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烦恼里仰望幸福
□ 文/红 霞

当 周 推 开 编辑部 的 门 ，怯 怯地走进 来递
给 我 两 张 手 写 稿 纸 并 告 诉 我 她 是 来 投 稿 时 ，

我本能 中 露 出 的 吃惊就像 中 年 妇女脸 上 的 鱼

尾纹 一样 ，再 怎 么遮掩都于事 无补 。
年近 不惑 的 周 是 我 们物 业 公 司 的 一 位清

扫 工 ，八年 前 我们两家 曾 在 同 一栋平房 里 住
过半年 。她告诉 我经常 不 写字 ，拿起 笔 手都 不
听使唤 ，这篇稿子是她昨晚抄了
四 五遍 才抄起来 的 。临 走时 ，周叮

嘱 我 一定要仔细看看 。

好 奇 心 瞬 间 被 调 动 起 来 了 ，
我 猜 不 出 周 能推荐给 我们一 篇什

么样 的 文 章 。八年 前 仲夏 的 平房

院子里 ，皮 肤黝黑体态臃肿 ，经常

穿 一件大花棉绸 睡裙 的 周 ，总 喜 欢 拿 个小木
凳坐在 院子边择 菜 ，灰旧失 色 的 胸衣带 子常
松松垮垮地暴露在 肩 头 。她坐在 院子 里端个

大碗边 吃饭边 大嗓 门 数落老公 的 形 象 ，给 整
个院子里 的 人留 下了 太 多 的 集体记忆 。

我端详起手里 的 稿纸 ，穿 过 周 潦 杂 的 笔
迹 ，跳 入 眼 帘 的 却 是 一 个 醍 醐 灌 顶 的 标
题——《站在烦恼里仰望幸福》。单看这标题 ，

就有 一 种鞭辟入里 的 清爽 ，恰 似在 密 不 透 风
的 夏 日 突然迎面拂来一 阵清凉 的 微风 ，顿时

能在 混沌 中 开启 人 的 悟性 。这 是 某 期 刊 上 的

一篇卷首语 。当 这篇澄明细腻 的 文章 ，通过 周
这 样 一 位 看 上 去 有 些 粗 糙 的 女 人 传 递 过 来

时 ，它带给 我 的 ，就 不单单是这篇 文 章本身 蕴
含的 意味了 。

我们总 是 习 惯于给别 人贴 上 标签 。小 时

候看 电 影 ，银幕 上 出 现一 个新人物 ，总 是 先要
问 ：“他 是 好 人坏 人？”如 果 是 好 人 ，怎 么 看 都
顺眼 ，要是坏人 ，不偷都像贼 。曾 几何时 ，我们
这 个 民 族所 经 历 的 集 体 “贴 标签 ”行 为 ，给 整

个 国 家和 人 民 造成 了 多 么 深 重 的 灾 难？可 是

直 到如今 ，我们仍然 习 惯于想 当 然 地 用 自 己
所 谓 的 人生经验 ，自 以为 是地给人和人之 间

划出一道道界限来 。在我看来 ，周这样一位看上
去有些俗气的女人 ，能有 阅读 习惯 已经很让人
意外 ，怎么还会有投稿 的 雅兴 ？更想不 到 的 是 ，
周欣赏的 ，竟然是这类隽永的小品文 。

在 环 卫 岗 位 上 风 吹 日 晒 忙 碌 了 一 天 的

周 ，当 她拖 着疲 惫 的 身 躯 回 到家里 ，忙 乎 完所
有 的 家 务 ，开始坐 到 桌 前 ，用 白 天握扫把 的

手 ，握起笔抄写 “人生 的 烦恼 是 自 找 的 。不 是

烦恼 离 不 开 你 ，而 是 你撇 不 下 它……”时 ，这
些 澄澈明净 的 句 子 ，一定 是给她 的 心 灵带 来

了顿悟与 共鸣 。周 并 不 知道 ，现代办公 条件
下 ，我们早 已 用 不着这么辛苦地手 工抄写 。但

这一遍 又 一 遍 的 抄写 中 ，又 融进 了 周 多 少 的
敬畏 与 期盼？谁说 简单粗糙 的 外 表 下 不 能包

裹 一 颗细 腻敏 感 的 心？烦恼 丛 生卑 微 琐碎 的

日 子里 ，人人都应该有 精神超脱 的权利啊 。人
总是这样 ，当 世俗物欲 不 断吞噬 生命 的 尊 严
和人性 的 芬芳时 ，本来 同 为 草芥一族 ，同 为 在
卑 微庸碌 中 寻 求 生命尊严 与 精神救赎 的 底层

小人物 ，只要 自 己 在 某一 个方面略略 比别 人

胜 出 一 筹 ，就要不 失时机地居 高临下一 回 。我
和她之 间 ，到底谁 比谁 更俗气？

我 不 知道 刚 刚 见 到 周 时 我 流

露 出 的 吃惊 ，会 不 会 伤 害 到 她 。

此 时 此 刻 ，凝 望 着 周 留 下 的 这 篇

文 章 ，我 对 她 充 满 了 深 深 的 感

激 。人 是 敏 感 的 生 灵 ，有 时 候 也

许仅 仅 只 是 一 句 话 的 点 拨 ，就 会
成 为 另 外 一 个 人 精 神 的 拐 点 ，甚

至 是 某 种 命运 的 转折 ，没 有 人 会 怀 疑 心 态 的
力 量 。我 想 我 会 及 时 地把 周 推 荐 的 这 篇 文 章

在 我 们 的 报纸 上 编 发 ，让 它 带 给 更 多 的 人 心
灵 导 航。“人 类 凭借 着 自 己 的 聪 明 划 出 了 一

道 道 界 限 ，最 后 又 凭 着 爱 ，把 它 们 全 部 推
倒。”——蓦 地 想起 了 歌 德 的 这段话 。

当 周 推荐 的 这篇 文 章见报 时 ，我 一 定会

郑 重地注明 ：本 文 由 读者 周 推荐 。

风景在别处
□ 文/王 红 霞

“ 我 很 喜欢那个 山 里 藏着 的 那 个 小城 的 安 宁 、

安静和干净 。千水之 阳燕伋望鲁 ，春秋之儒底蕴深

厚 。那天 中 午 我们离 开时 ，上 千道 阳光照耀下 的 千

河金波 旖旎 生 动惊 艳 ，河 岸排排 垂柳 妙 曼 轻 舞 ，灿

烂 千 阳 让人 流连。”当 远方 的 一 位诗 人 朋 友 ，把她
对我家 乡 的 这段印 象 文 字 ，通过手机短信传递给我
时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为 家 乡 展现给朋 友 的那

份 美 ，更 为 文 字 背 后 善 于 发

现美 的 那份情怀 。

这 着 实 让 我 深 感 汗 颜 ：

我 怎 么 就 没 发 现 家 乡 居 然

还这么 有吸 引 力 呢 ？对于生

养 我 的 这块 土 地 ，我 不 仅 在

家 乡 生活 了 十 五 个年 头 ，即使 离 开 后 ，每年 也 至 少
要 回 去三五次 ，只 是 向 来缺 少一 种审 美 的 情怀 。尽
管这几年 也 感 觉到家 乡 变化明 显 ，但也从没想过要

把 “惊艳”、“生 动”、“妙 曼 ”等 词 汇 与 这块 土 地联 系

起来 。就像 当 年急不可耐走 出 家 乡 告别 小城一 样 ，
现在偶 尔 回 来 一 趟 也 只 是匆 匆 探 望 父母 。对 于这
块熟悉 的 土地 ，我 往往无暇审 美 。

多数的无暇其实都是无心。我们 习 惯地认为 ，风
景在远方 ，诗意在别处 ，空间 上 的距离往往能成全人
的 某 些天性——对于唾手可得 的 东 西 熟视 无睹 ，不
曾拥有的 才享有被追逐被欣赏的魅力 。

彼岸总是对人充满了 诱惑 ，就像让我们心动 的
风景永远都在别 处一样 。很 多 时候我们爬 山 涉水迈

步远方 ，重要 的 并 不在于要去哪里 ，而是离 开此地 ，
暂 时 摆 脱 一 下 太 过 熟 悉 的

生 活 。至 于 景 色 的 美 与 不

美 ，只 是 客 观 物 象 投 射 在
每 个 人 眼 里 心 里 的 一 种 体

验 ，也 就 是 所 谓 的 “景 在 心
间 、境 由 心 生 ”吧 ，多 数 时

候 都 是 因 人 而 异 的 。我 宁 愿 相 信 ，在 大 自 然 和 人
之 间 ，有 一 条 无 形 的 秘 密 通 道 存 在 着 。人 们 在 天
地 间 仰 观 宇 宙 之 大 ，俯 察 品 类 之 盛 ，在 不 经 意 间
被 一 物 一 景 打 动 之 时 ，正 是 那 条 秘 密 通 道 被 打
通 之 时 。于 是 ，当 我 的 家 乡 小 城 ，无 意 中 成 了 都
市 诗 人 朋 友 的 别 处 ，那 种 瞬 间 的 妙 不 可 言 带 来
的 溢 美 也 就 不 难 体味 了 。 泛 舟 曲 池 柳 影

名 人闲章趣话
□ 文/孙剑

我 国 书画作 品除去题款尾 部 的 姓名 印 章

以外 ，往往还 有 镌 刻诗 、词 、章 、句 及 图 案 等 的

印 章 ，统称为 “闲 章”。闲 章 虽 小 ，却融书 法 、绘
画 、雕 刻 于 一 体 ，是 一 种 独特 的 造 型 艺 术 ，是
艺术作 品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据记载 ，元 末画家王冕偶得一块色泽斑斓

的花乳石 ，便刻了一方“会稽佳山水 ”印押到画上 ，
从此文人墨客研朱弄石遂成风气。由于这种闲章

无关名讳 ，可以随意表心迹 、抒志趣。印文就显得
丰富多彩 ，不拘一格。每当欣赏书画时 ，一方方朱
红色 的压角 闲章 ，精巧别致 ，非常惹人注 目 ，而读
这些印文 ，亦可从中领略到作者的思想情操和艺

途甘苦 。更有不
少闲章内容诙谐

幽默 ，颇多雅谑
之趣 。

闻 一 多 先

生 为 自 己 刻 过

一枚 闲 章 ，印 文 是 “叛徒 ”二字 。他曾 说过：“我
要做一个旧世界之叛徒 ！”闻先生言而必行 ，不

畏权势 ，不怕强暴 ，后 来被暗杀于 昆 明 ，他不愧
是旧世界的 “叛徒”，新世界的忠诚战士。徐悲鸿
有三枚闲章 ，一 曰 “江南贫侠”，二 曰 “一尘不染”，
三曰 “悲鸿生命”。第三枚是他于 1938年用重金

从一外 国人手 中

赎 回 唐 代 名 画

《八十七神仙卷 》
后 欣 喜 若 狂 ，立
即刻此 闲章加盖

于国宝之上 。

闲 章 不 啻拓 展 题意 ，有 的 把 作 者姓名 、

生年 、居处隐于其 中 而含有双关 之意 。作家郁

达夫 名 郁 文 ，精于 篆 刻 ，自 刻 了 一枚 曰 ：“郁郁
乎 文 哉”，这 是选 用 《论语 》中 的 名 句 ，既 隐 含
了 姓名 ，又 表达 求 学情趣 。徐 渭 的 “田 水 月 ”，
郑板桥 的 “歌吹 古 扬州”（取唐诗 “谁 知 竹 西

路 ，歌吹 古 扬州 ”之 意 ）等 ，也极尽 意趣 。而这
位 “难得糊 涂 ”的 郑板 桥 的 闲 章 ，更 是 别 有 一
番情趣而令 人叫 绝。“二十年 前 旧 板桥”、“恨

不 得填满 了 普 天 饥债 ”，看 着 这 些 闲 章 ，我 们

似乎 听到 这位父 母 官在 感叹 “民 间 疾苦 声 ”，

而 自 嘱 “一枝 一 叶总关情。”

闲 章 中 ，还 有很大数量 是 表 示激励和萌
志奋发 的。“一 日 能作两 日 事 ，争取 再干 二 十
年 ”，这 是 书 画家 冯 建 吴 的 一 方 闲 章 ，真 有 点

儿 “老骥伏枥 ，志在 千 里 ”的 气概 。郭沫若 的 闲
章 “惜寸 阴 ”、画家 黄 胄 的 闲章 “老在 须 眉 壮在

心天”，都 反 映 了 终生奋斗 的 精神 。

给信

□ 文/刘 高 艳

信

我 再 一 次 给 你 写 信

我 要把信 写 上 你 的 眼球
写 到 你 的 心 口
我 要把 邪 恶 的 桥 写 断
把 塌 陷 的 路 写 平
为 了 你 的 前 行
我 要把 月 亮 写 圆
把 太 阳 写 上 五 岳 之颠

像 天
像神

像激 流
像 闪 电
我 要从 地球 中 心
匍 匐 到 你 的 面 前
只 为

呈 递 我 积 攒 的 信 件

你 不 能 拒 绝 我 的 信
就 像 豹 子 不 能 拒 绝 斑 纹
心 脏 不 能 拒 绝 血 液 的 潮 水
你

不 能 拒 绝 我
为 你 炸 开 的 心 ！

秋
色
赋

□
文
/
白
宏
伟

一 年 中 最 爱 的 就 是 这

醉人的秋季了 ，天高云淡 ，黄
叶遍地 ，秋雨缠绵 ，红 枫叶 ，
金菊花 ，黄玉米 、绿菜苗 。故
乡 的一弯浅浅秋 月 ，客地的
一池涟漪秋水 ，丰饶伤感 的
秋天 ！

秋在江 南凄凉 、潮 湿如

一幅丹青水墨画 ，秋风悄悄
溜过千年古桥，在连绵 的 白

墙灰瓦间 ，我的脚步从狭窄

幽长的 雨巷出发 ，朦胧细雨
中走近江南 ，老榕树上斑驳
的青苔 ，青石板路上低掩油

纸 伞 擦 肩 而 过 的 人

们 ，我在宋词和唐 诗
的 小城雨巷里信步 ，

时光 宛然停滞 ，恍惚
中 柳 永 、唐 寅从巷 中

一扇门后走出 。悠然

想起 古诗一 句 “秋 闺

思入江 南远 ，帘 幕低

垂 闲 不卷”，这霏霏

雨 丝 中 江 南 又 有 多

少 多情幽怨 的 故事 ，
都 浸 在 这 江 南 雨 中

了 ，许仙 、白 娘子于西湖边美
丽邂逅 ，陆游 、唐琬在沈园 中
黯然重逢 ，让人不免唏嘘感
慨一番 。秋雨 中 不如登上小

舟上 ，品尝一下做工讲究 ，肥
美鲜嫩的 蟹 肉 ；或者找一家
戏 院 听 一 听温 婉 百 转 的 昆

曲 ，别忘了还有钱塘江的秋

潮 ，普陀山 的凉雾 。
塞 外 之 秋 是 一 副 雄 浑

热烈的油画 ，天空碧蓝而深

远 ，白 云 寒雁 ，腾格里沙漠 ，
黄沙褪去了夏 日 那灼人眼 目

的金光 ，如黄色锦缎静静铺

展大地 ；祁连 山下芳芳青草 ，

牛羊 星 星点点散落其 间 ，一

皂 黑 袍 的 骑 手 纵 马 驰 骋 草

原 ；塔里木河边金色 的胡杨

林美丽绚烂 ，优雅的 白 天鹅
自 由 飞翔 ，不时有维族大叔
赶着驴车经过 ；道路两旁红

柳 ，一丛一簇在迎风摇曳 ；被
人遗忘的 角落 ，枫叶在独 自
绽放 ，红 的恰似燃烧的火焰 。

秋风 ，不像别处 的那样遮遮

掩掩 ，而是原始而豪放地从
四面八方扑扫过来 ，嗡嗡声
如羌笛悲鸣 ，这片黄沙 、牧草

地下埋 着 一 段 殷 红

的 历 史 ，昨 日 的 匈
奴 、契丹早 已飘逝消

亡 。

故 乡 的 秋 色 迷

人！田野里黄灿灿的

是 的玉米 ，红嘟噜的
苹 果 害 羞 地半 隐 在

绿叶间 ，青皮 的酥梨
香甜可 口 ，火红 的石
榴笑得咧开了嘴，柿
子熟透了 ，像一个个

点 着 的 红灯 笼 挂在 树 上 ，吸
引 了一群孩童争先恐后爬树

解馋 。在农家院中 ，只要是你
目 光所及之处 ，都会看到成

串成串 的 玉米棒子 ，挂在屋
檐下 ，堆在墙头 上 。窗棂边

也 定 会 有 一 串 油 红 油 红 的

尖辣椒。夕 阳下 ，晚归 的 农
夫 ，或 是 一 白 须 老 者 ，或 是
一 黧黑壮汉 ，他们总会扛着

犁 ，哼 着 秦 腔 “包 龙 图 打 坐

在 开封府……”，踱步 回 来 ，
身 后 还 跟 着 一 头 健硕 的 黄

牛 ，牛铃声清脆悠长 。

三 句 话 成 就你 的 外企之 梦

据调查数据显 示 ，超过六成 的 参与 调查者
表示希望能在 外企 中 谋得一份工作 。同 时某公
司 在 北京 的 十 几所 大 学 进 行 过 大 学 生 求 职意

向 调查显 示 ：80%以上 的 人把去 外企谋职 当 做

自 己 的 第一选择 。然而 目 前 中 国 外企 的 工作机
会 并 不 是很 多 ，竞 争 非 常 激 烈 ，面 对 外 企 求 职
中 给求职者带来 的 种种 困 惑和挑战 ，智联专访

间 邀 请 到 资 深 外 企 HR徐 庆 菁 女 士 就 外 企面

试 、英语求职等话题接受了主持人的采访。

徐女士在外企工作了十几年 ，作为一名资深的

外企 HR对外企的工作有着自 己的一种理解 。

工 作 态 度 永 远 第 一 位

求职外企 ，态度是最重要的 ，在接受采访时
徐女士这样说 ，在工作 的 时候 ，应 当 更 多时候看
自 己 有什么问题 ，而不是抱怨老板没给足够的资
源 ，或者团队的不合作 。在公司业绩做得不是很
好的时候 ，不是发现 自 身 的 问题 ，而是开始贬低
同 事没有努力 ，这不是形成很好企业文化的做
法 ，所以说态度永远是工作的第一位 。

团 队 精神 让你 立 于 不 败 之 地

徐女士在谈到如何走进外企时 ，将 团 队精

神作 为 了 求 职 者 另 一 项 必 备 的 要件 。她举例

说 ，很 多 团 队 ，比 如 销 售 的 职位 ，旁 边 电 话 响
了 ，自 己 的 同 事 不在 ，应 该 帮他 接起 来 ，这样 ，
就不会落掉任何一 个单子 ，这是合作精神 ，工
作细微之处 的 体现 。如今 的 企业 ，不仅 仅 是外
企 ，都 已 经将 工作人员 的 团 队合作 能 力 的 好坏
作 为 了 衡量绩效 的 标 准 ，如 此 看 来 ，职场独行
侠在如今 的 大 多 数企业是万 万行不通 的 。

外 企 语 言 关 ，不 能 不 说
语 言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点 ，语 言 是 一 个 工

具 。麦肯锡公 司 很 多年 前做了 一个调查 ，中 国
每年要毕业三四 百万大学毕业生 ，现在将近 四
百万 ，10%的 人适合 到 外企 工作 ，原因 两点 ：第
一 点 ，被教 育 的 方式 是 比 较学 术性 的 ，应 用 性
不 是很强 ，第 二 点 语 言 技 能缺 乏 ，供应 的 人 才
量是很大 的 ，但是真 正能适应在外企工 作并且
有质量 的 个体数 目 是有 限 的 ，是现在供不应 求
的 原 因 ，其 中 语 言 是非常重要 的 。尤其 到 了 企
业更 高层 的 时候 ，对英语 的把握 ，写邮件 ，单词
用 法 是要斟 酌 的 ，语 言 是 重 要 的 ，它 是 一 种 必
备 的 工具 。　（辛 华 ）

浅谈舞蹈艺术的语言
舞蹈是“人体造型 ”的艺术 ，简

言之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形体化。它

源于说话 ，源于唱歌 ，源于人类进

一步表达思想情感的需求 ，最后发展成为一种独立
独特的艺术语言 ，我们称之为舞蹈艺术的语言 。为了
更好地欣赏舞蹈艺术 ，了解该艺术语言 的基本特性
和应用 ，笔者作如下粗浅的探讨 。

一 、舞蹈艺术语言的特性

1 、舞蹈 艺 术语 言是 因 “情 ”而 生。古人早在《毛诗 ·
序》中就讲过 ，舞蹈是因 为人 “言之不足”、“嗟叹之不
足”、“咏歌之不足”而跳起舞来 ，是一个情感逐步渲泄
的过程 ，这是舞蹈艺术语言的发生源头 。从历史发展角
度看 ，原始人最早 的语言是图形文字加眼神手势体态
的咿咿呀呀 ，它表达了原始人最初始的思想情感 。随着

人类生理进化和表达情感的需要 ，一般说话意义上的
普通语言慢慢分化出去 ，逐渐形成了能够独特形象直
接集中地反映人类情感的艺术语言 。艺术语言最大的

特点是情感化 、形象化 ，有舞蹈 、音乐 、绘画等艺术语言
等不同 的分支 。概一言之 ，舞蹈艺术语言是人类在表达
思想情感的长期过程中逐渐转化而来。

2 、舞蹈 艺 术语 言 存在 不 断地继 承和创 新 。舞蹈

艺术语言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底蕴的影响 ，有着鲜

明地反映本民族人文地理 、风俗习惯 、宗教文化的 印

记 ，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期积累 、继承发展 、
不断完善的结晶 ，具有适应时代要求 、不断求新求异

的特点 。换言之 ，舞蹈艺术语言总是在发展变化之中 。
每个民族的舞蹈艺术语言 ，都会因时代的 不 同 ，其形
式 、风格 、技巧等都在发生着变化 ，表现出很强的时代
感和历史感 。

3 、舞蹈 艺 术语 言 在表现形 式上 强 调 审 美规范 和

标准 ，具有 高 度 的 审 美要求。只有符合特有的审美规

范 ，达到特定的标准 ，才能称之为艺术 ，也才能令观者
赏心悦 目 产生共鸣。比如跳芭蕾舞 ，要求舞者做到

“开 、绷 、直 、立”，以此体现芭蕾舞的优雅大方 、轻盈飘

逸的美感 。又如 中 国古典舞的 “万变不离其圆 ”等要

求 ，由 此表现出 中 国的含蓄优美 、细腻端庄的神韵 。概

括地讲 ，舞蹈艺术语言 的美 ，不仅表现在审美规范和
要求上 ，还表现在它的形式 、风格与技巧方面 ：

（ 1）形式美 。即 外在形式 的 构成美 。如整齐 、和
谐 、统 一 、对称 、均 衡 、变化 、对 比 等。（2）风 格 美 。
即体现民族人文 的 精神 的 美 。如藏族舞 的 弓 腰 曲

背 、前 后点步；蒙古族 舞 的 提压 腕和 划 圆 ；汉族 秧
歌舞 的扭与 摆等。（3）技 巧 美 。即 舞蹈 者在 舞蹈 表
现过程 中 产 生 的 动态 美 。主要讲舞 者运 用和控制

自 身肢体 、表情表现出来的艺术美的能力 。当 舞者把
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之时 ，舞者与观众共同心驰神

往 ，技巧美的魅力尽显其中 。

二 、舞蹈艺术语言 的应用

舞蹈艺术语言 的应用 ，即指舞
蹈艺术语言 的 表现功能 ，它分直接

抒情舞蹈语言和间接抒情舞蹈语言两种 。
1 、直接抒情 舞蹈 语 言 。是舞蹈艺术语言 中最为

有力 的 表现形式。它分为写实语言和夸张语言两种 。
（ 1）写实舞蹈语 言 。是指 舞者 用 舞蹈语 言 直接地抒
发情感 ，也可谓 “角 色 人物 内 心舞蹈化”。如现代大
型 舞剧 《丝路花雨 》中 英 娘 与 父 亲死别 的 动作大 悲
大恸 ，催人 泪 下。（2）夸张 舞蹈语 言 。是指 舞 者 用 夸
张 的 舞蹈语 言 来使激情 、理想等情绪 更加鲜明 突

出 。李 白 “白 发三千 丈 ”的 千 古名 句就是把艺 术夸

张做到 了极致 。如 中 国 戏 曲 青衣水袖舞的 “喜时飘 ，
怒时掷 ，气时甩 ，羞时掩”等经典手法。又如舞蹈绝技

的表演 、高难度动作的展示等 。

2 、间 接抒情舞蹈 语 言 。是指用 舞蹈语言不直接

抒情 ，而是间接地描绘和赞美另一种事物来产生联
想 ，表达情感 。它可分类比和象征两种手法。（1）类比 。
用舞蹈描述相类似的事物来抒发情感 。如以写景来

抒情言志 ；如描绘孔雀 、奔马 、大海来产 生 会 意 的 联
想。（2）象征 。是通过某一特定 的 舞 蹈艺术形象 ，来
表现与 之相类 似 的 思想 、观念和情感 。它寓意更含

蓄深刻 ，更耐人寻味 ，充满浪漫 的 色 彩 。比如 我 国
的 舞龙 、舞狮以及民 间 的 图腾舞蹈 等等 ，象征色 彩

鲜明 浓烈。（四 川 师 范 大 学 服 装 学 院 教 师　杨 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