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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舞由誕生到現在，已經43年。最開
始時，此舞種乃因教學需要而被定名

為「敦煌舞」。談到敦煌舞的緣起，不能
繞過久負盛名的大型民族舞劇《絲路花
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這一作品的面
世，為創作者及觀眾打開了通往敦煌絢爛
世界的新大門。
「當時的中國舞協主席、著名舞蹈家吳

曉邦在舞協理事會上提出：『我們的舞蹈
已走到死胡同了，需要在座的中國舞蹈主
力能努力突破。』恰恰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末，大型民族舞劇《絲路花雨》這一經典
作品，在舞蹈這片土地上蹚出了一條新
路。 」高金榮回憶道，「《絲路花雨》引
起了舞蹈界極大關注，不少舞蹈界人士去
敦煌參觀、取材，多是從編導和創作舞蹈
的角度。當時我是甘肅省舞協主席，又是

一名舞蹈教育工作
者。我寫了一篇舞蹈
評論《絲國盛世舞婆
娑——談絲路花雨的舞

蹈創作》，同時思考如何在教
學上創建甘肅獨有的敦煌舞蹈體
系。我意識到，一個獨特的舞蹈流
派即將在甘肅形成，舞蹈教材、培
養人才、舞台劇目三者缺一不可。」

仔細考據 尋找「動律」
1979年9月初，高金榮第一次來到了敦

煌莫高窟，一個個洞窟去看壁畫、畫舞
姿，從建立教材體系、培養人才的角度出
發進行研究。在數次赴敦煌考察中，她繪
製了135幅以飛天為主的舞姿形象圖，為壁
畫舞姿形態的研究留下生動的紀錄，又寫

下了十餘萬字的筆記，在壁
畫舞蹈形象中尋找共性和規
律。
那麼，敦煌壁畫上的舞姿

到底有何特點？說起敦煌
舞，人們的第一印象就是飛
天，而飛天到底如何作舞？
這些舞姿又如何可以被復刻
到現實教學中，被活靈活現
地呈現在舞台上，成為一種
生動的藝術流派？
「我對敦煌壁畫舞姿的研

究，是從形象到形象，從靜
止到活動，所以研究的核心
是尋找『動律』，即風格特
徵。」高金榮說，她首先着手的是資料收
集，「一是壁畫舞姿的固態形象全面收
集，找出各朝代不同中的相同之處；二是
對敦煌史料的學習。」

打破常規編創教材
莫高窟在千年歷史長河中，不同時代的

壁畫、彩塑，有着不同的題材、特點和風
貌，也展示着不同時代、社會的審美標準
與風俗習慣。但是，不管哪個朝代的壁畫
舞姿，都有其共同的基本格調。在高金榮
看來，這不同中的相同，正是敦煌舞的獨
特風格。
「概括起來，敦煌壁畫舞姿的外部特徵

有：手的形態豐富多樣，纖細秀麗，富有
中國古典美。手臂柔曼、多彎。赤足而
舞，腳的形態為勾、翹、歪，位置十分豐
富，這是形成特殊舞姿的重要環節。體態
多為下沉，出胯衝身形成三道彎，有圓

潤、直角兩種類型（推胯、坐胯所形
成），也有多道彎的肢體曲線。多使用長
綢、腰鼓、琵琶等道具。」高金榮說。
從壁畫舞姿來看，敦煌古代樂舞風格呈

現西域舞蹈、中原古典舞和當地民間舞蹈
相結合的特色，這成為高金榮把握敦煌舞
風格的指導思想。她參考了中國古典舞、
西方芭蕾舞已成型的教學體系，打破常
規，「從頭到腳」解剖人體各個部位，並
以此來創編基本動作教材。提煉、整理出
的基本訓練部分有：呼吸、眼神、手勢、
手位、腳位、步法、跳轉、控制、飛天、
力士（男子）、舞綢、擊鼓（男子）以及
各種組合，並依據其形狀起了名稱。
教材創編完成，進行課堂教學時必須有

課程名稱，經過研討、思考，「敦煌舞」
就此問世。「我希望敦煌舞成為敦煌學研
究的一個分支，助力敦煌石窟藝術被更多
人所喜愛。」她說。

絲
路
文
化
展
現

絲
路
文
化
展
現
真真
善善
美美
的
靈
魂

的
靈
魂

敦
煌
舞
走
下
壁
畫

敦
煌
舞
走
下
壁
畫

飛
向
世
界

飛
向
世
界

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史學家於此追溯歷史，舞蹈家於此領悟舞

姿。舞從敦煌來，正是從這裏，「敦煌舞」走下壁畫，走入課堂，飛向

世界。發展至今43年的「敦煌舞」緣何而生？又是如何「由靜到動」創建教學

體系？在創新發展中，它如何見證古絲綢之路各民族文化交流？國家一級編

導、敦煌舞教學體系創建人高金榮說道，敦煌是中國的敦煌，也是人類的敦

煌；敦煌舞一招一式皆來自壁畫舞姿，是傳統的傳承，亦是當代的創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綜合中新社報道 圖：中新社、新華社

敦煌舞征服世界觀眾
「博採眾長」「不失自我」

��

◆◆蘭州文理學院藝術職業學院敦煌舞蹈蘭州文理學院藝術職業學院敦煌舞蹈
班學生表演敦煌舞教學劇目班學生表演敦煌舞教學劇目《《朝聖朝聖》。》。

◆敦煌舞備受各地民眾
喜愛，圖為「第五屆台
灣大學生敦煌文化研習
營」開營儀式上的舞蹈
展演。

◆舞劇《絲路花雨》的問世，引起了舞蹈界極大關注。

◆◆高金榮高金榮（（中中））為蘭州文理學院學生進行敦煌舞教學為蘭州文理學院學生進行敦煌舞教學，，示示
範指導動作範指導動作。。

◆敦煌壁畫
中的舞蹈形
象。

◆高金榮是敦煌舞教學體系創建
人。

◆《絲路花
雨 》 2017
年開始引入
來自「一帶
一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
的外籍專業
舞蹈演員參
與演出。

◆敦煌舞的演出足跡遍
布世界各地，圖為甘肅
省歌舞劇院演員在匈牙
利布達佩斯表演大型舞
劇《絲路花雨》中的經
典片段《飛天散花》。

在研究敦煌舞的過程中，高金榮不
斷切近敦煌的文化與歷史。在她看
來，敦煌作為絲路上的咽喉重地，其
特有的地域、歷史、文化等，促成了
敦煌石窟藝術具有多元的人類文化因
子。它們和諧地融為整體景觀：有中
華文化輝煌之燦爛；有印度河流域藝
術之優雅別致；有西域文明之絢麗雄
健；也有其他民族的奇風異彩。「所
以說敦煌是中國的敦煌，也是人類的
敦煌；敦煌是中國的文化，也是世界
的文化。」
在此土壤上誕生的敦煌舞，天然具

有着「多元融合」的藝術因子，展現
出各種文化間的碰撞與交流。「例
如，印度舞手勢和敦煌舞手勢，也可
發現有的手勢形態基本相同，如敦煌
舞的『開三指』與印度舞的『靈巧手
勢，都是單捏指形成的姿態。這個手
勢在泰國、緬甸等佛教國家的舞蹈中
也常用。在龜茲壁畫中，更有不少舞

姿的手形與此手勢相似。」高金榮
說，「又例如敦煌舞中的『交叉式後
踏步』，即踏步時膝蓋外側，支撐腿
略彎曲，給人以吐氣、下沉、鬆弛的
特殊美感。這種動作，只有在印度古
典舞和印度壁畫中見到。顯然，這是
印度佛教石窟藝術對敦煌壁畫舞姿的
影響，是印度古典舞和中國舞蹈藝術
相結合的典型形象。」
在編創敦煌舞教材時，其一舉一

動、一招一式，高金榮都以壁畫舞姿
為依據，並完全遵循敦煌的歷史，遵
循「三結合」（西域、中原、地方舞
蹈）的動律特徵，廣泛吸收相關民族
的風格特色。「如武威民間舞蹈滾
燈、藏族的傳統儀式、蒙古族的豪邁
氣質、朝鮮舞的呼吸方式和回族舞的
起伏動律等。」她說，敦煌舞雖從經
歷了歲月淘洗的壁畫上來，是對傳統
文化的繼承和弘揚，但放在當代創作
者的手上，又是切合當下的新創造。

敦煌舞天然「多元融合」
編舞需傳承又創新

通過教學、大型舞劇演出等，敦煌舞「走
下壁畫」，走向世界。敦煌舞吸引海內外觀
眾喜愛的原因是什麼？未來又如何在兼容並
蓄的發展中保留其精髓呢？
「1981年、1983年、1986年，我帶着學

生到敦煌、北京等地演出，敦煌舞被更多人
所了解和喜愛，也得到了季羨林、常書鴻、
唐長孺、潘絜茲等敦煌學家的肯定。如今的
敦煌舞，添加了很多現代元素，進行多方面
融合吸收，但萬變不離其宗，它是來自敦煌
壁畫舞姿，這個宗旨是不變的。」高金榮
說， 「季羨林先生曾說，敦煌舞一定能走
出蘭州，走向全國，走向世界。40多年來，
敦煌舞的演出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我也受邀
前往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韓國等地授課
講學、擔任舞蹈比賽評委、開工作坊，或者
帶着學生演出交流。在外國人心中，敦煌藝

術是真正的、純粹的『東方魅力』。」
她認為，隨着「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深

入，針對「絲綢之路」樂舞文化形態的研
究，有了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敦煌舞因
源於敦煌壁畫舞姿風格而有特色，因有莫高
窟的神韻而有魅力，因有真、善、美的靈魂
而有無限生命力。我希望敦煌舞在舞蹈行業
中能有明確的定位、定義，落實其性質。更
希望嚴格審定真正具有敦煌精神且風格準確
的教材，能夠普及、傳承敦煌舞蹈藝術強大
的獨特風格。未來，敦煌舞的教學創新和傳
承，我認為要像自然科學一樣踏實研究，正
如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和莫言在對話中所
說的一樣，要做研究，就要做到『真情、妙
悟、鑄文章』。敦煌舞是民族的、中國的，
我們要包容開放、博採眾長，更要不失自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