穿着白布袜的

尖头鞋,隐埋在裙下,随着步法的跳动,尖头鞋时

隐时现, 给人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神妙感

觉。

该舞中的动作, 特点鲜明, 技术高超,所以,

一直被专业舞蹈工作者,广泛吸收应用到舞蹈创

作、表演、训练之中,它是朝鲜族舞蹈中宝贵的财

富。

又如朝鲜族舞蹈《长白瀑布》,也是舞蹈编导

极为妥当的点题之作。舞蹈以写实的手法,通过

演员一双长袖, 表现出长白瀑布飞流直下、一泻

千里、长流不息的形态特征,向观众展示了朝鲜

民族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和顽强性

格。舞蹈的形象取自于长白山天池瀑布,号称为

“三江”源头的瀑布, 在幽深静谧的舞台上, 凭空

悬垂下的两条白纱,仿若天上之水,倾泻而下,舞

蹈从这里悄然开始,朦胧中将观众带向层峦叠嶂

的长白山。由一水似见一山,舞台形象的衍生意

象,将编导挖掘物象的能力展露无遗。编导以朝

鲜族舞蹈语汇编创《长白瀑布》可谓占尽了天时、

地利、人和。作品题材上选择了带有地域特色标

志的长白山“自然景观”,结构上又选择了静一动

一静, 首尾呼应的传统样式,就是凭借这般熟络

的手法打动了观众。而在另一方面, 编导又将民

族文化元素进行各种大胆的整合,立中有破、破

中有立,相辅相成。破与立是建立在编导对原生

态的民族舞蹈文化形式与审美的完全认同的基

础上,同中求异、稳中求变。

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对服装道具的巧妙设计,

将其服装、道具服务于具体的形象这一环节,也

是此作品胜出之处。水袖, 用袖表现“水”本是个

惯用的做法,神来之笔在于此袖本不是袖, 它源

于朝鲜族妇女长裙上装的两条飘带。在《中外舞

蹈作品赏析》中这样评价到: 舞蹈《长白瀑布》在

“袖”的运用上, 出现了三种意味: 一是不失朝鲜

族舞蹈服装的传统形态;二是源于胸前的飘带,

其状恰如瀑布,可进行大地、瀑布同母亲、乳汁之

间,或者说是形象与意象间的自如转换; 三是执

手而舞“长袖”则“水”溢心中; 手弃长袖而舞则

“人”在眼前, 水与人就在弃与不弃中若隐若现。

形、景、意、神就是这般跃然于舞台之上。通过各

种变化的旋转集中表现了瀑布飞流直下,澎湃激

荡的场景,加之运用了“水袖”的各种技巧, “抛、

抽、甩、抖、转”等等借助水袖,以意代身, 以身导

袖, 追求一种情袖交融的和谐境界。在凝练的结

构中将动与静、快与慢鲜明地比照了出来。作为

女子独舞,《长白瀑布》中出现的许多编创技法,

既是传统的审美认同,又有编导自己的创新,可

以说为朝鲜族民间舞蹈如何突破程式、大胆创新

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写意多于写实”中“意”与“实”的关系是虚、

实、主、次的关系。经过严谨规范的构思,用“虚”

的现象来表现“实”本质。抒情来叙事,而不仅仅

是在舞台上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舞蹈是形体艺

术,不能“唱念”只能用“身体”表现人物性格、思

想感情的起伏跌宕。所以就要充分利用人体善于

抒情、水袖善于会意的特点来表现舞蹈中所蕴含

的情感和情绪。使“意”与“实”互为补充、互为印

证。

水袖在舞蹈中的表现力是丰富多彩的,它已

经摆脱并超越了戏曲中行当表现特定人物的局

限和动作的程式化。不仅可以表现喜、怒、哀、乐,

也可以表现力加以分述, 其实二者是密不可分

的。“用力”是为着更好地“表现”,而“表现力”是

基于对纯熟的“用力”的方法的掌握。

3.异同之比较分析

3. 1　相近特征

3. 1. 1　传统信仰与哲学理念的相通。首先,

在这两个不同民族“袖”舞的舞蹈作品表现中,可

以体现到共有的那种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儒家思

想的哲学理念、佛教、道教信仰上的相融;使得舞

蹈作品具有东方人的思维和审美。如:南北朝时

期的《白纟宀一舞》( baizhuwu) (江南民间舞。所谓

“纟宀一”是指一种纟
宀
一麻,白纟宀一是用纟

宀
一麻制作成的舞

蹈服装, 歌舞者穿着白纟宀一舞服, 动作以手、袖为

主,轻盈绰约。《白纟宀一舞》过去用于郊庙祭祀场

合, 是民间优秀的舞蹈, 后被宫廷艺人选拔上来,

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宫廷中表演性极强的袖舞代

表作) ;朝鲜民族袖舞《僧舞》在向苍天诉说内心

的郁闷和向往人间自由的意愿。

3. 1. 2　在这两个不同民族“袖”舞的舞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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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表现特征中,“写意多于写实”。无论是汉民族

的舞蹈《江河水》还是朝鲜族舞蹈《长白瀑布》都

是经过严谨规范的构思, 用“虚”的现象来表现

“实”本质,用自然景观来抒发人的情感, 而不仅

仅是在舞台上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由此可见,

水袖的表现特征是“写意多于写实,在抒情中叙

事。所谓“长袖善舞”, 即通过水袖与舞者的协调

统一,运用水袖那如“落花流水转折无痕”的流

畅,飘逸;“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的洒脱、挺拔来

抒出意蕴、意境和诗情、诗境,从中体现出人物的

思想感情塑造出人物性格。

3. 1. 3　“袖”舞的“力”与“力”之间的关系是

相同的。在“用力方法”上, 都是用身体的协调力

和表现来带动水袖正确的用力技巧; 在“表现力”

上,也都是运用水袖的修长、多变来表现人体形

态和思想感情。

3. 1. 4　以“袖”为道具的舞蹈表现方式相

同。虽然两个不同民族的舞蹈作品年代不同,但

都采用“袖”技来表现主题和情感。

3. 2　相异特征

3. 2. 1　表现的主题内容不同。《僧舞》舞蹈

没有明确的情节, 只是着重创造一种意境, 体现

舞者在向苍天诉说内心的郁闷和向往人间自由

的意愿;而《踏歌》旨在向观众勾描一幅古代俪人

携手游春的踏青图,以久违的美景佳人意象体恤

纷纷扰扰的现代众生。

3. 2. 2　“袖”的长短及运用方式不同。中国

古典舞水袖长度为7尺左右,宽度一般从袖口处

逐渐加宽至2尺2寸左右。朝鲜民族长袖长度为

《僧舞》袖长约3米, 宽约36厘米,袖前片上端近

肩处开一个约15厘米长的口子,便于袖的甩动。

《踏歌》的袖技是用手臂的甩动, 而《僧舞》则是使

用鼓槌贯通身与袖,用槌头挑、拨长袖,使长袖甩

出。

3. 2. 3　舞蹈的节奏不同其韵律风格则不

同。《僧舞》伴奏音乐多用“念佛长短”、“道道里长

短”、“古格里长短”和“扎进它灵长短”等;而《踏

歌》则是采用汉魏之风浓郁的《踏歌》,以民间与

古典相融的形式, 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汉代古朴

音乐节奏,在静态舞姿上大量借鉴了古代遗存汉

画砖的造型, 在动态中大胆运用藏族牧区民间舞

蹈动律,展示了汉魏舞风的奇妙瑰丽, 再现了民

间古朴的踏歌风格。舞蹈始终在运动,如行云流

水。因此,“袖”舞在体态上、风格韵律特征上有所

不同。

3. 2. 4　袖技各自运用不同。中国古典舞“水

袖”与朝鲜民族“长袖”的袖技各自有不同的运动

规律和表现特点。《踏歌》的袖技环动式较多,而

《僧舞》的袖技抛甩式较多些。

“袖”与东方乐舞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它既是服饰文化中的一部分,同时,在舞蹈中又

作为舞蹈道具一展风采。古人将衣袖当毛巾、手

帕, 用以拭泪、擦汗、挡阳等, 是古代生活中的习

俗行为之一;古人还有用衣袖来装藏东西的习

俗, 古人以衣袖的形态表情达意, 也都颇具特色。

服饰文化又是礼仪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服饰的

美饰功能在政治生活中, 表现为礼仪规范,东方

人大都十分注重礼仪规范, 所谓“礼仪之邦”与

“衣冠王国”, 显示了东方服饰文化与礼仪文化的

密切关系。而作为具有东方舞蹈文化特色“袖”

舞, 不仅具有东方人的性格, 东方人的审美观念,

更体现着东方舞蹈文化的神韵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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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Ancient Korea

Zhu Jing

( Centre for Scient ific and Social Studies, Peking U 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Korea f irst int roduces gunpowder and firearms from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14th

century , w hile most of it s Western model firearms are int roduced fr om Japan af ter the 17th century.

The paper review s the histo ry of Korea � s int roduct ion and improvement of gunpowder and

firearms, and makes a compar ison betw een China and Korea in this reg ard. Although the purity of

salpetre incr eases af ter technolog ical innovat ion, the output cannot meet Korea�s needs. Some kinds

of imported f ir earms are used, and Koreans also invent some of their ow n. T 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exact time when gunpowder is int roduced is no t clear, and the method of manufactur ing

saltpet re and some f ir earms in Ko rea is no t dif ferent from that in China.

Key words : Korea, China, Japan, gunpowder, f ir earms, histor y o f chemis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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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Dances in

Their Use of the “Sleeve”

Xiang Kaiming and Xiang Nan

( Art School , Yanbian U niversity , Yanji, Jil in Prov ince 133000, China)

Abstract: The sleeve dance is an Oriental creation. The use of the “sleeve”can help not only to

extend human l imbs and expand the manifestation o f the human body, but also to show dif ferent

art ist ic forms by cleverly using long sleeves. The dancer � s movements vary w ith her supple and

eleg ant carriage, and her long sleeves w hirl in the air like a ribbon. In fact the sleeve dance can

express greater emot ions than other dancing forms. T he beauty show n by slow ing, f lying, pul ling

and whir ling sleeves can lead its audience to a pure and w onderful realm, pr ovide the dance w ith

deep humanist ic connotations, and add more charms to this ar tistic form .

Key words : sleev e, China, Korea, dance, dif ference and 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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