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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 乐

分析电影舞蹈编导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实践和探索

近些年国内电影中可以发现，舞蹈

已逐渐成为电影主题表达、故事情节推

动、人物情感传递等的重要表现形式。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融合影像、声

音、表演等多种艺术元素，通过“画面+声

音”的叙事手法，讲述故事情节，在充分

展现艺术家创造力的同时，引发观众对

人生、社会、人性等问题的思考，以其独

特的叙事能力、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

电影与舞蹈同属于视觉、动作、听觉等多

种知觉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这为二者的

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二者的“跨

界”融合也为各自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

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现

代电影创作中涉及的舞蹈元素日益多样

化，舞蹈已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抒发人物

情感、烘托环境氛围的重要表现手段，既

可以丰富电影内容和表现手法，促进舞

蹈设计和表演进步，也能够推动内含在

电影和舞蹈中文化内核的传承和传播。

一直以来，舞蹈编导作品在电影中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影片情节的重

要推动者，能够为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

的双重享受。国产电影《热烈》、韩国电

影《摇摆狂潮》、美国电影《芭比》等中出

现的舞蹈画面、舞蹈动作编排等，既丰盈

着整个电影故事情节和人物情感表达，

也丰富着电影制作的视听体验。其中，

电影《热烈》围绕“励志”“青春”“喜剧”等

关键词，将青春叙事与舞蹈艺术相结

合。借助舞蹈进行故事讲述与情感建

构，完成从“疼痛”到“热血”的叙事革

新。舞蹈编导通过编排和设计舞蹈动

作，以身体语言的形式表达情感、故事和

主题，而电影则通过影像、音乐、剧本等

元素来完成情感叙事。舞蹈动感效果与

电影镜头语言的相互交织，在为影片增

添独特视觉元素和节奏感的同时，以现

代化的审美理念和表达形式，传递出电

影和舞蹈中所承载的思想文化内容，进

而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电影

舞蹈编导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实践和探

索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涉及对舞蹈艺

术的深刻理解、对文化传承的尊重，以及

对创新的不懈追求。

挖掘文化元素，丰富艺术创作内

容。电影舞蹈编导能够从文化中汲取灵

感，将文化元素融入舞蹈作品中，创作出

更具镜头感、更符合电影主题的舞蹈画

面，呈现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艺术风

格。电影舞蹈编导在挖掘文化元素，丰

富艺术创作内容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其不仅是电影制作的关键一环，更

是连接电影、舞蹈、文化和观众之间的桥

梁。他们深入民间，寻找那些被遗忘的

舞蹈形式和舞蹈元素，借助电影这一载

体将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和舞蹈内容重

新呈现给观众，既能够带领观众深刻感

受舞蹈艺术的魅力，也可以更好地传承

与发扬传统文化。与此同时，电影舞蹈

编导除了需要具备深厚的舞蹈功底和创

编能力外，也需要对电影表现手法和形

式有一定的了解，进而有意识地从文化

中汲取创作灵感，捕捉舞蹈创作元素，在

准确把握舞蹈节奏、动作和韵律的基础

上，将具有文化内涵又极具艺术感染力

的舞蹈作品巧妙融入电影镜头中。此

外，舞蹈能够讲述故事，传递情感，塑造

人物。通过舞蹈编导，将文化元素与电

影情节、角色性格相结合，将蕴藏文化元

素的舞蹈作品融入电影故事情节中，将

精湛的舞蹈技艺、广泛的文化视野和出

色的叙事能力相融合，使观众在欣赏舞

蹈的同时，能够理解故事的主题和深层

含义，为观众献上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

宴，推动电影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创新文化传承方式，丰富艺术创作

表达。一方面，电影舞蹈编导在文化传

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深入研究

各种舞蹈形式、风格和技巧，将传统舞蹈

元素融入电影作品中，使观众能够感受

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舞蹈编导需

要与音乐、视觉艺术等其他艺术形式相

结合，形成更加丰富和独特的创意作

品。这种跨界合作不仅延伸了舞蹈艺术

的表现空间和时间维度，也促进了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电

影舞蹈编导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手法和表

现形式。通过设定非常规的题材，利用

舞蹈表达宇宙、人类历史、现代科技等或

抽象或具体的主题，带给观众全新的视

觉和心灵体验。此外，电影舞蹈编导需

要注重细节把控和风格凸显，在舞蹈编

排和创作中，牢牢把控舞蹈艺术细节，突

出舞蹈内容的丰富性，在丰富舞蹈艺术

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提升舞蹈艺术的观

赏性。

立足优秀文化，挖掘舞蹈编导题

材。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其

中都蕴含着许多舞蹈创作元素。电影舞

蹈编导需要根植于优秀文化土壤，通过

富有时代感的舞蹈和影视语言，找到传

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展现

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舞蹈编导需要深

入了解所要运用的文化元素。电影《长

安三万里》中，导演将“柘枝舞”融入影片

中。这一舞蹈作为唐代由西域传来的三

大胡舞之一，呈现出节奏鲜明、舞姿娇俏

等特点。通过深入研究“柘枝舞”的动

作、节奏和韵律，将其与影片的情节、人

物性格紧密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电影

语言。这种对文化元素的深入理解和运

用，使得电影中的舞蹈作品不仅具有观

赏价值，更富有文化内涵。再如中央民

族歌舞团青年舞蹈家苟婵婵导演的舞蹈

短片《囚》入围第八届R.E.D.国际舞蹈艺

术电影节，导演正是通过舞蹈动作设计、

舞蹈与影像结合的形式，展现出社会现

实中女性群体面临的困境，呈现人的纠

葛、挣扎与困顿。作品既展现了舞蹈之

美，弘扬了舞蹈电影艺术，更传达出艺术

形式对现实的关切，不断激发着艺术家

对舞蹈电影的制作热情和创作内容的深

化。因此，电影舞蹈编导需要广泛涉猎

不同的文化领域，从中汲取灵感。研究

世界各地的民间舞蹈、古典舞蹈以及现

代舞蹈，了解不同舞蹈形式背后的历史、

哲学和社会背景。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文

化元素，编导们可以挖掘出隐藏在舞蹈

中的情感和故事，为电影创作提供丰富

素材。同时，舞蹈创作者需要具备跨文

化交流能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电影舞蹈编导应敢于跨越文化界限，将

不同舞蹈风格的元素进行融合和创新。

通过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打破传统观

念的束缚，创作出兼具个性化与时代感

的舞蹈作品。

借助优秀文化，创新舞蹈创作形

式。电影舞蹈编导需要创新地运用优秀

文化元素，丰富电影舞蹈创作形式。在

电影《霸王别姬》中，导演将京剧表演与

电影叙事相结合，以舞蹈形式彰显京剧

艺术文化的魅力。巧妙运用京剧中的身

段、唱腔等元素，将其融入电影舞蹈作品

中，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这种创

新性的运用方式，不仅使观众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

创新发展。同时，巧妙融入传统舞蹈元

素，使得电影中的舞蹈作品既具有现代

感，又不失传统文化的底蕴。因此，电影

舞蹈编导需要借助优秀文化，实现创作

形式的创新创造。一方面，创新舞蹈动

作设计。电影舞蹈制作可以深入研究中

国古典舞的基本舞姿，融合创新跳跃、旋

转、翻身等技巧，将其巧妙融入现代舞蹈

动作中，始终保持眼睛、头、手臂、躯干、

腿部等的高度协调性，这样既能彰显舞

蹈的传统韵味，又能赋予舞蹈以现代

感。在保持舞蹈动作文化内涵的基础

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和重组，借鉴不同舞

蹈风格的动作，创造出全新的舞蹈动作

组合，并且注重将电影主题与舞蹈动作

相结合，以动作的变化和节奏的调整，准

确传达出电影角色的思想情感、内心世

界，以及电影要求的环境氛围。例如，

《十面埋伏》中的水袖舞，这一舞蹈作为

中国古典舞蹈之一，具有独特且鲜明的

风格和形态，极具蓬勃之美。影片中演

员章子怡“以袖击鼓”的动作将女性的柔

美与力量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行云流

水”的美感获得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认

可。另一方面，创新舞蹈情节设计。以

文化故事为线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

化故事作为舞蹈作品的情节线索，注重

设置情感冲突和转折，使得舞蹈作品更

具张力和吸引力。通过情节的起伏和变

化，引导观众深入感受舞蹈作品的情感

内涵。并且丰富舞蹈作品呈现形式，突

破传统的叙事模式，运用影片拍摄形式，

尝试采用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多时空交

错的叙事手法等，带给观众新颖的视觉

效果和情感体验。电影舞蹈编导可以有

效利用现代科技，通过引入虚拟技术、动

画特效等技术，重现舞蹈文化场景、古代

乐器音乐等，丰富电影画面。加强与戏

剧、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合作，借

鉴其他艺术形式的优点和特色，为舞蹈作

品注入新活力，可以助力创作出具有丰富

文化内涵的舞蹈作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元素以“舞蹈”和“电影”为窗口推向国

际舞台，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舞蹈与电影的关系既各自独立，又

相互关联，二者在表达形式、艺术旨归方

面具有内在一致性。电影依托舞蹈这一

符号，能够实现文化氛围与文化场景的

创设，以“无声胜有声”的力量加深国内

外观众对影视作品的理解，为跨文化传

播提供有效支撑。电影舞蹈编导在文化

传承创新中的实践和探索，为舞蹈艺术

和电影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

力。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创新舞蹈

形式、融合电影情节等方式，实现电影与

舞蹈两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发展。未来，

随着电影艺术和舞蹈艺术的不断发展，

必将在长期实践中涌现出更多精彩绝伦

的舞蹈作品，在为文化传承创新作出更

大贡献的同时，为电影作品更好地展现

舞蹈“出谋划策”。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副

教授）

■文/侯继虎 侯灵芝
■文/王奇 刘畅

法治电影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
价值意蕴与实践策略

在当今社会，法治的地位和作用日

益凸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

家强。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高校大学生，培养其法治意识和

法律素养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然而，

传统的高校思政课程往往偏重于理论

讲授，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

在校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实效亟待提

高。鉴于此，提出利用法治电影作为教

学资源，将法治电影有效地融入高校的

思政课程教学中。法治电影作为一种

生动的教学资源，不仅能够直观展示法

律知识和法治理念，还能通过情节的发

展引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思考，增强其

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性分析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法律素养。

一、法治电影在高校思政课教

学中的价值意蕴

影视作品的直观性和感染力，有助

于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创新

在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

法。法治电影将抽象的法律概念和原

则通过具体的情节、人物以及冲突直观

展现出来，使学生能够轻松理解法律知

识，增强记忆。电影中的视听效果和情

感冲击也能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提高学习兴趣，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课

教学的实效性。同时也丰富了思政课

教学方法。

法治电影反映社会法治现状和法

治精神，有助于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法律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许多法治电影基

于真实的法律案例和社会事件改编，能

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的法治现状、问题与

挑战。在课堂教学中精选此类影片，学

生不仅能够了解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

的应用，还能深刻领会到法治精神的内

涵。学生亦能够看到法律对于维护社

会秩序、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同

时，电影中对于正义的追求和法律的辩

护也能激发学生的正义感，增强其遵守

法律、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

法治电影融入思政课教学有助于

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立

足于目前在校大学生法治素养以及高

校教育现状，提出将包含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的法治电影融入到高校思政

课教学中，也不失为一种传承之道。

二、法治电影融入高校思政课

教学的实践策略

精选法治类型影片，建立有效的法

治电影资源库。包含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和现代法治文化素材的法治电影比

较多，尽量选择具有教育意义、反映真

实法治案例的电影。第一，制定标准化

选择流程：制定一套科学的电影选择标

准，考虑电影的教育价值、艺术水平、法

律内容的准确性和适宜性等因素。第

二，建立多元化资源库：建立一个包含

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法治电影资源

库，以适应不同教学内容的需要。如今

年春节期间热播的法治电影《第二十

条》，可以作为教学资源融入《思想道德

与法治》课程的第六章节中有关刑法和

法治精神内容的教学。该影片围绕检

方寻找案件关键物证——刘文经车里

的刀来定性王永强的行为究竟是故意

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来唤醒沉睡的《刑

法》第二十条，切实保障法律所赋予公

民的正当防卫权，彰显公平正义。

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创新思政课程

教学方法。首先，将电影内容与思政课

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相结合。第一，与课

程标准对接：确保选用的电影内容与高

校思政课程的教学大纲和目标相吻合，

强化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

力。第二，案例教学法：利用电影中的

法律案例作为教学案例，引导学生讨

论、分析，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如法治电影《我不是药

神》，可以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

第六章民法和第五章道德修养等内容

的教学中作为教学资源使用。影片围

绕药品专利和仿制药的问题展开，涉及

民商法中的知识产权和道德伦理问

题。可以组织学生们先观看电影，随后

分组讨论电影中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其次，创新教学方法。可以采用案例教

学、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互动式教学

方法。第一，互动式学习：组织小组讨

论、角色扮演、模拟法庭等活动，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互动性，促进学生主动学

习。第二，情境模拟：创建与电影相类

似的法律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模拟的法

律环境中寻找解决方案，增强其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强化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能力。鼓励学生分析电影中的

法律问题，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第

一，引导深入分析：教师应引导学生不

仅关注电影的情节，还要深入分析电影

中的法律问题、角色行为的法律后果，

以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启示。第二，开展

辩论赛：通过组织辩论赛等形式，鼓励

学生围绕电影中的法律争议进行讨论，

培养其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

尽管法治电影在高校思政课教学

中具有显著的教育价值，但在实施过程

中也会遇到一些挑战。如高质量法治

电影资源有限，部分学生可能对法律内

容感到枯燥，或者不习惯主动参与课堂

讨论和活动等问题。可建立专门的电

影资源库，定期更新和丰富电影材料，

以及采用更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提高课

堂互动性。展望未来，法治电影融入思

政课教学的实践应不断深化，同时也应

结合科技发展和教育创新的趋势，探索

更多元、更高效的教育模式。

（侯继虎系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教

授，侯灵芝系中山大学本科生）本文系

2023年江苏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承与高职院校思

政课教学融合研究”（B/2023/02/107）

和2022年江苏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

教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研究”

（2022JSSZZD08）阶段性成果。

川剧是中国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

术魅力。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多

元化，川剧的传承和发展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电影作为现代媒介，具有广泛的

传播和艺术表达的能力。川剧电影，作

为二者的结合，既饱含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又具有现代媒介的传播力。本文

将探讨川剧电影在弘扬传统文化和构

建传统美学方面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

地发挥其价值为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

统美学构建提供新的可能。

一、川剧电影与传统文化的弘扬

川剧电影的创作，首先是对传统文

化的挖掘和整理，通过对川剧经典剧目

的再现，可以让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川

剧的艺术特点和表演风格。同时，通过

电影的视听手段，更加生动地展现川剧

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让观众在欣赏

艺术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经典川剧电影《变脸》就是通过讲述主角

魏三爷与孙女狗娃之间的故事，展现了

川剧绝技“变脸”的神奇之处，同时也传

递了亲情、友情和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

川剧电影还可以通过故事的情节

和人物的形象，传递传统文化价值观。

在川剧经典剧目中，有许多故事情节和

人物形象都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

涵。在吴天明导演在影片《变脸》中，导

演以套层结构的叙事方式，利用“戏外

戏”“脸外脸”的故事内涵，完成了对于

人性与人情的思索和联想，引发了人们

对传统观念及其文化心理的深刻反

思。影片反映出了导演对传统文化的

倾心认同，将自己对传统“男尊女卑”观

念的挖掘与批判融进影片中，用一个故

事解开了民众对那些即将失传的民间

艺术归属的困惑。这部电影不仅让观

众欣赏到了川剧的表演技艺，更让人们

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通过川剧电影这一媒介的传播，川

剧的表演艺术、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得

以更广泛地传播和传承。川剧电影能

够通过故事情节、角色塑造等方式，传

递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

内涵，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在瑞士洛迦诺

国际电影节首映的电影《椒麻堂会》，打

破了银幕和舞台的边界“旧剧新唱“，导

演创作极具个人色彩的创作和地方特

色的表达与《霸王别姬》的隔空对唱，内

容令人深省。

二、川剧电影与传统美学构建

川剧电影可以通过影像艺术化的

呈现，展现出川剧独特的表演风格和艺

术特点。例如，在电影中可以通过特写

镜头、慢动作等手法，展现川剧中演员

的表演细节和技巧，让观众更加深入地

了解川剧的四功五法、特技绝技。通过

电影效果的处理，可以营造出独特的川

剧舞台氛围，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川剧的艺术魅力。电影中的台词也往

往采用古诗词或富含哲理的语句，传递

着诗意与哲理的美学观念。例如，《凤

求凰》中的经典台词“愿得一心人，白头

不相离”，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赞美，同

时也传递了传统美学中对永恒之美的

追求。

川剧电影可以通过情节和人物形

象的塑造，传达出传统美学的价值观。

在川剧中，有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都蕴含着传统美学的思想。在电影中，

可以通过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呈

现和再创造，传达出这些传统美学的价

值观。例如，通过展现人物的忠诚、勇

敢、正义等品质，可以传递出传统美学

中的道德观念；通过展现情节中的悲

剧、喜剧等元素，可以传递出传统美学

中的情感表达方式。就像在电影《活着

唱着》中，很多的镜头设计都能让观众

产生思考，并通过演员的表演增强影片

的感染力，表现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

程中的阵痛与怀旧。

川剧电影可以通过与现代元素的

结合，创新传统美学表达方式。虽然川

剧电影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但

是它也可以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新传

统美学的表达方式。例如，在电影中可

以通过现代化的特效和剪辑手法，营造

出更加震撼的视听效果。此外，川剧电

影场景设计往往采用古典元素，如山水

画、诗词等，以营造出浓郁的中国戏曲

风。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影片拍

摄的场景多以传统中式建筑为背景，营

造出了诗词书画般的意境，更深层次地

传达了作品的意境，不仅为观众提供了

视觉上的享受，更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

感受到传统美学的韵味。

三、如何更好地

发挥川剧电影的价值

川剧表演有着严格的艺术规范和

技巧要求，川剧电影中演员的表演也必

须符合川剧的表演规范和技巧要求，同

时又要与电影的拍摄要求相协调。通

过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后期制作，可以使

川剧的表演更加生动、形象，同时也能

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川剧的表演

风格和技巧。川剧电影在保持传统特

色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创新内容与形

式，以满足更多观众的审美需求。例

如，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叙事手法、视觉

效果等技术手段提升川剧电影的观赏

体验，同时通过参加国际电影节、举办

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让更多外国观众

了解川剧电影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传播。加强对

川剧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提高大众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和兴趣，是保证川剧艺术

持续发展与传承的重要支撑。

综上，川剧电影通过挖掘和整理传

统文化资源、传递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创

新传统美学表达方式等手段，可以促进

川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可以丰

富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在传

统戏曲的生存空间逐渐受到挤压的背景

下，川剧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和

美学价值的电影类型，在现代电影市场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因此，

我们应该重视和发展川剧电影等具有传

统文化元素的电影类型，使其成为连接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桥梁。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

院副教授）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2024

年度重点项目《川剧数字化发展与保护

研究》（项目编号：WHCY2024A01）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川剧电影中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统美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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