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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青少年舞蹈教育探析——以《山海经》经典神话儿童系列舞台剧为例

 孟 化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其中记载了丰富绚烂的上古神话，可追溯到遥

远的原始社会。记载范围广泛，包含了古代先民对于宇宙人类、日月星辰、大地山川、世间

万物以及人类文明的来源和意义的认知，蕴含了华夏民族最古老的自然知识和文化记忆。现

今传世的文献有十八卷——五卷《山经》和十三卷《海经》。近年来，《山海经》的学术价

值日益被文人学者所关注和重视，在动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方志学、宗教学、民族学、

民俗学等众多学术领域，都对《山海经》进行了多方面的不同程度的研究，学术成果颇丰。

如何更深入更广泛发掘发挥《山海经》古籍的价值，古为今用，是目前值得探讨和尝试的一

个课题。

《山海经》中出现了大量描绘乐舞的神话故事。《海外西经》记载了乐舞之起源:“大

乐之野，夏后启于此撰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
①
《大荒西经》则讲述:“西南海之外，

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洱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殡于天，得《九辩》与

《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初，开焉得始歌《九招》。”
②

图 1 《山海经•海外西经》 图 2 《山海经•大荒西经》

①
〔晋〕郭璞：《山海经》卷七，〔明〕吴琯辑：《增定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第七册，明（1368-1644）

刻本。

②
〔晋〕郭璞：《山海经》卷十六，〔明〕吴琯辑：《增定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第七册，明（1368-1644）

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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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可以从此入手，探索古籍《山海经》与现代舞蹈教育之间利用融合的可能呢？

本文试以民营制作公司融合艺术所创作的《山海经》经典神话儿童系列舞台剧为例，分析其

得失，探讨更多的活化路径和方式，以期广为推广。

一、《山海经》与儿童系列舞台剧的缘起
①

《山海经》经典神话儿童系列舞台剧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的艺术教育实践项目成

果，由北京融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策划实施。

《山海经》中的神话题材具有万物有灵的想象空间，描述式的故事形式，具有冲突与意

义的人物形象，具有合理的变化性的表现形式，这些与儿童的性格特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山海经》书中古图表现的各异形象，可以通过舞台剧目的创作，进行传承。提取在古

籍中碎片状形象的元素，按照鸟兽、神花异草及山海博物三个主题来分类，通过视觉形态的

形象描述，既生动，又符合新时代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受众需要，满足儿童群体审美的需求，

使之更好地接纳传统文化。

基于以上理解和认知，融合艺术致力于从《山海经》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由自由

艺术家作曲，由舞蹈院校专家与社会舞蹈教育的一线老师们共同协作，创作系列儿童剧，并

将其转化成舞台剧场。

二、《山海经》儿童系列舞台剧的创作理念及方式

《山海经》在文艺领域，曾被广泛挖掘创作，不乏耳熟能详的作品。例如风靡一时的根

据唐七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古装魔幻剧《三生三世桃花源》中，老凤凰、坐骑毕方、狐狸洞

中的迷谷、九尾狐等等诸多的形象与出处都是源于《山海经》，而且，经过创作的神兽形象

被观众广为接纳，并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

《山海经》儿童系列舞台剧以儿童为受众进行创作思考，从《山海经》的内容特点和文

化传承的角度出发。在《山海经》中，带翅膀的老虎，有着五条大尾巴的铮，被黄帝打败了

没有的头的刑天等等，都是生动的且富有先民们对于自然崇拜的创造力的描述。在此基础上，

创造一种新旧连接与传递的方式。尊重古籍出处，严谨推敲，慎重演绎。以文化百科的形式

予以呈现，运用舞蹈的表意的特点加以艺术性的舞台形式，吸引儿童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引导他们去追本溯源。

在演员的选拔上，采用高水平的舞蹈和戏剧社团推荐以及社会招募两种形式。社会招募

面向 6—14岁的喜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在校学生，要求具备一项中华传统文化或表演艺术相关

的一年时间学习经历。

在舞蹈培训上，分为系统课程学习和剧目排演。课程设置有剧本导读、声律台词课、舞

蹈创作课与作品赏析课等等。

课程考核以全剧公开演出的方式来展示。所有学员要完成培训课程及相关创作，在自愿

和剧目创作需要的前提下，确定演员的角色，施行宽进严出的培养机制。

①
根据笔者 2024年 2月 18日与北京融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负责人睢静座谈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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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海经》在儿童系列舞台剧中的展示

以系列舞台剧之一《比翼鸟》为例，在故事结构、故事寓意等方面都深入探索和挖掘了

古籍中相关的文献内容，加以艺术的演绎和解读。

（一）《比翼鸟》的故事结构

《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关于比翼鸟的描述，确定了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西次

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是比翼鸟的地点参考。“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

豹尾而善投，名曰举父。”作为人物神兽的参考。“有鸟焉， 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

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作为比翼鸟人物形象的参考。其中“见则天下大水”

作为事件的参考。

《逸周书》中记载，周成王六年，然邱国献来一双比翼鸟，这是吉祥鸟，如果见到它就

会交好运，如果骑上它则可长寿千岁，如果遇到圣贤的人治理国家时，它们就会飞出来聚集

在一起，这也是周公治国有方天下大治的祥瑞之兆。

基于以上材料，确定大的时间背景为古代商周农耕时期。按照原文基本的元素描述，有

一只在崇吾山中的比翼鸟，只要见到它天下就会洪水成灾。作为戏剧冲突则体现在“见则天

下大水”，确定“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为全剧核心观点。全剧设计以电影陈述的方式

开篇，讲述古籍《山海经》的成书及深远意义，演绎不同时期的《山海经》，用道具与灯光

的手段结构了现代与远古的故事时空场景。

（二）《比翼鸟》的故事寓意

当下城市生活的高速快消和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特性，使得人们往往倾向于简单直接地接

受二手甚至三手的文化，不加以思辨。对于国家的未来儿童而言，必须要培养其个体的思辨

能力，引导认识和热爱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做到传统文化的传承。

《山海经》中记载的一些神鸟翼兽蕴含了先民们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在天空中展翅飞翔

的鸟类一直是原始先民崇拜的对象，他们祈求有鸟的双翅，从而像鸟一样摆脱地面的各种艰

难险阻，在空中自由翱翔；另一方面，古人寓意成双成对为吉祥。比翼鸟一只翅膀和一只眼

睛，无法独自飞翔，需要两只鸟结对比翼齐飞。对立和互化体现了简朴的古代哲学观。比翼

鸟，展翅天空，象征着自由、解放与挣脱，延展到人类个体，寓意着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在经历着风雨中成长。

四、《山海经》儿童系列舞台剧探索的成果和意义

2021年 6月 27日，《山海经》儿童系列舞台剧的第一部《比翼鸟》在北京市朝阳区文

化馆 9剧场完成了第 10场公益演出
①
。由 41位 8至 17岁非职业学员出演，实现了儿童独立

完成舞台的排演实践和自我与表现的全方位的历练。

①
文旅中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4162916484082589&wfr=spider&for=pc（2024.4.10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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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第二部《山海经·杏林传说》艺术教育实践系列课程暨正式启动仪式，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举行
①
。《山海经·杏林传说》讲述的是，东汉时期，出

生在医药世家并被父亲寄予厚望的董奉，从小生性顽皮。某年秋末，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天

旱所造成的灾害，董奉和小伙伴们前往昆仑山，找寻传说中医治百病的瑶草。途中，他们克

服险阻，共同成长。
②

《山海经·杏林传说》的艺术讲座由四个单元组成。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李北

达和中国古典舞教授邵未秋，分别讲授了《武术与舞蹈》和《走进中国古典舞袖舞》。通过

老师们的亲身示范，小学员们不仅体会到了武术与舞蹈的不同的发力方式及审美意趣，还增

强了对中国古典舞的审美意识。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真和胡晶莹分述了

《历史中的乐舞》和《舞蹈语言的设计》。追溯中国古老乐舞的历史，探索寻觅当下的踪迹，

引导思考乐舞和今天的音乐舞蹈之间的关联。引导学员将生活中寻常可见的动作转换成为舞

蹈语言，培养对舞蹈本体认知与欣赏的能力。

综上，《山海经》舞台剧系列已经有可以展演的成品，后续的创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并吸纳了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课程设置上也日益丰富和深入。这种对古籍中传统文化的元

素进行创新发展，以舞台剧形式进行的创作和实践，使得传统与现代在剧中相遇，儿童是故

事的演绎者，又是文化的学习者，又是文化的传达者，完成了润物细无声的美的教育。

五、探索《山海经》与青少年舞蹈教育之间更多的可能

准确理解《山海经》，有助于我们重构华夏上古神话体系，穿越漫长的时间洪流，回到

华夏文明的源头。面对时代变迁与民俗文化传统文化日趋疏离的现实问题，要认识到当下青

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局限，探索适合他们的认知方法，而舞蹈教育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一）深度挖掘和利用《山海经》中传统文化元素，拓展舞蹈创作选题和内容

舞蹈创作上，以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山海经》作为素材来源，选取教育性和启发性的内

容，运用传统乐舞的元素加以艺术性的舞台形式进行创作，寓教于乐，予以呈现。提升民族

文化认同，体现新时代精神及民族元素，贯穿讲好适合儿童的中国文化传统故事，推动以美

育人的新时代文化使命。

（二）调研青少年的文化需求，进一步完善舞蹈课程设计

舞蹈教育的课程设置系统化、灵活化，线上线下学习与排演相结合，讲座、座谈、调研

等多形式并进，引导青少年精读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学习中华乐舞文化和传统民俗，“眼见

为虚，体验为实”，对中国传统艺术有更多的理解，加深热爱。如引导青少年亲自整理文献

资料，梳理脉络和版本，通过笔墨纸砚线描等方式对话古籍。这种方法会有效减少青少年和

古籍之间因为时间空间的距离而产生的疏离感。同时，在参与和体验的过程中，孩子们从自

己的感受出发，以他们的视角去解读，能够挖掘出更多中国神话传说的魅力。

（三）实现多领域合作，协同促进《山海经》与青少年舞蹈教育的融合

①
文旅中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583669849577869&wfr=spider&for=pc（2024.4.10检索）。

②
中国青年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593842218164453&wfr=spider&for=pc（2024.4.22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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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承文化的一个新尝试，《山海经》与青少年舞蹈教育的融合，需要多领域的关注

和合作协同。青少年群体的认知方式和心理发展，需要相关的教育家们提供专业辅导。青少

年的舞蹈教育需要艺术家们加以针对性研究。《山海经》中的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知

识，作为必要的背景，也需要学者们进行解读和普及。

北京融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资助下，取得目

前的成绩是非常不易的。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高校以及艺术团体能够都参与进来，能

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行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共同助力《山海经》在青少年舞蹈教育方面的

融合发展。

（四）实现《山海经》与舞蹈教育融合的成果舞台化、社会化

舞蹈教育的成果要舞台化，多出精品，能够更广范围地传播，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并

可以研发出相关的舞蹈服饰、道具以及文创产品等，在展演的过程中展示和售卖，扩大影响。

（五）推动数字化《山海经》发展，助力青少年舞蹈教育

国家图书馆作为古籍收藏和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地，也一直致力于古籍的保护和开

发利用，《山海经》的数字化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也在陆续应

用于数字化中。不久的将来，《山海经》的数字化成果亦可运用到舞蹈教育中，抑或直接运

用到舞台演出中。舞蹈教育者对《山海经》数字化的一些思考和尝试，亦需要沟通和借鉴，

互为助力。多学科多领域的跨界合作，将会为古籍数字化工作提供更多的灵感和方向。

《山海经》这座广博深厚的历史文化宝藏，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开拓汲取源源不

断的精神力量，希望通过其在青少年舞蹈教育中的融合利用，薪火相传，传承文化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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