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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舞蹈经历了 100 多年的发展之后，由最初的“社

交性舞蹈”发展为今天兼备具有“竞技性”“表演性”“娱

乐性”“健身性”“观赏性”与“交际性”等多种目的与

功能并存的现代“体育舞蹈”[1]。从体育舞蹈的分类可以把

体育舞蹈可被划分为两个大类十支舞。即拉丁舞类和摩登

舞类，拉丁舞类可以分为恰恰舞、伦巴舞、桑巴舞、牛仔

舞、斗牛舞五支舞，而摩登舞类则可以分为华尔兹舞、维

也纳华尔兹舞、探戈舞、快步舞、狐步舞的五支舞。十支

舞蹈风格既相似又迥异，每支舞蹈都有与之相匹配舞曲、

舞步以及两大群项不同的价值意义。论文以体育舞蹈中的

华尔兹舞和西南地区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分别进行分析、

探讨与结合，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点，并将它们有有机地

结合来。尝试探索一条适合少数民族地区体育舞蹈发展的

特色之路，期望能推动体育舞蹈在西南地区得到更好发展

和民族体育舞蹈的创新元素。

2 华尔兹的文化内涵及其音乐特点分析

华尔兹又称之为圆舞、慢华尔兹，它起源于奥地利南

部地区的民间舞，舞风雍容华贵，舞曲优美抒情，因此被

人们称为“舞之皇后”[2]。即打破束缚，舞出自由。被称之

为“舞之皇后”的华尔兹舞当中，讲求肢体是自由的，男

女舞伴之间的各种配合是不受束缚的。华尔兹舞者须具有

较高的文化涵养和富含诗意的生活情愫。当优美的华尔兹

舞曲响起时，其舒畅的音乐就如精灵一般在演绎着优美的

舞步。两位舞者之间互相支撑与依赖，且在整体和谐的原

有基础之上又能充分保证舞者自己的个体主观发挥，其典

雅又不失优美。华尔兹最突出的文化内涵就是崇尚自由、

打破束缚，原始的华尔兹舞代表了一种流行、时髦及具有

抗争性的庸俗不雅的文化 [3]。华尔兹独特的抗争文化一直

伴随着华尔兹的发展延续至今日，这使得华尔兹在摩登舞

项群五支舞之中一直处于屹立不倒的地位。其音乐宛转悠

扬、端庄典雅，就宛如一个温文尔雅翩翩起舞的西方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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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洒脱自由又不失内涵。华尔兹的舞曲婉转抒情，其节奏是

3/4 拍，每分钟 28~30 个小节，每个有小节三拍，第一拍为

节奏的重拍，一拍一步，三步为一个循环，其深得人心与其

音乐的轻松、流畅、婉转优美密不可分。

3 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文化内涵及其音
乐特点分析

独具风韵悠扬婉转的“好花红”民歌展现了两大独特

的文化特点，一是由痛苦生活的感叹，到对美好生活的歌颂

的变迁——《好花红》中即有对当下新思想、新时代的赞美，

亦有对旧事物、旧思想、旧社会的扬弃。也象征着布依族勇

于改变现状追求美好生活的拼搏精神，使其更具思想性和鲜

明的文化特征；二是寄歌思情，托物言志——在历史上布依

族文字。所以，以歌言史、用歌传情、吟咏风土、展现风俗

民情，大多运用赋、比、兴等表现手法来托物言志。其中以

歌传情展现了“好花红”鲜明的爱情文化特点，布依族青年

通过“好花红”的不同调式、填词以及其他形式的山歌来以

歌相识，以歌言情，表达了布依族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憧

憬和向往。它展现了布依族朴素且优秀璀璨的民族文化，其

曲调也称为“好花红调”和“惠水山歌调”。是第四声羽调式，

音域的活动范围是八度，其旋律婉宛转悠扬曲折迂回，张弛

有度。“好花红”的歌词往往是七言八句，多运用比喻的手

法以物言情，歌词内敛含蓄、寓意深远，便于传唱，朗朗上口。

且具有浓厚的布依族气息，也是布依族曲调的典型代表。

4 华尔兹与“好花红”的结合探讨

华尔兹与“好花红”的结合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而

应挖掘其深层次且有内涵的意义与价值。在艺术表演的基础

上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民族舞蹈特

征机械地拼凑，而是在新时代现代化社会过程中立足于民族

文化的深厚基础。从而达到形神合一，让其成布依族体育文

化的一道特色的风景线。在布依族发展的民俗体育活动的同

时，将体育舞蹈中华尔兹舞步的融合将是布依族民歌和典雅

舞步之间的有机衔接，做好良好的结合同时也是有序完成华

尔兹与“好花红”的结合探讨的新的创新元素。近年来，随

着体育舞蹈在民间的普及化、大众化，也使得许多体育舞蹈

专业院校的师生和体育舞蹈退役选手创办的培训机构开始

对体育舞蹈进行本土化改编，在创编的过程中他们都更倾向

于将体育舞蹈融入中国民族元素，使其更好的在少数民族地

区传播和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在体育舞蹈融入中国民族

元素的过程中也创编出一系列出色地融合中国元素的优秀

剧目，使得创编各种形式的体育舞蹈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这样具有新形势的第一步的融合与创编也会逐渐向世界展

现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与具有国际化体育舞蹈的完美

接轨，使更多中国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被世人所了解，也体

现出中国大众化体育舞蹈运动水平的进步与发展。

4.1 音乐之结合
在优秀的剧目当中对音乐的选择丝毫不亚于舞蹈本身，

这有助于舞蹈选手抒发情感完美的演绎和区分各个舞种以

及弥补舞蹈动作的缺陷，舞蹈是看得见的音乐，音乐是听得

到舞蹈，这是富有灵魂的媒介 [3]。“好花红”是布依族经久

不衰的艺术瑰宝，有着悠久的布依族文化底蕴。“好花红”

在与华尔兹的结合需将其进行二次创作，这既能使“好花红”

保持接近于原著，又能使其节奏上与华尔兹的节奏完美的契

合。让华尔兹完美演绎“好花红”，让“好花红”更好地展

现华尔兹的魅力，使“好花红”与华尔兹成为一个良好的民

族体育衔接的统一体。

4.2 服饰之结合
舞蹈服饰因舞种、剧目表现内涵时代背景的不同，其

风格、款式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布依族蜡染久负盛名，其

蓝、青、黑、白几种色调尤为受年轻舞者的喜爱，因地区的

不同蜡染绘制的图案也不同，但均是以花、木、鸟、兽为主，

尤其以“布依蓝”清秀淡雅使得布依族蜡染更加富有韵味。

将布依族蜡染与华尔兹表演服装相结合更能突显布依族蜡

染的韵味，在此基础上富有布依族民族元素、图案等，这即

使舞服不失华尔兹原有的典雅又使其兼具布依族蜡染得清

新自然。

4.3 文化内涵之结合
华尔兹和“好花红”结合的过程中需要找到两者之间

连接的桥梁和契合点，“好花红”对新社会的赞美、对旧社

会的摒弃，是一种在抗争中自我革新、自我进步、螺旋式上

升、曲折中前进的精神文化，正好和华尔兹中的抗争文化不

谋而合。以华尔兹的抗争文化来演绎“好花红”的时代变迁，

演绎“好花红”经改革开放人民当家作主、百姓安居乐业欣

欣向荣的场景，让布依族和各民族之间更加加强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使体育舞蹈能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好的

发展下去，也使布依族文化瑰宝“好花红”能被更多的人们

所认识。

5 结论与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舞蹈更多的是走向大众健身，

怎样能让大众更通俗地理解到具有独特魅力的体育舞蹈。这

就需要对其进行符合当地民族特色以及风土人情审美的改

造，最好的改造不是改变它的本质，而是在其原有的基础之

上结合一些本土优秀文化，使其成为百姓大众喜闻乐见的一

种艺术形式和娱乐健身方式。也建议广大体育舞蹈教育者以

及爱好者充分挖掘本土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将其与体育舞

蹈有机结合，创造出更多的与其本土文化融合的新形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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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能更好走进大众，展现本土优秀民族文化，加强本

土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传播以及文化认同。论文将西南地区

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与体育舞蹈中的华尔兹相结合，尝试

探索一条适合少数民族地区体育舞蹈发展的特色之路，期望

能推动体育舞蹈在西南地区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民族体育舞

蹈的创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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