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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和音乐关系的探讨

在全国舞蹈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舒泽池·1985 年 10 月·南京）

舞蹈与音乐的关系，包括舞蹈作品中舞蹈和音乐的关系，创作过程

和欣赏过程中舞蹈和音乐的关系，这是我们从事舞蹈创作的同志——包

括舞蹈家和作曲家，所共同关心的。现在谈一谈我在从事舞蹈和舞剧音

乐创作过程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体会和探索，请舞蹈界和舞蹈音乐

界同行们指正。

一、关于舞蹈与音乐一般关系的探讨

舞蹈艺术，作为一种综合艺术，一般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文学性；同

时，它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关系也很密切，有人称它为“造型艺

术的第三种形式”。而舞蹈和音乐，则是关系最亲密、结合最紧密的，

它们之间有着特殊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舞蹈和音乐的艺术本质来看。我们都知道音乐是时间艺术，

舞蹈除了造型艺术的一面外，也是时间艺术，它们都是表现一个连续的、

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中断，不能逆转，也不能伸长或压缩，否则

艺术形象就会有很大改变。音乐是靠音符的连续，舞蹈是靠动作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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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是以节拍和节奏组织起来、连贯起来的。这是很重

要的一个共同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是舞蹈和音乐的表现特点，二者都是长

于抒情，拙于叙事，更拙于论理，也就是说都不擅长于表现抽象的概念。

舞剧《红色娘子军》表演上政治课，只有在黑板上写口号，靠的是文字。

舞蹈和音乐又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音乐更明显些，舞蹈其实

也同样。例如各地都有花灯舞蹈，同样或类似的扇子动作，完全可以用

来表现不同的内容。这些，就使得舞蹈和音乐在表现的内容、标题、角

度和手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因素。

上面谈到的是共同性。两个事物如果光有共同性，相同或相似的地

方很多，还不一定就有互相结合的必要和可能。舞蹈和音乐在上述共同

性的基础上，还具有互补性，那是因为音乐是听觉艺术，是看不见的，

舞蹈是视觉艺术，是听不见的，在一个舞蹈作品中这两方面恰好互相补

充：音乐成为舞蹈的声音，舞蹈成为音乐的形象，同时出现、同时进行，

它们的结合，真是再自然不过了。

再从欣赏过程看。这里又要说到舞蹈和音乐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

们都是表演艺术，都必须经过二度创作——“殊途同归”于欣赏者的感

官，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新的“质”，不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不可

逆转的。欣赏者感受到的是舞蹈和音乐的综合，而不是单纯的形体动作

和音乐音响。这个过程很容易被忽视，但是也很容易验证：只要把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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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舞蹈节目的电视机的音量关掉，屏幕上的舞蹈动作立即失去韵律和

魅力，甚至变成难以理解或者滑稽可笑的——总之，给你的印象立刻改

变了。这就证明了舞蹈和音乐在欣赏过程中是怎样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第三，我们再从舞蹈和音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关于舞蹈和音乐

的起源，很多学者都有专门的研究。看来无论中国、外国，都是歌舞不

分家，音乐脱离舞蹈成为独立艺术，是后来的事。从舞蹈发展史上还可

以看出，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舞蹈和舞蹈音乐都是共同发展、共同

提高、共同繁荣的。我们看看芭蕾舞剧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知道，一百多

年以前的芭蕾舞剧，音乐的地位是很低的，音乐是舞剧演出中的一个附

加的、辅助的因素。作曲家的任务，仅仅是用一些顺手拈来的音乐材料

填充预定的节奏图式。不但一部舞剧作品的各个舞曲可以随便颠倒，任

意编纂，就连不同的舞剧中的舞曲也可以随意“挪用”。这样的舞剧音

乐，当然比较浮浅、外在，没有个性，难怪许多大作曲家不屑为之。其

实那时的舞剧，与二十世纪的舞剧相比，也是比较浮浅、外在，没有个

性。音乐与舞蹈的发展水平是大体平衡的。二十世纪的舞剧艺术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在表现的深度和艺术的完美两个方面，取得了与

其它姐妹艺术同样崇高的地位。同样，二十世纪的舞剧音乐，也进入了

成熟的发展时期，不再是“二流”的体裁，取得了与交响乐、大歌剧并

驾齐驱的地位。二十世纪的重要作曲家，也很少没有涉足舞剧音乐领域

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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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舞蹈音乐的发展程度，是整个舞蹈文化水平发达程度

的重要标志。这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来讲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

讲也是如此。我想，这是不会有例外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粗浅分析来看，舞蹈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大

概是不会有疑问的了。但是对于舞蹈与音乐关系的观念的表述，还是可

以进一步研究的。就我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到的关于舞蹈与音乐关系的观

念的表述，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我称它为“服从说”，明确地提出“音乐服从舞蹈”，这是曾

经明文写在“样板戏”经验总结里的。我觉得这种观念理论上是荒谬的，

实践中是有害的，应该予以抛弃。现在仍坚持这种说法的人已经很少了，

但是在实践中有时还会感觉到它的影响。

第二种可以叫做“灵魂说”，即“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这句话反映

出对于舞蹈音乐的重视，应该说是观念上的一个进步。但是如何理解“灵

魂”两个字呢？如果从“有形”、“无形”意义上看，因为音乐是“无形”

的，舞蹈是“有形”的，所以把音乐称为“灵魂”，这是可以的。但是

如果从“形式”、“内容”意义上看，就未必妥当。因为音乐这个“灵魂”

确实表现内容和情感，但也有“躯壳”——即形式；而舞蹈显然不仅是

“躯壳”，也是表现内容和情感的——也有“灵魂”。所以这种说法有些

含混不清。

第三种可以叫做“孪生说”，即是说舞蹈和音乐好比是双胞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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孪生姐妹或孪生兄弟。如果从舞蹈和音乐两个艺术门类的关系来说，确

实可以那样比喻，但是从创作过程和具体作品来说，却不能这样讲。因

为即便是双胞胎，也有个“争强斗胜”的问题，谁“服从”谁的问题，

这是容易引起误解的。

以上三种观念，各有不同，有的似乎还很对立，可是却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以将舞蹈和音乐分离的观点来看问题，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

衡量孰轻孰重。

当然，譬喻总是蹩脚的。一定要说的话，我认为，在舞蹈作品的创

作过程中，舞蹈和音乐的关系，它们应当是—— 一条轨道的两根平行

的钢轨；它们共同担负着一个功能：运载着舞蹈艺术的车厢、列车前进。

显然，两根钢轨必须是平行的，一高一低不行。

显然，任何一根钢轨的质量低劣，都将使列车倾复，或行之不远。

显然，没有一个工程师或施工者，会只注重一根钢轨的质量，会用

损伤一根钢轨的办法，去加强另一根钢轨。

我想对我的编导朋友说：你想创作一个好舞蹈吗？真想还是假想？

真想的话你先努力获得一个好音乐吧！有了好音乐，你的舞蹈有可能搞

好；没有好的音乐，你的舞蹈肯定搞不好。

我还想对我的编导朋友说：你关心你的舞蹈的命运吗？真关心还是

假关心？真关心的话，你会以更多的精神去关心音乐的命运，去关心音

乐写得怎么样，奏得怎么样（或者还要加上：录得怎么样）；如果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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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关心你的舞蹈音乐甚至超过了作曲者本人，那么我相信，你是真心

关心你的舞蹈的命运的。这时，我就能满怀希望地预祝你的舞蹈获得成

功！

二、关于创作过程中舞蹈与音乐关系的探讨

在创作一部舞蹈（舞剧）作品的过程中，舞蹈创作和音乐创作的关

系应该怎样摆？谁先谁后？谁轻谁重？应该是为舞蹈“配乐”呢，还是

为音乐“编舞”？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一个对于舞蹈作品的创作过程的

本质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

我对于这个创作过程的本质的理解是：这是双方创作者（舞蹈和音

乐创作者）以不同的手段（舞蹈形体动作和音乐音响）共同塑造一个完

整的艺术形象。如果双方创作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不同，认识不同，表现

手法不同，风格不同，舞蹈和音乐各自塑造各自的艺术形象，睁开眼看

是一回事，闭上眼听又是一回事，作为整体的舞蹈（舞剧）作品，就不

会获得成功。

因此，我认为舞蹈（舞剧）创作过程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双方创作

者如何取得创作思维的一致性。除了对于作品的选材、立意和表现角度

必须首先取得一致认识以外，还必须在以下五个方面，尽可能地求得认

识一致。那就是：

1、形象。（其中最主要的是主题形象，即基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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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律。（节拍，节奏，速度，韵律感）

3、情感。（情绪，气氛）

4、风格。（格调，色彩）

5、结构。（包括段落安排，比例，相互关系，长度，联接）

从作品的整体，到段落，到局部，到细节，都必须尽可能地取得上

述五个方面的创作思维的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形象和结构：形象是

否准确，结构是否合理。

作为舞蹈（舞剧）的编导，脑子里要随时有音乐，不但要有音乐的

形象，而且要力图运用音乐的思维来推动舞蹈，寻求舞蹈思维和音乐思

维的“交会点”。要理解到只有好音乐才会有好舞蹈，提高音乐质量就

是提高舞蹈质量，尊重音乐就是尊重舞蹈本身。一位好的编导的舞蹈构

思，是与音乐构思分不开的；音乐构思是包含在他的舞蹈构思里面，而

不是附加在舞蹈构思之外。

作为舞蹈（舞剧）音乐的作曲者，应该在观念上明确这是在与舞蹈

家共同塑造一个艺术形象，这和单独创作纯音乐作品是不同的，必须考

虑音乐形象与舞蹈形象的“同步”、“重合”的问题。尤其是舞剧音乐作

曲家，更是必须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整个舞剧的创作思维之中，可以说

舞剧编导所构思、所考虑的一切，都是舞剧作曲家应该考虑或了解的。

然后才能进入音符的写作。

因此我认为，“编舞”或“配曲”的说法，都是不确切的。至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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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谁后的问题，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可以有两种主导型：舞蹈家主导型和

作曲家主导型。前一种是大量的——舞蹈家先提出设想和初步构思，鼓

励、激发作曲家的创作热情。后一种是较少的——作曲家的的音乐作品

打开了舞蹈家创作激情的心扉，使他愿意以舞蹈的形象来表现作曲家的

乐思。我认为这两种创作方式都是合理的，可行的，在舞蹈创作史上都

有成功的先例。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必须强调是共同创作一个作品，强

调双方创作思维的一致性。

如果能够这样，在创作同一个完整艺术形象的过程中，舞蹈构思和

音乐构思，舞蹈创作者和音乐创作者，不但不会互相冲突、互相牵制，

而且能够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达到共同的完美。

三、充分发挥和理解舞蹈音乐的表现功能

舞蹈音乐的表现功能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研究。这

是提高我国舞蹈（尤其是舞剧）水平，特别是创作思想深刻、感情细腻、

有长远生命力的作品时所必然要面临的、不可能绕开的重要问题之一。

这是作曲家和舞蹈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作曲家的任务在于构思和写

作时如何充分发挥舞蹈音乐的表现功能；舞蹈家的任务在于如何充分理

解——并在舞蹈中充分体现——舞蹈音乐的表现功能。

舞蹈音乐的表现功能涉及方面很多，我着重只想提出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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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声功能。

这是表现功能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目前舞蹈音乐创作中最薄

弱的。在许多舞蹈音乐作品中，和声的运用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表现功能

领域，仅仅作为加厚音响、巩固调性的手段。也可以说，基本上局限在

古典功能和声领域之内，对于浪漫派和声的表情作用，印象派和声的色

彩作用以及若干现代派和声的张力作用，很少运用。因而和声单调、贫

乏、苍白无力，在作品中作用消极，缺乏表现力，更不用说细腻、精微

的表现了。对于舞蹈编导，当然不用要求对和声技法有细微具体的了解，

但是希望编导们提高对于和声作用的认识，增强对于和声的敏锐感觉，

逐渐体会到和声的各种变化对于表现内容以及舞蹈感觉的影响，是大有

好处的。

第二，节奏功能。

节奏是音乐的、也是舞蹈的骨骼，是将音乐和舞蹈融合在一起的共

同因素。按理说，节奏（包括节律、韵律）应是舞蹈家们最精通、最敏

感、最有想象力的领域，但在实际创作中，似乎有时也重视不够、想象

不够，甚至马马虎虎、没有要求，尤其是未能从表现功能的高度来认识。

其实有时候同一个旋律片段，仅仅是伴奏织体的节奏不同，表现内容就

会有很大改变，更不用说节奏在其它方面的运用了。这里特别应该提到

的是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春之祭》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

使得节奏在音乐中不再处于背景地位，节奏不但成为音乐发展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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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取代旋律与和声，成为音乐表现和结构的基础。这种关于节奏的新

观念（其实不新，《春之祭》七十多年前就上演了），还有待我们的舞蹈

家和作曲家去研究、探讨，开拓我们的思路。

第三，色彩功能。

这里主要指配器的音乐色彩。比较起来，对于这方面的重视好一些，

有不少舞蹈音乐总谱还是重视色彩的运用的。但是也有许多运用得不够

细腻，不够自觉，同样的也是没有有意识地将音色色彩的变化，与表达

的情绪、气氛、情感联系起来，更多地只注意到色彩在突出民族风格、

地方风格方面的作用，从表现功能上考虑较少。

第四，结构功能。

音乐上的曲式，不仅是形式，不仅是外壳，而且具有一定的表现意

义。这是由于音乐是时间艺术的本质所决定的。同样的材料，如果组接

方式不同，结构比例不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就会有很大差别。音乐结

构的核心问题，是把握音乐材的重复和变化的辨证关系，即把握变化的

“质、量、度”。虽然现在即使纯音乐写作中都有人主张不要曲式，但

是从一般的实践来看，尽管舞蹈（舞剧）的结构千变万化，将它的音乐

纳入曲式和曲式原则的轨道，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我觉得尤

其要注意的是作品的大结构，要培养准确敏锐的比例感，并细心体察结

构变化对表现内容的影响。

以上总括起来，是要重视和加强舞蹈音乐写作中的立体思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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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单线条思维，以提高舞蹈音乐的表现力，特别是表现人的情感的能

力。

我在这里没有着重提出旋律功能来讨论，并不是说旋律功能不重要，

也不是说目前舞蹈音乐中旋律功能发挥得很好。我感觉一个明显的问题

是：歌谣体太多，重复几遍，移个调，就算完了，并没有充分发挥旋律

的表现功能。尽管世界各国民族都是歌舞同源，现在也依然载歌载舞，

但是我认为舞蹈音乐的本质是器乐，应该加强舞蹈音乐写作中的器乐思

维，包括器乐化的旋律写作。

四、关于舞蹈家与作曲家关系的探讨

创作一部成功的舞蹈（尤其是舞剧）作品，离不开舞蹈家和作曲家

的亲密合作。为使亲密合作成为可能，关键在于舞蹈家和作曲家对于共

同塑造的艺术形象，能够在创作思维上达到一致。舞蹈家和作曲家在创

作中各种矛盾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创作思维未能达到一致。而未能达到

一致的原因，则是和舞蹈家与作曲家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联

的。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发展中国的舞蹈（舞剧）事业的共同目标，舞

蹈和作曲家都有着提高一般文化素养的任务，和相互学习对方艺术规律

的任务。

舞蹈家和作曲家都各有自己的博大精深的专业天地，当然必须认真

加以研究。但是，提高一般文化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我这里强调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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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二字，也就是陆游诗中所说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意思。

照我看来有许多舞蹈作品的失着，并不在于专业的技巧上。我们应当将

着眼点尽量从“微观”拔出来，增强“宏观”的认识水平。作品的成败，

往往首先在于选材、立意、角度和样式。舞蹈家和作曲家都应尽量学习

迅速而准确地捕捉形象、把握结构、构成风格的能力。所谓“创作思维

的一致性”，首先就是这三方面的思维的一致性。

舞蹈家和作曲家都应该相互学习对方的艺术规律，这样合作时的共

同语言就会多一些，相互理解就会深一些。问题在于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我认为重要的还不在于学习对方的专业理论知识（这当然也必要），更

重要的在于提高对于对方艺术的感受能力和鉴赏水平，对于创作人员来

说，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最后，想从组织上说一点关于舞蹈音乐的地位问题。舞蹈音乐是舞

蹈艺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舞蹈家们开会讨论艺术问题时是经常把

作曲家撇在一边的（这次舞蹈创作会议邀请作曲家参加是一大进步），

舞蹈音乐又是音乐体裁的一种，但是音乐家协会的议事日程里也很难得

有它的地位。我看舞蹈音乐有点象童话中的蝙蝠，鸟儿说它是兽，可是

兽呢？说它是鸟，都不承认它，弄得无可归宿。我想，这种现象是不正

常的，是不应该长久继续下去的。

音乐在舞蹈（舞剧）中的作用，远比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重要。可

是电影家协会中，吸收许多电影音乐作曲家入会，并成立了电影音乐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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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刊物，开年会，研究提高电影音乐水平，以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

相比之下，舞蹈家协会对音乐家就不够重视了。舞蹈家协会也应当吸收

舞蹈音乐作曲家和指挥家入会，并组织研究舞蹈音乐的学术机构，以促

进舞蹈音乐的发展。

只要舞蹈家和作曲家共同携手，共同努力，中国舞蹈（舞剧）音水

平的提高，也就是中国舞蹈（舞剧）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指日可待的。

（发表于《舞蹈论丛》1986 年第 1 期，收入《全国舞蹈创作会议文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