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傣族民间舞蹈具有独特的艺术形态特征，是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傣族民间舞蹈中，

最具特色的体态特征是“三道弯”。文章主要对傣族民间舞蹈的体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傣族民间舞蹈“三

道弯”的文化内涵、动态来源以及审美特征，同时对傣族民间舞蹈“三道弯”体态特征的运用进行分析，展现傣

族民间舞蹈独特性，为更好地传承与创新傣族民间舞蹈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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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与理解。因此，探讨以“三

道弯”为主的傣族民间舞蹈基本体

态特征，对于更好地了解傣族民间

舞蹈精髓，推动傣族民间舞蹈传承

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 傣族民间舞蹈概述

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

族众多，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艺

术文化。其中，傣族作为我国少数

民族之一，以独特的民间舞蹈艺术

被人们所熟知。傣族民间舞蹈是在

傣族人民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承载傣族人民独特习惯与风俗特色

的艺术表现形式。

从傣族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

傣族人民主要生活在我国云南地

区，并且多以大河流域、热带地区

为聚居地。从生活环境来看，傣族

人民长期生活在植被茂盛、气候宜

人的区域。在这种生活环境下，傣

族的民族文化艺术发展具有显著的

民族特色，其中，傣族民间舞蹈就

是最常见、最具民族艺术代表性、

传播最为广泛的一种艺术形式。受

傣族人民生活环境影响，傣族民间

舞蹈种类非常丰富，除了被人们广

泛所知的孔雀舞，还有脚鼓舞、长

指甲舞等多种类型舞蹈，舞蹈形式

也有单人舞、群舞以及对舞等多种

艺术形式。从傣族民间舞蹈的体态

特征来说，主要以“三道弯”为基

本体态，同时结合“一边顺”，形

成了独具傣族艺术文化魅力的民族

民间舞蹈艺术。

傣族民间舞蹈的体态特征
马伟力

随着我国文化艺术多元化发

展，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迎来了发展

新机遇。在传承与创新文艺发展的

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以自身

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着人们的目

光。民族民间舞蹈中的基本体态特

征是诠释各民族特色民风民俗的重

要载体，也是各民族民间舞蹈区别

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傣族民间

舞蹈具有自身独特的体态特征，尤

其以“三道弯”为基本体态，在舞

蹈中呈现独特的“S”形曲线，是

傣族人民实际生活中各种元素的提

炼，描绘出傣族人民和谐美好的生

活氛围，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民族

性和丰富的仪式性。要想加强对傣

族民间舞蹈的了解与掌握，就需要

对傣族民间舞蹈的体态特征有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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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傣族民间舞蹈“三道

弯”的体态特征

“三道弯”是傣族民间舞蹈的

基本体态特征，主要以舞者的腰

部为中心，呈现人体“S”形曲线，

同时舞者的头部、肩颈以及胸、腰、

跨、臀等各个部位相互配合。“三

道弯”可以分解成身体、手臂以及

腿部三个部分的动作，身体整个体

态呈现“三道弯”，是通过脚尖踮起、

膝盖弯曲，然后与胯部、倾斜的上

身整体呈现出“三道弯”；手臂部

位则是从手指尖、手腕、手肘、臂

膀各个节点弯曲成三道；腿部动作

则是通过立起来的脚掌到脚跟，再

到弯曲的膝盖，最后到胯部呈现的

“三道弯”。因此，在傣族民间舞蹈

动作中，可呈现出非常具有立体感

的“三道弯”，将舞者优美的身姿

呈现出来，同时是对傣族文化特色

的展现。

( 一 ) “三道弯”的文化内涵

民族文化是民族民间舞蹈艺术

发展的重要基石。傣族独特的历史

文化使其民间舞蹈具有深厚的文化

内涵，且赋予了傣族民间舞蹈独特

的魅力，使其能够延续发展至今，

并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因此，分

析傣族民间舞蹈“三道弯”的特征，

就必须对其蕴含的文化内涵有深入

的了解。

（1）对自然的敬佩。傣族民间

舞蹈“三道弯”的形成受傣族人民

生活环境的影响，其是傣族人民在

对植物生长、动物生活习性及外在

形态的模仿中探索出的一种舞蹈体

态，深刻体现了傣族人民对自然的

亲近与敬佩之情。例如，最具有代

表性的傣族孔雀舞就是以孔雀形态

表现的一种傣族特色民间舞蹈。孔

雀被傣族人民奉为神鸟，是傣族人

民心中美丽、吉祥的象征，傣族人

民对它有着非常浓厚的敬仰之情。

在孔雀舞中，傣族人民利用“三道

弯”与孔雀手、孔雀点头等体态动

作共同表达孔雀形象。同时，雄性

孔雀以开屏来吸引异性，因此在最

初的傣族孔雀舞中，男舞者在舞蹈

中加入了大型道具来展现孔雀开屏

的美丽姿态。随着孔雀舞的不断简

化与创新，现代孔雀舞开始丰富了

对孔雀戏水、嬉戏、漫步等动作的

模仿，同时尊重傣族民族舞蹈风格，

形成了新的具有傣族文化特色的孔

雀舞。例如，为表现孔雀栖息树

枝时垂下的羽毛呈现“S”形曲线，

舞者通过“三道弯”的体态来表现

这一特点。因此，“三道弯”体现

了傣族人民在舞蹈创作中对自然的

崇拜与敬佩。

（2）图腾信仰的表达。在傣族

群居地，人们信奉万物有灵，将大

鹏鸟作为力量的象征，大鹏鸟身形

矫健且粗犷，行为动作非常有张力。

在傣族民间舞蹈中，男性舞者通过

运用肢体的“三道弯”线条，强壮

有力地模仿与表现大鹏鸟与雨神搏

斗的动作形态，动作呈现非常夸张

但十分有韧性，将大棚鸟的坚毅与

力量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在舞蹈

表演中，要求舞者将“三道弯”体

态动作在快速变化过程中有力量感

地呈现出来，造型呈现时间较长，

并且舞蹈姿态的棱角非常突出，尤

其是在手臂动作的“三道弯”体态

中，多是通过爪式、掌式手型，使

动作力度更强，更具有力量感。这

种舞蹈动作充分表现了傣族人民对

鸟兽图腾的崇拜。

（3）“水”文化的体现。由于

傣族人民生活在亚热带地区，一年

中炎热的天气较多，水在日常生活

中非常重要，再加上水田种植，通

过辛勤劳作获得丰收，使人们对水

的感情更为深厚。傣族可以被称为

“像水一样的民族”，他们有很多关

于水的节日，如傣族的代表性节日

“泼水节”，水是一切美好的象征，

人们用泼水来表达祝福与喜爱。在

傣族民间舞蹈中，“三道弯”的体

态表现的是如同水波一样柔软的动

作，如同傣族人民温润如水的性格

特征，也是傣族人民对水的深厚情

感的表达。

（4）民族服饰美的呈现。傣族

女性传统服饰为紧身上衣和筒裙，

这种服装造型可以将傣族女性纤细

姣好的身姿充分地展现出来，突出

女性身材的“S”形曲线。“三道弯”

的体态就是对“S”形身材曲线的

一种呈现。同时，由于服装造型对

步伐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在劳作过

程中动作幅度较小，动律平缓。因

此，傣族舞蹈中有很多半蹲的舞步，

使腿部动作呈现为“三道弯”，这

也是傣族人民生活安静祥和的一种

表现。

( 二 ) “三道弯”的动态来源

舞蹈动作的动态来源是其动作

元素动律特征的重要影响因素，在

民族民间舞蹈中，舞蹈动律特点与

体态动作元素的动态来源具有紧密

相关性。不同的动态来源的构成主

要表现在动作中身体各部位发力点

的差异性。身体左右及前后的力量

运动时构成“三道弯”体态横向与

纵向差异的关键点。在傣族民间舞

蹈中，“三道弯”体态是傣族人民

对自然元素的提炼和受到服饰的局

限，运用身体语言进行艺术加工后，

形成的身体左右方向、前后方向

的“S”形曲线，使“三道弯”的

肢体表达呈现流线型，进而增强傣

族民间舞蹈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其

中，有一定的程式规范遵循，如身

体、手臂、腿部等都进行“三道弯”，

手型动作也要根据一定的程式进行

表现，模仿动物爪子需要用爪型，

模仿动物头冠则需要用冠型。在整

个舞蹈中，也需要舞者保持“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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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的均匀节奏，使身体缓慢下沉，

并在动作过程中保持脊背的挺拔垂

直，上身直立，将背部缓慢向脚跟

处压下，同时身体需要保持两侧的

起伏状态，通过左右摆胯、身体重

心前倾，利用主力腿支撑，轮流变

换主力腿来调整身体重心，然后在

左右摆动与起伏过程中逐渐下压身

体。此外，在脚步动作中，要使用

到踢步起伏。舞者通过垂直勾腿然

后将腿踢出，在后踢腿的过程中将

身体向左右两侧摆动，并在进行后

踢步过程中，胯部跟着屈膝后改变

的身体重心下压或者上伏摆动，在

屈伸上下运动的力量释放过程中，

使身体呈现出“三道弯”体态。在

傣族民间舞蹈中，男性和女性的“三

道弯”体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男

性主要以刚劲有力为特点，女性则

表现柔美温润的特点，这也使得傣

族民间舞蹈兼具内外，同时具有力

量感和气质美。

( 三 ) “三道弯”的审美特征

（1）雕塑美。傣族民间舞蹈

中，“三道弯”体态充分展示了雕

塑美的审美特征。“三道弯”体态

动作主要是依靠颈部、胸部、腰部

以及尾椎等部位相互配合完成，通

过身体各部位的灵活动作形成“三

道弯”体态，使得整体的头部、胸部、

腰部以及下肢呈现出静态的弯曲体

态。在这种静态的舞蹈体态中，舞

者能够深刻描绘舞蹈形象，进行一

瞬间的舞蹈形态及舞蹈形象的内心

活动的展示，通过清晰的轮廓和强

烈的造型感，使舞蹈形象的形态与

情感的呈现更加直观形象，观众不

用自我想象就可以感受到舞蹈传递

的情感。同时，在“三道弯”静态

化体态中，舞者可以将身体具有魅

力的“S”形曲线呈现出来，既可

以让观众欣赏到舞者的曼妙身姿，

又能够增强舞蹈的艺术表现力。例

如，傣族孔雀舞通过胸、腰、胯的

前后“三道弯”以及胯部向左右两

侧方向的“三道弯”来展示孔雀在

高枝上垂尾而立的形态，从而使舞

蹈表演的造型具有雕塑美感。

（2）停顿延伸美。好的舞者就

如同活动的雕像。在舞蹈过程中，

舞者需要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身体素

质来展现瞬间舞蹈的停顿，使处于

流动过程中的舞蹈产生短暂的停顿

延伸的美感。在傣族民间舞蹈中，

独特的“三道弯”体态有其固有的

三段模式，分别形成了躯体、手臂

及腿部的“三道弯”，通过使身体

各个部位呈现“三道弯”体态，突

出身体的“S”形曲线。舞者在舞

蹈表演过程中，瞬间的停顿感会更

强烈，并通过瞬间的停顿使得身体

的曲线更有韧性，从而产生一种延

伸感，形成强烈的停顿延伸的美感。

三、 傣族民间舞蹈“三道

弯”体态的运用

( 一 ) 展示个体形象
在傣族舞蹈表演中，“三道弯”

体态用来展示个体形象，可以达到

人与舞蹈合一的境界。例如，舞者

杨丽萍的《雀之灵》就充分运用了

“三道弯”进行个体形象的展示。

在舞蹈过程中，舞者通过下肢半蹲

外开的姿势，运用头部动作和肢体

动作来增强舞蹈的艺术表现力；膝

盖发力使身体保持柔和且缓慢的起

伏律动，身体各个部位共同配合呈

现“三道弯”的姿态，脚步动作轻

柔平稳，手部姿势变换多样，来表

现孔雀形象的丰富变化；同时，舞

蹈中较少利用踏步、脚跺地的动作，

使轻盈、灵性的造型和律动之美充

分表现出来，舞者就如同真正的孔

雀，灵动自然。

( 二 ) 增强形式美感
一是使“三道弯”具有形态美

感。傣族民间舞蹈非常强调“三道

弯”体态，通过肢体动作的相互配

合与动静交替，使舞者的动作始终

呈现出“三道弯”体态，最大变化

是肢体弯曲角度的变化。同时，在

腿部的“三道弯”中，需要在下蹲

姿态中保持微微颤动，来增强弯曲

动作表现的韧性，使“三道弯”具

有形态美感。此外，在“三道弯”

的形态美感中，还要求舞者保持“S”

形曲线，在肢体的前后摆动或左右

弯曲中，用不同的角度呈现不同的

“S”形舞姿。二是使“三道弯”具

有动律美感。傣族民间舞蹈中，通

过抖、曲、静等来体现舞姿动律，

使 舞 蹈 呈 现 动 律 美 感。 以《 水 》

为例，该作品将傣族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戏水、洗发等编排为舞蹈动

作，如在洗发时舞者抖发，在身体

的抖动中体现“三道弯”的抖，甩

发则通过头发甩动姿态体现“三

道弯”的曲，通过肢体有规律的

运动，体现出“三道弯”的动律美感，

同时展现舞者的曲线美和动律美。

傣族民间舞蹈具有独特的“三

道弯”体态特征，是在傣族悠久历

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蕴含着丰富

的傣族民族文化内涵。舞者把握好

傣族民间舞蹈“三道弯”体态特征，

才能在表演中展现舞蹈特色；加强

对傣族民间舞蹈“三道弯”的探索，

才能更好地继承与创新傣族民间舞

蹈。（作者单位系福建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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