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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创作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弘扬
王丽璇

内蒙古艺术剧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0

摘要：近年来，舞剧作为一种综合舞蹈艺术形式，在传达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以“舞

剧创作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弘扬”为研究主题，旨在探讨如何在舞剧创作过程中有效地传承和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与价值观。通过文献回顾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及其价值观，并分析了这

些元素和价值观如何被整合到舞剧创作之中。研究发现，通过对传统文化符号，历史故事和哲理思想的深入挖掘

与创新性融合，舞剧可以更好地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此外，本文还探讨了舞剧在传播传统文化

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相应的创作策略。研究意义在于，通过舞剧创作的实践探索，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创新途径，同时也为舞剧艺术的丰富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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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中华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全球瞩目。舞

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介绍和展示中国传统文

化与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文化如同一个国家的DNA，蕴

含着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思想精髓。然而，将传统文化融

入舞剧创作并非易事，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并付诸实践。

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探讨。通过广泛查阅文献与

具体案例分析，本文揭示了当前舞剧创作中传统文化的

运用现状，并通过实例展示了如何在舞剧中展现中国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本文也深入讨论了传统文化

融入现代舞剧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我们期望本文

能够激发新的思考，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播中华文

化，通过舞剧这一艺术形式，让更多人领略到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韵味。

1 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理论探讨

1.1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而深远的核心要素，构成

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体系
[1]
。儒释道三大思想体

系为其奠定基础。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

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家思想则推崇自然与无为，

寻求个人与自然的和谐；佛教思想倡导慈悲与智慧，提

升个人心灵境界。这些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相互交融，形

成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和价值体系。

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和社会责任
[2]
。家族观念，孝

道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强调个人应在家庭和社

会中履行责任和义务。这种集体主义和个人责任感的结

合，塑造了中华文化特有的社会价值观。传统艺术形式

如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中同样蕴含这些核心思想，

通过美的形式传达文化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历史传承与创新。悠久的历史为

文化提供了丰厚的底蕴，历史故事和传说不仅丰富了文

化内涵，还为现代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传统文化

强调在继承中求创新，通过与现代文化和技术的结合，

实现文化的持续发展与创新。

1.2 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概念框架

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概念框架是理解中华文化内核

的重要途径，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儒家，道家和佛

家思想构成了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体现出整体的和

谐观，修身齐家的伦理观和人文关怀的道德观。

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注重个人

与社会的和谐美德，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儒家倡导的人伦关系中，孝悌忠信等观念在构建家庭与

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家思想则强调自然与个

体的和谐，追求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倡导

人们在自然的状态下寻找内心的宁静与满足。佛教自东

汉传入中国后，对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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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智慧，平等的理念，推动了个人内心世界的修养

与升华。

这些思想流派虽然各具特色，却在价值观的多元共

存中相互补充，共同塑造了包容且具有深度的中华传统

价值观。它们共同关注个体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及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在历史演变中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

化心理与行为规范。这一概念框架不仅帮助理解中华文

明发展的脉络，更在舞剧等艺术形式中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创作灵感与指导原则。

1.3 舞剧艺术与文化价值的关联

舞剧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表演形式，其特殊的表演

语言和艺术表达方式，为传达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提

供了独特的渠道。舞剧通过舞者的肢体动作，舞美设计

以及音乐的综合运用，能够再现和表现传统文化的符号

与内涵。这种再现不仅是形象的复制，更是文化意义的

诠释和价值观的弘扬。在舞剧艺术中，情感和思维通过

优美的舞姿得以体现，使观众能够在情感共鸣中感受和

理解传统价值观，例如家庭和谐，集体主义和仁爱精神。

舞剧的时空构架和叙事技巧能够突破语言障碍，呈现出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交流，赋予传统价值观新的生命力。

通过这种艺术形式，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中

得以传承和再现，促进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珍视。

这种关联不仅提升了舞剧的艺术水平，也推动了中华传

统文化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传播与发展。

2 舞剧创作中的文化与价值观整合

2.1 传统符号与现代舞剧的结合

在舞剧创作中，传统符号与现代舞剧的结合构成了

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有效传达并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传统符号通常包括民族服饰，传统乐器，古典

建筑和绘画图案等，这些符号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记忆。在现代舞剧中，这些符号不仅是视觉元素，

更成为叙事和情感表达的核心
[3]
。

传统符号的运用能够增加舞剧的文化深度和观赏

性。例如，服饰设计中融入汉服元素，可以直观传达特

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气质。音乐方面，二胡，古筝等传

统乐器的加入，既丰富了音乐表现力，又能唤起观众的

文化共鸣。舞台布景中通过运用传统建筑样式和水墨画

风格，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使得观众能够直观感受

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传统符号与现代舞剧的结合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例

如，舞剧《骑兵》通过融入蒙古族的传统服饰元素，展

现了草原文化的雄浑与壮美，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豪迈与坚韧。而舞剧《只此青绿》则巧妙地将宋代山

水画的意境与现代舞蹈语言相结合，通过舞者灵动的身

姿和舞台布景的精心设计，营造出如诗如画的意境，展

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雅致与韵味。这些作品不仅让

观众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

在创作时，传统符号需要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以

保证艺术作品的创新性和观众的接受度。需要在保留符

号原有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观念和技术手段，

让传统符号在新的艺术语境中焕发活力。这种对传统符

号的运用和创新不仅增强了舞剧的艺术表现力，还促使

传统文化在显现和传播中获得新的生命，使得中华传统

文化得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不断传承和发展
[4]
。

2.2 历史故事在舞剧中的再现

在舞剧创作中，历史故事的再现是中华传统文化与

价值观整合的重要方式。历史故事丰富的情节和深刻的

内涵为舞剧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和思想深度。通过舞剧对

历史故事的再现，不仅能够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情怀和

文化遗产，还能传达其中蕴含的价值观。

舞剧创作中对历史故事的再现需要以创新的形式

呈现。传统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经过现代舞台表现手法

的重新演绎，可以赋予旧故事新的生命力，吸引观众的

关注和共鸣。在此过程中，编舞和导演对故事的理解和

诠释起着关键作用，他们需要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注入

现代视角，使之与当代观众产生联系。

选取合适的历史故事是再现过程中的关键。应优先

选择那些既具代表性又能够折射出中华传统价值观的

故事，如忠诚，孝义，勇敢等。在舞台上，这些价值观

通过角色的动作，表情和舞台设计得以具体化，增强了

观众的感受和理解。以此方式，历史故事不仅是简单的

情节再现，而成为传递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5]
。

历史故事在舞剧中的再现，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

的生机。例如，舞剧《孔子》通过舞蹈展现了孔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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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事迹和思想精髓，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

礼仪和智慧。而舞剧《红楼梦》则借助舞蹈语言，将贾

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的情感纠葛和家族兴衰表现得淋漓

尽致，传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情观，家族观和

人生观。这些舞剧作品不仅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激发了人们对传统价值的思考

和认同，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历史故事在舞剧中的再现不仅使古老的文化得以

传承，还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思考传统价值的新视角，通

过艺术的表现形式，推动了文化与价值观的持续传播与

深层次理解。

2.3 哲理思想与舞剧创作的融合

在舞剧创作中，哲理思想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作品的

思想深度，也增强了其文化内涵的传达效果。中华哲理

思想，如儒家的仁义，道家的自然观和佛教的因果观，

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智慧和价值观导向。在舞剧中表现这

些哲理思想时，可以通过人物角色的设计，情节结构的

安排以及舞蹈动作的象征性来实现。例如，通过舞蹈肢

体语言与场景设计，展现出道家追求和谐与自然的精神，

或通过人物的成长历程体现佛教因果循环的理念。

在舞剧创作中，哲理思想的融合赋予了作品更为深

远的意义。舞剧《咏春》通过舞蹈语言，展现了中华传

统文化中对生命力和季节变迁的深刻感悟，体现了道家

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的哲理思想。而舞剧《李白》则通

过李白的生平与诗作，传达了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文精

神，彰显了儒家“君子坦荡荡”的人格理想。这些作品

不仅让观众在美的享受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更通过哲理思想的深刻表达，引发了观众对生命，自由

与价值的深刻思考，使舞剧成为传承文化，启迪心灵的

重要艺术形式。

舞剧编创者需要深入理解这些哲理思想，将其与舞

剧的主题和叙事相结合，从而在舞台上创造出引人深思

的艺术效果。这种哲理思想的融入不仅提升了舞剧的文

化层次，也使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更容易感受到中华传

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为观众提供多层次的感官和心灵体

验。通过哲理思想的深刻表达，舞剧不仅成为文化传承

的载体，更是一种心灵启迪的媒介。

3 舞剧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与挑战

3.1 舞剧在文化传承中的关键作用

舞剧作为一种融合音乐，舞蹈，剧情的综合艺术形

式，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舞剧

可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手段，有效展现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髓。舞剧的表现形式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

能通过舞蹈动作，舞台布景以及音乐等多元化的元素，

将抽象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具体化，使观众能够在感官

和情感上直接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具体创作中，舞剧作品通过故事情节的设置，将

历史故事和传统价值观融入剧本，使观众在欣赏艺术的

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历史传承的力量。舞剧所传递的伦理

道德，家国情怀，仁爱和谐等中华价值观，通过生动的

舞台表现，得以传承。这样的呈现不仅促进了观众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也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

传统文化符号在舞剧中的运用，为其增添了深厚的

文化底蕴。借助传统服饰，音乐风格，道具设计等元素，

舞剧不但丰富了艺术表现，也使传统文化有了现代语境

下的新生。观众在沉浸于艺术享受的，自然地感受到了

深远的文化渗透。

舞剧创作中的创新突破，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开辟了

新的路径。创作者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解构与再创造，

赋予舞剧时代精神，使其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与

思想认识。这种创新不仅没有削弱传统文化的本质，反

而提升了其在当代社会的适应性与影响力。

在国际交流中，舞剧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使者角色。

通过舞剧这一艺术形式，中华传统文化得以跨越不同国

家和文化背景，向世界展示独特的民族精神及文化韵味。

这不仅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可，也为

全人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贡献了重要力量。

3.2 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舞剧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和问题。舞剧创作往往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高度浓

缩与艺术化表达，这一过程可能导致文化元素的简化或

误解。许多创作者在追求观赏性和艺术效果的可能忽略

了文化内涵的准确性与深度，导致文化传承的偏差。

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使得传统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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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中的吸引力减弱，舞剧面临着如何在保持文化

本真性的吸引现代观众这一难题。现代观众的审美倾向

和价值观念趋于多样化，舞剧在创作上需要在传统与现

代之间寻求平衡，使得创作难度增加。缺乏创作素材与

资源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但将其

转化为舞剧艺术语言需要大量调研和创新工作，这对创

作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艺术造诣有很高要求。在实践中，

许多创作者面对时间，人力，资金等资源的限制，很难

进行深入研究，使得作品的文化厚度和表现力受到制约。

另外，文化政策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对舞剧的传承与

发展构成制约。舞剧创作和传播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与

系统的机制保障，缺乏配套的政策和市场支持可能导致

优秀作品难以广泛传播和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本文聚焦于探讨如何在现代舞剧中展现与传承中

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通过文献回顾与实例分析，我

们深入挖掘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及其价值观念，并阐

述了这些元素在舞剧创作中的具体体现方式。文章强调，

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的文化符号与历史故事，并将其巧

妙融入现代舞剧创作中，是有效传达中国文化精神的重

要途径。然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舞剧相结合并非

易事，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

创新性地表达传统文化，使舞剧既具有艺术美感又能吸

引观众，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如何让更

多观众喜爱并接受这种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舞剧，也

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向。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

舞剧作品涌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传递给更广

泛的受众。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探

索舞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作与欣赏，推动中国文化

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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