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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Mongolian culture, creators must change their thinking and take reasonabl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ongolian dances if they want to maintain artistic vitality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nal-
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dance ar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reative strategies and innovative strategies of Mongolian 
dance, and strives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Mongolian dance creativ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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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舞蹈的创作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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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集中表达，创作者要想使蒙古族舞蹈在新时代保持艺术生命力，就必须转变创作思路，并采取合理的策略
推动蒙古族舞蹈实现发展与创新。因此，论文主要在分析蒙古族舞蹈艺术特征的基础之上，探讨蒙古族舞蹈的创作策略以及
创新策略，力求为蒙古族舞蹈创作编导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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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蒙古族舞蹈是中国一种重要的民族舞蹈艺术形式，其创

作和创新正日益深受社会各界重视。如何使蒙古族舞蹈在新

时期绽放全新光芒，成为许多舞蹈创作编导应深入思考的问

题。认识蒙古族舞蹈的艺术特征，结合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

并考虑时代及舞台艺术的要求，是蒙古族舞蹈创作和创新的

基本思路。

2 蒙古族舞蹈的艺术特征分析

蒙古族舞蹈可大致分为以“安代”为代表的自娱性民间

舞蹈、以“萨满舞”为代表的宗教性舞蹈及以“筷子舞”为

代表的表演性民间舞蹈三类。由于这三类蒙古族舞蹈均来源

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反映出蒙古族的独特文化，因而在艺

术特征上具有以下共性。

2.1 开放包容

蒙古族舞蹈来源于群众，创作、表演和发展蒙古族舞蹈

的主体众多，且不受外部条件的限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

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群众均可参与蒙古族

舞蹈之中 [1]。基于蒙古族舞蹈的这种全民参与性，对于参与

主体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情感表达需求和舞蹈表现方式，

蒙古族舞蹈在创作和创新时并非以简单肯定和否定的态度去

对其进行取舍，而是以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心理去综合它们。

因此，蒙古族舞蹈首先具有开放包容之特征。

2.2 奔放豪爽

舞蹈艺术是人类最早用于表达自身情感的手段之一，历

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舞蹈艺术早已烙

上文化印记，承载着独特的文化 [2]。蒙古族舞蹈是蒙古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反映出蒙古族的文化特性，与此同时，蒙古

族舞蹈中不仅寄托着创作者的情感，而且还包含着表演蒙古

族舞蹈者融入其中的情感，可以说，蒙古族舞蹈的每一次表演，

都是对其进行的再创造与创新。由于蒙古族人民大多生活在

草原地形区，因而他们对草原和草原动物有着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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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各种民族艺术形式中内蕴对于草原风光的赞颂，因此具

有奔放豪爽的特征，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反映出蒙古族人

民的勤劳坚韧和向往自由的美好品格。

2.3 动作明快

艺术文化来源于生活，蒙古族舞蹈来源于蒙古族人民的

生活。蒙古族人民大多以畜牧为生，牛、羊、马与其相伴一生，

因此在创作舞蹈动作时，蒙古族人民也喜欢采取模仿草原动

物的方式，比如，通过观察和模仿骏马动作并在此基础上作

出各类变化形成的马步等舞蹈动作，这些舞蹈动作刚毅有力，

造型生动，节奏清晰，动作轻重缓急变化之间宛如骏马奔驰、

雏鹰翱翔。与此同时，蒙古族舞蹈表演者在表现这些动作时，

可以灵活处理肩部、胸部动作及眼神，呈现出明快之感。

3 创作蒙古族舞蹈的具体策略
3.1 结合蒙古族音乐

音乐艺术和舞蹈艺术两者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

系，《尚书·尧典》记载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之况，其中“击

石拊石”就是敲击石磐演奏音乐，“百兽率舞”就是扮演成

百兽的舞蹈队伍随着石磐音乐声而起舞，足见音乐与舞蹈密

切相关。由于音乐艺术首先调动的是人的听觉，而舞蹈艺术

首先调动的是人的视觉，然后欣赏音乐或舞蹈者再从这听觉

或视觉出发展开联想，因而将音乐艺术与舞蹈艺术结合起来，

不仅不会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而且还能将两种感官知觉结

合起来，能更为有效地激发欣赏者的想象和心灵共鸣 [3]。因此，

在创作蒙古族舞蹈时，必须结合蒙古族音乐，深入了解蒙古

族马头琴等民族乐器在表现音乐元素方面的特征 [4]。创作者

应仔细分析蒙古族音乐在旋律、节奏、音高变化等方面的特

征，并使舞蹈律动符合蒙古族音乐元素，让身体各部分的舞

蹈动作都与音乐元素相符，以此获得“舞曲相融”的理想效果，

让舞蹈的情感表达功能得到凸显，促使蒙古族舞蹈的艺术感

染力得到增强。

3.2 结合蒙古族服装和道具

舞者在表演舞蹈时，往往会结合舞蹈的具体风格和在舞

蹈表演过程中具体所扮演的人物选择服装，借助服装来更好

地通过舞蹈塑造人物、烘托环境气氛并还原情感意境。与此

同时，服装由于具有图案、色彩等视觉元素，因而能给观众

带去更直观的感受，让观众对舞蹈表演形成更深刻的印象。

蒙古族舞蹈的表演服装一般为蒙古族特色服装，为与时代发

展保持同步，当前许多蒙古族服装中都已具备现当代元素，

为蒙古族舞蹈表演者和蒙古族舞蹈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和更大的发挥空间。编导在创作蒙古族舞蹈时，应将服装也

作为重要的创作影响因素加以考虑，选择最适合的服装来呈

现舞蹈，同时结合服装特征来设计舞蹈动作和舞蹈的文化背

景，进一步丰富舞蹈创作内容。此外，编导还需注意筷子、

哈达等蒙古族特色舞蹈表演道具在蒙古族舞蹈创作中的应用，

以此更好地呈现舞蹈作品的内在意境、舞蹈作品中的人物形

象及情感传达 [5]。

3.3 考虑舞台艺术具体要求

当前，蒙古族舞蹈表演已不再只局限于民间，而越来越

多地在舞台上进行展示，成为一种舞台艺术。为此，在创作

蒙古族舞蹈时，也必须考虑舞台艺术的各类元素及具体要求，

只有结合舞台灯效、舞台妆容、舞台布景等多方面舞台元素

来进行蒙古族舞蹈创作，蒙古族舞蹈表演才能真正登上舞台

并取得良好的表演效果，舞台在渲染气氛、增强艺术感染力

方面的突出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凸显，蒙古族舞蹈才能带给欣

赏者以强烈的审美感受。蒙古族舞蹈创作者必须深入思考希

望通过蒙古族舞蹈抒发的情感、呈现的意见以及表达的思想，

然后再探寻舞台元素与这些内容之间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上

进行综合创作，打造出真正适合蒙古族舞蹈表演的舞台，与

此同时让蒙古族舞蹈动作更具舞台表现力。比如，可以借助

舞台布景来还原蒙古族舞蹈中的环境，可以通过变换舞台灯

效来反映人物心理变化等，在具体的舞台布景和舞台灯效中，

蒙古舞动作也应有所变化，这些都是创作者需要进行全方位

考虑的内容。

4 创新发展蒙古族舞蹈的策略

要想实现蒙古族舞蹈的发展与创新，最重要的是把握好

“度”，充分保证创新活动兼具民族性和时代性。为此，一

方面需传承蒙古族文化和蒙古族舞蹈独特风格，另一方面则

需要在蒙古族舞蹈中融入具有时代气息的舞蹈元素以及其他

民族舞蹈中与蒙古族舞蹈契合的动作和情感表达语汇。此外，

还应推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蒙古族表演，以此扩大创新主体。

4.1 深入理解并在蒙古族舞蹈中传承蒙古族文化

蒙古族舞蹈是蒙古族文化的集中反映，因此在创新发展

蒙古族舞蹈时，必须结合蒙古族传统文化展开思考。传承是

创新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创新发展蒙古族舞蹈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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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传承蒙古族舞蹈及蒙古族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才能充分

保证创新的民族性、保证创新成果符合民族心理。因此，蒙

古族舞蹈编导需要深入理解蒙古族优秀文化内涵，包括蒙古

族的历史、蒙古族的人文风俗、蒙古族的生活习惯等多方面

内容，并对传统去伪存真、去劣取优、去粗取精，以此充分

保证蒙古族舞蹈创新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为了达成这

一目标，蒙古族舞蹈创作编导可以请教研究蒙古族文化的专

家与学者，了解蒙古族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蒙古族聚

居区开展实地考察活动，了解蒙古族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蒙古族文化的传承现状以及不同聚居区的特色文化习俗，以

此充分提炼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特色及文化心理，从而在蒙古

族舞蹈创作中传承蒙古族文化，以此保证蒙古族舞蹈沿着正

确的方向实现创新发展。

4.2 坚守蒙古族舞蹈独特的艺术风格

对于艺术形式的创新发展并不意味着摒弃和抹杀旧有风

格，而是以全新方式完成旧有风格的表达，使旧有风格更具

时代气息，从而更好地展现其艺术魅力。因此，蒙古族舞蹈

创作编导应坚守蒙古族舞蹈独特的艺术风格，回归蒙古族舞

蹈的创作原点、回归历史上蒙古族人民观察和模仿草原动物

来创作舞蹈动作的方式。同时，创作者应在这一过程中融入

具有时代气息的全新舞蹈元素，运用更具现当代意味的舞蹈

技法来表现蒙古族舞蹈动作、舞步，从而让蒙古族舞蹈更易

学习和推广 [6]。在坚守蒙古族舞蹈自身独特艺术风格的前提

下，还可以从民族舞蹈融合的角度展开思考，结合其他民族

舞蹈的特色表现形式和动作使蒙古族舞蹈动作和情感表达语

汇得到丰富。为此，蒙古族舞蹈创作者可以借助蒙古族音乐

来考察其他民族舞蹈与蒙古族舞蹈的契合性，选择符合蒙古

族音乐的其他民族舞蹈动作来丰富蒙古族舞蹈。

4.3 开展丰富多样的蒙古族舞蹈表演活动

正如前文所言，蒙古族舞蹈中不仅包含着初创者的情感，

同时还包含着后续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融入其中的情感，因

而对于蒙古族舞蹈的每一次表演，在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对

其进行创新。为此，可以开展丰富多样的蒙古族舞蹈表演活动，

推动更多群众参与蒙古族舞蹈表演，扩大蒙古族舞蹈创新队

伍，发挥蒙古族舞蹈开放包容的艺术特征，对不同表演者在

表演过程中融入其中的情感进行综合，兼容并包，以此推动

蒙古族舞蹈实现发展与创新。为此，需要将草原表演与舞台

表演两种蒙古族舞蹈表演形式结合起来，开展多层次的蒙古

族舞蹈表演比赛，以竞争促创新，让群众在参与比赛的过程

中完成自主创新，然后再由舞蹈专家对其作品进行完善。

5 结语

总而言之，需要全面认识蒙古族舞蹈开放包容的内容特

性、奔放豪爽的精神特征以及明快的动作特征，结合蒙古族

音乐、服装及舞台艺术的具体要求创作蒙古族舞蹈作品，并

通过在传承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坚守蒙古族舞蹈风格的基

础上吸收具有时代气息的舞蹈元素及其他民族的舞蹈动作，

并开展丰富多样的蒙古族舞蹈表演活动等策略推动蒙古族舞

蹈实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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