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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舞蹈“数字编舞法”新创
郑　萌

（广东工业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给艺术更多元的发展与突破。舞蹈“长于抒情，拙于叙事”， 在叙事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

先，叙事容量有限，很难在有限时间里讲述复杂而丰富的内容，其次，表意具有模糊性。舞蹈叙事主要依靠肢体动作来传达故事内容，

不像文学语言那样具有明确的表意功能。而数字交互技术为叙事性舞蹈创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借用数字技术，实现了主题编舞法、

动机编舞法、空间编舞法、结构编舞法、交响编舞法等传统技法无法达到的深刻的叙事表达，创造出丰富的艺术形象。

关键词： 舞蹈 ；数字编舞法； 创新应用一、“数字编舞法”的科学依据剖析

“数字编舞法”是在叙事舞蹈创作过程中，借助动作捕捉、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互动投影等数字技术手段，将舞蹈元素与

数字生成的虚拟场景、角色、特效等有机整合与实时交互，以构

建独特叙事逻辑与舞蹈表现形式的一种创编方法。它实现舞蹈叙

事的多维度拓展与创新，从而共同塑造具有高度沉浸感、创新性

与互动性的叙事舞蹈作品。

“数字编舞法”建构在人体运动学、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等

多学科知识之上，借助多种数字技术整合多元元素，构建独特叙

事舞蹈作品。

人体运动学方面，动作捕捉以运动解剖学为基，记录舞者身

体数据，助力跨文化与历史风格创作；神经科学助力下，服装传

感器增强舞者情感表达；运动生理学使数字技术依人体节奏规律

编排舞蹈节奏，让舞者叙事时情感呈现精准。

计算机科学在数字编舞不可或缺。借物理学量化空间原理，

舞台空间利用有了精准规划，群体舞蹈队形与故事讲述更优；计

算机图形学等实现虚拟空间拓展，VR、AR 丰富视觉体验。软件

编程开发专用软件，实现多类功能并优化动作过渡；数据库存储

管理数据便于调用；数字图像处理营造逼真场景与模拟灯光效果，

提升时空表现力。

心理学层面，依据认知心理学，观众时间感知影响舞蹈叙事

理解，数字技术用特效调控动作时间模拟特殊情节，梳理故事脉

络。此外，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数字编舞融入观众互动元素，满

足观众社交与参与需求，增强其对舞蹈作品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观众在互动中成为叙事一部分，与舞者及其他观众形成情感纽带，

使舞蹈作品不仅是艺术呈现，更是群体情感交流平台，进一步深

化了数字编舞法在心理层面对舞蹈叙事与观众体验的影响。

“数字编舞法”在多学科依据支撑下，推动叙事舞蹈创作革新，

为舞蹈艺术数字化发展赋能，给观众带来新奇观赏体验。

一、“数字编舞法”技术体系的审美效果

（一）数字投影技术：构建“沉浸式”叙事画卷

数字投影技术通过将各类图像与视频素材精准投射于舞台，

为叙事舞蹈打造出沉浸式的视觉背景。在叙事舞蹈的开场，投影

可呈现出宏大的时代背景或特定的场景环境，如古老城堡的阴森

氛围或春日花园的明媚景色，瞬间将观众带入舞蹈的情境之中。

随着舞蹈情节的推进，投影内容能够依据舞者的动作和故事发展

动态变化。例如，在一段爱情主题的舞蹈中，当舞者表现出内心

的纠结与挣扎时，投影画面可从平静的湖面转为狂风暴雨中的森

林，以环境的变化烘托情感。

从编舞技法角度来看，编舞师可依据投影画面的布局与变化

设计舞者的走位和动作姿态。比如，利用投影在舞台地面形成的

光影路径引导舞者的行进路线，使其如同在特定的叙事轨道上前

行。同时，舞者的动作也可与投影中的虚拟角色或物体产生互动，

如舞者伸手触摸投影中的花朵，花朵随之绽放并散发出光芒，这

种互动式的编舞设计增强了舞蹈的趣味性与故事性，使舞蹈在叙

事上更加生动、细腻，让观众沉浸于舞蹈所编织的情感与故事网

络之中，提升了作品整体的审美层次。

（二）动作捕捉技术：赋予身体无限叙事可能

动作捕捉技术精准地记录舞者身体各部位的运动细节，并转

化为数字数据，用于创造出超越常规人体极限的舞蹈动作效果。

在叙事舞蹈中，编导可以利用动作捕捉技术所生成的独特动作元

素来塑造特殊的角色或表现奇幻的情节。例如，在一个神话故事

舞蹈中，舞者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呈现出如神灵般在空中轻盈漂浮、

瞬间移动的动作，使角色更具神性与超自然力量，强化了故事的

奇幻色彩。

此外，动作捕捉技术实现的远程或多人协同创作表演为编舞

带来了新的思路。编导可以将不同地域舞者的动作数据进行整合，

编排成富有层次感和互动性的舞蹈段落。例如，在一段表现跨文

化交流的舞蹈中，来自不同国家的舞者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在虚拟

空间中相遇、互动，其舞蹈风格相互交融、碰撞，加之和谐统一

的舞蹈动作组合与队形变化，展现出多元文化在舞蹈中的交流与

对话，给观众带来新奇且富有深度的审美体验。

（三）虚拟现实技术：开启叙事舞蹈梦幻之境

虚拟现实技术为叙事舞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审美体验空间。

舞者置身于虚拟世界中，与精心设计的奇幻特效形象共同演绎舞

蹈故事。在虚拟现实环境里，编舞师可以突破现实舞台的物理限

制，创造出任意想象中的场景与情节。以一个冒险主题的舞蹈为

例，舞者可以在虚拟现实构建的神秘古墓中穿梭，与虚拟的幽灵、

陷阱等元素进行互动。

在编舞过程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多视角观赏特性为叙事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编导可以设计不同的观赏路径和视角切换点，

引导观众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舞蹈故事。比如，在舞蹈的高潮部分，

观众可以选择切换到舞者的主观视角，身临其境地感受其紧张与

刺激的情绪，或者切换到俯瞰全景视角，领略整个舞蹈场景的宏

大与壮观。这种多视角的编舞叙事方式使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旁观

者，而是能够主动参与到舞蹈故事的体验与解读中，极大地激发

了观众的想象力与审美情感，使舞蹈艺术在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中

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四）真幻时空技术：编织时空交错叙事华章

真幻时空技术是一种将现实时空与虚拟时空、幻想时空进行

深度融合与交互的技术概念。它打破传统舞蹈在时间与空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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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固有模式，将不同时空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同一叙事舞蹈作

品中。编导运用真幻时空技术呈现出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的

交错画面，如舞台一侧是古代战场的烽火硝烟，另一侧是现代都

市的车水马龙，舞者在两者之间穿梭，象征着历史与现代的传承

与联系。在舞蹈情节发展中，真幻时空技术可制造悬念与情感冲突。

例如，舞者在表演过程中突然从现代的舞蹈风格转换为古代的宫

廷舞步，同时舞台背景也相应地切换到古代宫殿场景。通过巧妙

地安排时空转换的节点与节奏，构建起复杂而富有深度的叙事结

构。

（五）声音交互技术：奏响情感共鸣叙事旋律

声音交互技术在叙事舞蹈中建立起了动作与声音之间的动态

联系。在舞蹈表演过程中，舞者的动作能够实时触发并改变声音

效果，舞者轻柔的步伐可以触发轻柔的音乐旋律，如涓涓细流般

的钢琴声，为舞蹈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氛围。

从编舞技法的层面来说，编舞师可以依据声音与动作的交互

逻辑来编排舞蹈的节奏与情感表达。例如，在舞蹈的高潮部分，

当舞者的动作变得激烈有力时，声音交互系统可触发强烈的鼓点

和激昂的交响乐，舞者根据音乐的节奏加快动作速度、加大动作

幅度，形成动作与声音的完美配合，使情感表达更为浓烈。

（六）3D 建模技术：拓展叙事舞蹈空间维度

3D 建模技术为叙事舞蹈创造出了虚拟的三维表演空间，极大

地拓展了舞者的活动范围与表演可能性。3D 建模技术可构建出一

个宏大的虚拟场景，讲述舞蹈故事。

编导充分利用 3D 空间的特性，设计舞蹈动作与队形变化，

使舞蹈动作在三维空间中形成丰富多样的轨迹与层次。3D 建模技

术与舞者动作的实时交互响应为编舞增添了更多的创意元素。舞

者的动作可以触发 3D 场景中的物体移动、变形或产生特殊效果。

如舞者触碰虚拟的水晶球，球体释放出光芒并开启一扇通往新场

景的大门，舞者顺势进入下一个舞蹈段落，这种“透视性”互动

设计不仅推动叙事情节的发展，也使舞蹈更具趣味性与创新性，

拓宽了观众对舞蹈空间审美体验的边界，提升了叙事舞蹈在空间

维度上的审美魅力。

三、“数字编舞法”对传统编舞法的创新性应用

数字编舞法对传统编舞法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深度融合与超

越式的突破。

（一）对“交响编舞法”的革新

交响编舞法强调舞蹈与音乐在节奏、旋律和情感表达上的高

度契合，以音乐的结构和情感逻辑来编排舞蹈动作。数字编舞法

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字音频处理技术，能够对音乐进行更为精细的

分析和解构。打破了传统交响编舞法中音乐与舞蹈相对固定的配

合模式，创造出一种更加灵动、富有变化和互动性的舞蹈音乐关系。

（二）对“主题编舞法”的数字化升华

主题编舞法是以主题为核心，围绕主题展开舞蹈动作、情节

和情感的创作。数字编舞法为主题的表达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

手段。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创造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虚拟场景和

视觉效果。这种数字化的主题呈现方式极大地拓展了主题编舞法

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全面地理解舞蹈作品

所表达的主题思想。

（三）对“动机编舞法”的数字化拓展

动机编舞法以一个简洁的舞蹈动机为基础，通过重复、变化、

发展等手法构建整个舞蹈作品。数字技术为动机的生成、演变提

供了全新的途径。在动机生成方面，动作捕捉技术记录舞者的细

微动作，并将其转化为数字模型。编舞者可以对这些数字模型进

行编辑、组合和变形，创造出独特的舞蹈动机。

（四）对“空间编舞法”的数字化重塑

空间编舞法注重舞蹈动作在舞台空间中的布局、路线和层次

变化。数字编舞法借助先进的空间定位技术和数字投影技术，重

新定义了舞蹈空间的概念和运用方式。舞者的脚步动作可以触发

地面投影的水流波动，身体的舞动可以使投射在身上的光影图案

发生变化，使舞蹈空间不再局限于物理舞台的三维空间，而是拓

展到了包含虚拟元素的四维空间，极大地丰富了空间编舞法的表

现力和视觉冲击力。

（五）对“结构编舞法”的数字化优化

结构编舞法关注舞蹈作品的整体结构布局，包括开头、发展、

高潮和结尾等部分的组织安排。数字编舞法利用数据分析和模拟

技术，能够对舞蹈结构进行更加科学和精准的设计。在创作前期，

通过对大量经典舞蹈作品的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舞蹈结构模

型。编舞者可以根据作品的主题、风格和预期效果，在模型的基

础上进行个性化的调整和优化。例如，利用数据可视化工具，直

观地展示舞蹈结构中各个部分的时长比例、动作密度和情感强度

变化，帮助编舞者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整体节奏和情感脉络。在创

作过程中，数字技术还可以实现对舞蹈结构的实时预览和修改。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编舞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舞蹈作品在不同

结构设计下的表演效果，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这种数字化

的结构设计和优化方式不仅提高了创作效率，还能够确保舞蹈作

品的结构更加严谨、合理，更好地引导观众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

四、结语

总之，叙事性舞蹈运用“数字编舞法”具有多方面应用价值。

它能促进舞蹈叙事创造性跨界表达，打破传统局限，以新颖形式

与丰富内容催生“破圈”效应；有力提升作品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

借助数字技术拓展舞台空间与叙事方式；积极推动舞蹈教育创新

发展，为师生提供丰富资源与创新教学手段，助力人才培养模式

的数字化转型；大力推动舞蹈创作与科技及其他领域深度融合，

在多技术支持下提升创作质效并开启多元跨界合作新局面，在舞

蹈艺术的持续发展进程中意义非凡且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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