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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乐在舞蹈编排中的应用探讨
文/董慧

摘要：音乐是舞蹈的内在意蕴，舞蹈是音乐的外在形式。舞蹈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有形则无声，而音乐

属于听赏艺术的范畴，有声则无形。在舞蹈的编排中，音乐是影响编舞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音乐与舞蹈紧密

结合，才能创造出艺术的魅力。本文就音乐在舞蹈编排中的应用展开详细探讨，试图说明音乐在舞蹈编排中的

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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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对舞蹈的编排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而在舞蹈编排中，音乐和舞蹈的关系密

不可分，如何在舞蹈编排中合理应用音乐，让舞蹈呈

现出更为优美的视觉效果，发挥音乐在舞蹈编排中的

衬托作用，挑选合适的音乐与舞蹈结合就显得尤为重

要。

一、音乐与舞蹈的关系

从起源来看，舞蹈早于音乐；音乐从舞蹈中产

生，独立发展之后，又提携舞蹈，使舞蹈受惠于音

乐。从具体的艺术实践来看，舞中有乐，乐中有舞，

舞蹈乃音乐之源，音乐乃舞蹈之魂。虽然舞蹈是靠肢

体动作来传递思想，音乐只是舞蹈的辅助，但是仍不

能抛开音乐来只谈论舞蹈。由此可以看出，音乐和舞

蹈有相同之处，也有所区别，但是整体而言两者是相

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关系[1]。

（一）音乐和舞蹈的相同特点

1.音乐和舞蹈都是对艺术情感的表达形式

在艺术层面，音乐与舞蹈都是通过不同方式的表

演来表达艺术情感，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们审美

的一种方式。换言之，音乐和舞蹈都是来源于生活，

通过表演的形式将其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升华，进而

又高于生活。不同的审美水平都会影响到音乐和舞蹈

对艺术情感的表达力度，进而影响音乐和舞蹈的表现

效果。

2.音乐和舞蹈都强调节奏性

节奏性是舞蹈与音乐的共有特征，二者都需要节

奏来实现自身意义，共同形成舞蹈的艺术价值。尤其

是对于舞蹈来说，更需要引入音乐来强化节奏感。不

同的是，舞蹈通过有形的肢体动作将节奏展现出来，

而音乐以无形的声音变化来产生节奏感。音乐和舞蹈

需要统一的节奏进行表达，节奏是音乐与舞蹈之间联

系的桥梁。

（二）音乐和舞蹈的差异

首先，在表达方式上，舞蹈是行为艺术，音乐是

声音的艺术。其次，音乐以不同的音调、音色来传递

艺术情绪和情感，喜怒哀乐均可以通过不同的音符表

现出来。而舞蹈则通过具体的肢体动作来表达艺术情

绪，与音乐相比，在情绪表达方面，舞蹈的表现则更

加生动形象。只有把舞蹈和音乐结合起来，构建一个

完成的艺术系统，才可以将其称为舞蹈艺术。

（三）音乐与舞蹈的关系

音乐和舞蹈是相互联系的，音乐不仅可以辅助舞

蹈表现完整的艺术情绪，还能影响舞蹈的创作。而舞

蹈可以通过夸张丰富的肢体表演，来丰富音乐的艺术

情绪表达深度，进而提高音乐的表现效果。舞蹈和音

乐的相结合，可以说是艺术情绪表达的一种升华。

二、音乐在舞蹈编排中的作用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也是表现舞蹈作品主题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其中

音乐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没有音乐的舞蹈不能称为

舞蹈艺术，同样没有舞蹈的音乐也无法体现出任何和

舞蹈有关的价值，所以舞蹈艺术是音乐与舞蹈的统一

体，其中音乐在舞蹈编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

（一）音乐可以烘托舞蹈需要表现的氛围

舞蹈编排者可以通过对肢体动作的变化，让舞蹈

作品表达不同的情感，而在舞蹈编排中加入合适的音

乐，可以丰富舞蹈表现的背景，对舞蹈编排所需要呈

现的氛围起到烘托作用。

（二）音乐可以影响舞蹈作品的风格

舞蹈和音乐一样有着不同的风格，在舞蹈编排中

选择不同的音乐，可以影响舞蹈编排中对舞蹈作品风

格的选择。例如，针对不同的舞种，古典舞、现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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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有不同的音乐来表现其不同的风格。

（三）音乐可以有效地刺激舞蹈编排者的创作灵

感

舞蹈编排者在进行舞蹈编排时，其灵感除了来

自对舞蹈的感悟和理解，还需要结合音乐与舞蹈的关

系，以及音乐对舞蹈的影响，才能创造出优秀的舞蹈

作品。舞蹈编排中，音乐可以有效刺激创作者的灵

感，促进编排者完善舞蹈作品编排细节，进而向大众

呈现出优秀的舞蹈作品[3]。

（四）推动舞蹈剧情的发展

舞剧是音乐与舞蹈结合后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

在舞剧表演过程中，剧情的进展是十分重要的元素，

人们通常通过舞剧背景音乐中音调的变化来感受剧情

的走向，了解舞剧中人物心境的变化。因此，舞动动

作依赖于音乐节奏，舞蹈和音乐完美结合，为舞台艺

术带来了多样性的可能。

三、音乐在舞蹈编排中的应用策略分析

（一）舞蹈编排中对音乐的选择

虽然在舞蹈表演中，音乐作为辅助，烘托舞蹈所

需要表现的氛围和丰富舞蹈所表达的情感，但是音乐

对于舞蹈作品的影响是极大的。在舞蹈编排中如何选

择合适的音乐来衬托出舞蹈所表达的情绪，进而让舞

蹈作品得到升华呢？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根据舞蹈所表现的情绪来选择音乐

舞蹈作品是舞蹈编排者对情感表达的方式，需要

以丰富的肢体动作来生动形象地表达出这种情感。其

实音乐与舞蹈一样，是创作者对某种情感的表达。不

同于舞蹈，音乐对情感的表达比较抽象，需要受众通

过听觉来体会创作者的情感表达，而舞蹈通过具体的

肢体动作来进行生动形象的表达。对于不同的情感，

音乐和舞蹈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舞蹈编排中，可

以针对舞蹈所要表达的情感选择合适的音乐，让音乐

和舞蹈进行有机融合，使舞蹈所呈现的情绪更加丰富

饱满[4]。

2.根据舞蹈剧情来选择音乐

舞蹈作品随着剧情的展开，通过丰富的肢体动

作向受众传达舞蹈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在舞蹈表演

过程中，音乐常常作为背景，升华舞蹈作品的情绪表

达。在舞蹈剧情展开过程中，音乐不仅作为背景，还

在肢体动作转换过程中起着承接作用，进而让舞蹈动

作更加具有连贯性。在进行舞蹈编排时，需要深入了

解舞蹈所要表现的剧情，再选择合适的音乐，让音乐

与舞蹈剧情相贴合，才能让受众在观看时，通过舞蹈

和音乐的有机结合，更加直白地感受到舞蹈所要表现

的情绪，并且通过音乐对舞蹈动作的联系，让受众了

解舞蹈作品的剧情。例如，在舞蹈《母亲》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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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舞者肢体语言，塑造了一个常年劳作，背负着生

活重担，慈祥的老阿妈形象。在音乐选择方面，就需

要根据舞蹈所表现出的剧情来选择音乐。在回忆年轻

的母亲和表现母亲享受晚年生活的舞蹈剧情时，选择

的音乐是不尽相同的，不一样的音乐节奏才能表现出

舞蹈剧情所要表达的情绪，通过音乐的烘托，并且在

舞者肢体语言的表达下，引起受众的共鸣，触动人们

的心绪。

3.根据舞蹈表达形式来选择音乐

舞蹈和音乐有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或直白或委

婉，只有将舞蹈和音乐相结合，才能加强舞蹈的表达

效果。在进行舞蹈编排时，需要充分考虑舞蹈作品的

表现形式，再选择表达形式相近的音乐与之匹配，让

舞蹈作品与音乐的融合更加贴切。不同的音乐可以为

舞蹈的表达形式带来不同的体现。

（二）提高舞蹈编排人员应用音乐的能力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的精神需

求也不断提高，对舞蹈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

意味着舞蹈编排人员需要为受众呈现出更多优秀的舞

蹈作品，一方面，需要舞蹈编排人员提高舞蹈编排的

能力，通过各种学习方式来加强对舞蹈相关知识的了

解，进而提升自己舞蹈编排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

舞蹈编排离不开对音乐的应用，在提升舞蹈编排水平

的同时，还需要提升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将音乐更好

地融入舞蹈作品中，进而提升舞蹈作品的表现力。

（三）提高舞蹈编排人员对音乐的认知能力

在舞蹈编排中，海量的音乐为舞蹈编排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选择困难。这就需要舞

蹈编排人员提高对音乐的认知能力，为舞蹈作品选择

合适的音乐，才能丰富舞蹈作品的内涵，创作出更优

秀的舞蹈作品。众所周知，古典舞蹈是诗、乐、舞相

结合的舞蹈，具有一定的特色。在进行古典舞蹈编排

时，必须选择符合古典舞蹈的音乐，如《望江南》《朝

花夕拾》《春江花月夜》等，一是这类歌曲与古典舞蹈

在表现形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二是这类歌曲能更好地

与古典舞蹈相融合，有利于提升古典舞蹈的编排质量。

如果采用其他类型的音乐，如流行音乐、摇滚乐等，则

会与古典舞蹈难以融合，显得较为突兀。 

（四）注重音乐与舞蹈的关系，让音乐服务于舞蹈

音乐与舞蹈是相辅相成的，“载歌载舞”一词就

能形象地表达出音乐与舞蹈的关系。但是在舞蹈编排

中，舞蹈是主要内容，音乐则是蹈作品的辅助工具，

也就是说音乐最终的作用是服务于舞蹈的。为了向受

众呈现出更优秀的舞蹈作品，舞蹈编排人员需要将音

乐与舞蹈相融合，通过音乐对舞蹈作品的辅助作用，

完善舞蹈作品所要表达的情绪以及弥补舞蹈作品中肢

体动作转换之间的空隙，让受众在欣赏舞蹈作品时获

得视觉、听觉的双重享受。

（五）注重音乐在舞蹈中的个性化运用

舞蹈编排中需要注意对音乐的个性化运用，让创

作出来的舞蹈作品更加具有个性化，进而突破舞蹈作

品的表现手法，升华舞蹈作品的情绪表达。在进行舞

蹈编排时，对音乐的运用并不是只能使用原创音乐，

而是可以根据舞蹈编排的需求，对音乐进行适当的修

改和应用，让音乐更加符合舞蹈作品所要展现的内

容，丰富舞蹈作品的内涵，进而有利于舞蹈编排者创

作出更完美、更优秀的舞蹈作品。

四、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和舞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

艺术的重要组成因素。因此，音乐在舞蹈编排中有着

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舞蹈和音乐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想要创作出更优秀的舞蹈作品，更是离不开对音乐的

应用。舞蹈编排中，不仅需要舞蹈编排者对舞蹈有较

深的理解和领悟，还需要合理选择音乐，进而向受众

呈现出完整的舞台艺术形象，升华舞蹈作品所带来的

艺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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