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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娘子军》描述了十年内战时期，贫农女儿琼花勇敢反抗地主南霸天欺压的故事，清晰明确地传达了解放穷苦大众的共

产主义革命精神。本文通过对舞剧的舞蹈编排、音乐创作、舞台美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揭示中国芭蕾如何将西方芭蕾艺术形式与中国革命

文化深度融合，生动展现当代革命故事。基于此，本文将详细阐述中国芭蕾对革命题材的艺术演绎以及时代精神有效传达，将《红色娘子

军》作为案例，详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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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这一源自西方的高雅艺术形式，在传入中国后，经历

了本土化的蜕变与发展，尤其是在对革命题材的演绎上，绽放出

独特的艺术魅力。《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芭蕾的经典之作，自 

1964 年首演以来，便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力和深刻的思想内

涵，成为中国芭蕾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中国芭蕾肩负起传播革命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使命。《红色娘

子军》以真实的革命故事为蓝本，讲述了海南娘子军为追求自由

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事迹。它不仅仅是一部舞剧，更是一部生动的

革命历史教材，通过芭蕾的肢体语言、音乐旋律和舞台呈现，将

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传递给一代又一代

观众。

一、 中国芭蕾的本土化探索历程

（一）不同时期中国芭蕾在融合本土元素方面的尝试

（1）萌芽期

20 世纪初，芭蕾艺术初次进入中国，在这一萌芽时期，中国

芭蕾开始对本土元素融合的初步探索与尝试。芭蕾艺术家们敏锐

地察觉到，芭蕾艺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可能性，并且在这一过

程中尝试将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舞蹈动作与姿态融入芭蕾。例如，

借鉴戏曲当中独特的圆场步、水袖动作等，赋予芭蕾舞者更具有

韵律感与东方韵味的肢体表达。在音乐方面，选用具有中国特色

的传统曲目，例如《茉莉花》等，通过自身优美的旋律替代部分

西方的古典音乐，让芭蕾表演在听觉上更加贴近中国观众。舞台

美术设计开始逐渐融入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例如运用中国水墨画

风格的背景，营造出独特的东方意境。尽管这些尝试相对较为稚嫩，

但已经为中国芭蕾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开启本土元素与芭蕾融

合的大门 [1]。

（2）发展期

20 世纪中叶至末叶，中国芭蕾进入发展期，在本土元素融合

上不断深化。舞蹈编排上，大量吸收中国民间舞蹈素材，像东北

秧歌的活泼俏皮、藏族舞蹈的豪迈奔放等，都被巧妙融入芭蕾动

作体系，使舞蹈风格更为多元丰富。音乐创作更是大胆创新，以

中国民族乐器为基础进行配乐。如《红色娘子军》中，运用了古筝、

唢呐等乐器，将激昂的革命主题与民族音乐特色完美结合，增强

了音乐的感染力与表现力。舞台美术方面，对场景的刻画更为细腻，

从服饰到道具都充满中国文化符号，娘子军的军装设计既符合时

代背景又融入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为作品增添浓厚的民族色彩，

这一时期中国芭蕾在本土元素融合上取得显著成果。

（3）繁荣期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芭蕾迎来繁荣期，在本土元素融合上实

现多元创新。舞蹈创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舞蹈元素，而是开始将

目光投向更加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从武术、杂技等艺术形

式当中汲取更多的灵感。例如在一些作品当中，舞蹈者展现出武

术的刚劲有力，将芭蕾的优雅与武术的力量感完美融合，创造出

独特的视觉效果。音乐上，使用现代音乐创作手法，将民族音乐

与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结合在一起，拓展音乐的表现维度。舞台

美术通过使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多媒体投影、虚拟现实等技术，

营造出更加奇幻的东方情境，让观众沉浸其中。此时，中国芭蕾

通过多元融合创新，在世界芭蕾舞台上独树一帜，展现出强大的

文化自信与艺术魅力。

（二）革命题材对中国芭蕾本土化进程的意义

（1）提供创作源泉，丰富表现内容

革命题材为中国芭蕾本土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极

大丰富了芭蕾的表现内容。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从

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到全民抗战的烽火岁月，再到解放战争

的伟大胜利，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与感人故事，在这一过程

中构成一座素材宝库。

芭蕾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在引入中国后，借助革命题材实现

了内容的本土化拓展。以《红色娘子军》为例，其将海南女子反

抗封建压迫、投身革命的故事搬上舞台，打破了传统芭蕾多以神话、

爱情为主题的局限性。

（2）推动文化融合，形成独特风格

革命题材有力推动了芭蕾艺术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促使中国芭蕾形成独特风格。在演绎革命题材过程中，中国芭蕾

不再局限于西方芭蕾的传统模式，积极吸收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

元素。舞蹈动作上，融入大量中国民族舞蹈和民间武术动作。如《红

色娘子军》中，女战士的舞蹈姿态融入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刚健有力，

使芭蕾动作更具力量感与阳刚之气，区别于西方芭蕾的柔美优雅。

音乐方面，采用中国民族乐器和民族音乐风格进行配乐，像《白

毛女》中融入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旋律，以及运用板胡、二

胡等民族乐器，让音乐充满浓郁的中国韵味。舞台美术同样体现

中国特色，从场景布置到人物服饰，都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与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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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承民族精神，确立文化地位

革命题材在中国芭蕾本土化进程期间，肩负着传承民族精神

的重要责任，助力中国芭蕾确立自身的文化地位。革命题材当中

蕴含的坚定信念、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等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芭蕾通过对革命题材的演绎，将这些精神

使用生动形象的艺术方式传递给观众。在特殊历史时期，《红色

娘子军》等作品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与革命斗志，成为凝聚民

族力量的精神象征。在当代，这些作品依旧具有强大的教育意义，

激励新一代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通过持续演绎革命题材，中国

芭蕾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向世界展示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以及精神风貌。

二、《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背景与概况

（一）创作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新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全国上下

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同时需要文艺作品来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

以及爱国精神，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背景下，文艺创

作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红色娘子军》通过革命

故事作为蓝本的作品应运而生，以艺术形式展现革命历史，激励

民众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重要精神，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当时，红色文化在全国广泛传播，革命历史故事开始成为文艺创

作的重要源泉。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革命历史，将其转化成

为各类文艺作品，以传承红色基因。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在民

间流传已久，其展现的女性为追求解放而英勇抗争的精神，较为

符合当时的文化宣传需求，为芭蕾《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提供丰

富的素材与文化土壤。

（二）作品概况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海南岛。贫农女儿吴琼

花不堪恶霸地主南霸天的残酷压迫，在反抗出逃中幸得红军党代

表洪常青搭救，从此加入红色娘子军。在洪常青的引导与帮助下，

吴琼花历经磨炼，从冲动莽撞的女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在

一次战斗中，洪常青为掩护战友不幸被俘，英勇就义。最终，吴

琼花和战友们在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南霸天的反动武装，迎来胜利。

在舞蹈编排中，巧妙融合西方芭蕾与中国民族舞蹈元素。一方面，

保留了芭蕾的足尖技巧、旋转与跳跃等经典动作，展现出优雅与

轻盈；另一方面，融入中国传统武术、民间舞蹈动作，如娘子军

的持枪姿势借鉴武术动作，凸显英武豪迈。这种创新的编排丰富

了芭蕾的表现形式，使舞蹈更具张力与感染力。

三、《红色娘子军》对革命题材的艺术演绎

（一）舞蹈语汇的创新运用

《红色娘子军》在舞蹈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成功将西

方芭蕾与中国本土元素融合，生动演绎革命题材。一方面，保留

芭蕾核心技巧，以组间展现轻盈的灵动，用旋转、跳跃等动作体

现舞蹈者的精湛技艺，赋予角色更多的优雅气质。犹如娘子军操

练场景中，整齐划一的足尖碎步，将会凸显队伍的纪律性与活力。

另一方面，大量融入中国民族舞蹈与武术动作。借鉴中国传统武术，

凭借刚劲有力的招式塑造娘子军英勇无畏的形象。吴琼花的两项

动作，融合武术的亮相姿势与芭蕾的挺拔体态，进而展现出反抗

精神与坚韧的性格。民间舞蹈元素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巧妙穿插，

例如海南黎族舞蹈动作的融入，将会在舞蹈当中增添一些地域特

色，丰富舞蹈的表现形式。

除此之外，可以通过舞蹈编排的方式展现革命故事与人物情

感。在群体舞蹈当中，娘子军通过整齐划一的动作展现出团结一心、

勇往直前的精神。独舞则是可以细腻刻画人物的内心。吴琼花的

独舞，通过舞蹈动作变化，从最初的愤怒反抗转变成为接受革命

教育之后的坚定与从容，生动呈现出吴琼花的成长历程。这种创

新的舞蹈词汇，让革命题材在芭蕾舞台上越发鲜活。

（二）舞台美术的巧妙设计

舞台美术在《红色娘子军》对革命题材的演绎中发挥关键作用，

通过巧妙设计营造出逼真的历史场景与浓厚的艺术氛围。场景布

置高度还原特定时代背景，序幕中，阴森的南府庭院，高墙深院、

灰暗色调，营造出压迫氛围，暗示吴琼花悲惨遭遇。而红军根据

地的场景，椰林茂密、阳光明媚，展现出希望与生机，与南府形

成鲜明对比。

人物服装设计贴合角色身份与性格，娘子军身着简洁实用的

军装，军绿色调体现质朴与坚毅，红色领章与袖标象征革命热情。

吴琼花的服装略紧身，凸显其干练与勇敢；洪常青的军装则更显

沉稳大气，展现领导者风范。反面人物南霸天，身着华丽却透着

腐朽气息的长袍马褂，与其阴险狡诈的性格相呼应。

灯光运用巧妙，增强舞台表现力。表现革命力量时，常以明

亮温暖的灯光，如红军出现或胜利场景，传递希望与光明；在展

现黑暗势力或艰难时刻，采用灰暗色调灯光，如南府场景或战斗

失利时，营造压抑氛围。通过灯光的明暗、色彩变化，烘托剧情

发展，强化观众情感共鸣。

（三）音乐创作的民族化表达

在旋律创作上，将会大量汲取中国民族音乐素材。主题曲融

合海南民歌元素，旋律激昂并且富有韵律，不仅可以展现出海南

当地的地域风情，也蕴含革命的激情与力量，易于传唱，成为经

典记忆点。各个场景音乐也巧妙融入民族音乐特色，例如娘子军

操练期间的音乐，借鉴军歌风格，节奏明快有力，可以凸显战士

们的朝气蓬勃与坚定意志。抒情场景则是可以融入婉转的民族小

调，细腻表达人物的基本情感。

在乐器运用方面，将西方交响乐与中国民族音乐完美结合。

通过交响乐奠定宏大的音乐基调，展现磅礴气势，同时加入民族

乐器增添独特韵味。战斗场景当中，激昂的唢呐声响起，增强战

斗的紧张感与壮烈感，而竹笛、二胡等乐器则是在抒情段落当中，

细腻刻画人物内心世界。

结束语：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芭蕾艺术的瑰宝，其蕴含独特的艺

术演绎效果，成功塑造中国芭蕾在革命题材表达上的典范作用。

通过创新的舞蹈语汇、巧妙的舞台美术、民族化的音乐创作，将

西方芭蕾艺术与中国革命文化深度交融，为观众呈现出一部生动

并且震撼的视听盛宴。相信中国芭蕾在发展道路上，会有更多如

《红色娘子军》般的佳作涌现，继续书写中国芭蕾艺术的辉煌篇章，

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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