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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折扇是中国古典舞中非常重要的道具元素。从2000年开始，中国古典舞艺术工作者逐渐对纸扇道具产生

了更多重视，并编创出了《纸扇书生》等纸扇道具一类的舞蹈作品。由于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纸扇道具动

作的风格，反映了本类道具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作用，中国古典舞《纸扇书生》也在2017年的第十一届

桃李杯舞蹈比赛上获得了奖项。本文将首先阐述中国古典舞纸扇道具的形状制作、动作发展及动作基本

类型，然后以作品《纸扇书生》为例阐述纸扇动作的特点，分析纸扇动作的练习方法及表现方式。本文

的内容能帮助舞蹈学习者，了解中国古典舞中小生行当的纸扇动作体系的源流及动作类型，从《纸扇书

生》等当代作品出发，了解这一道具动作体系的发展与创新，思考在作品中纸扇表现出了哪些特色。此

外对道具动作运用方法的分析，也能使舞蹈学习者在《纸扇书生》等作品中更好地练习道具动作，更好

地运用纸扇塑造小生行当书生角色的形象，提高表演者的中国古典舞表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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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ding fan is a very important prop element in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Since 2000, Chinese clas-
sical dance artists have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aper fan props, and created such paper 
fan props dance works as “Paper Fan Scholar”.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Paper Fan Scholar” won an 
award at the 11th Taoli Cup Dance Competition in 2017 for accurately displaying the style of paper 
fan prop movements and reflecting the symbolic role of this type of prop in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first describe the shape, movement development and basic types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paper fan props, and then take “Paper Fan Scholar”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paper fan movements and analyze the practice and expression of paper fan movements. 
The content of this paper can help dance learners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ype of paper fan 
movement system in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Starting from the contemporary works such as “Pa-
per Fan Scholar”, we can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is props movement 
system and think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per fan in the works.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prop movements can also help dance learners better practice prop 
movements in works such as “Paper Fan Scholar”, and use paper fans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role of a small student in the field of scholar, so as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level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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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扇子就成为了中国非常重要的礼仪与生活用品之一。从宋代开始，纸扇这类

能够折叠的扇子逐渐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由于折扇扇柄多为竹制，而扇面多为纸质能够绘制细腻的书

画，因此在近一千年中纸扇广泛受到了中国人特别是古代文人的喜爱，而这类物品也逐渐成为了文人精

神所追求的象征。在明清时期，中国戏曲艺术大规模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纸扇被引入到昆曲等戏曲艺

术当中，并在清代时期成为了京剧中重要的道具元素[1]。中国古典舞是从戏曲及古代文化中诞生出来的

艺术，在此类舞种中，艺术工作者一直致力于提炼并运用戏曲常用道具的身韵动作。从 2000 年开始，中

国古典舞艺术工作者逐渐对纸扇道具产生了更多重视，并编创出了《纸扇书生》等纸扇道具舞蹈作品。

由于精确地展现了纸扇道具动作的风格，反映了此类道具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作用，中国古典舞《纸扇

书生》在 2017 年的第十一届桃李杯舞蹈比赛上获得了奖项。本文将首先阐述中国古典舞纸扇道具的形制、

动作发展及动作基本类型，然后以《纸扇书生》为例阐述纸扇动作的特点，分析纸扇动作的练习及表现

方式。本文的内容能帮助舞蹈学习者了解中国古典舞中小生行当的纸扇动作体系的源流及动作类型，从

《纸扇书生》等当代作品出发，了解这一道具动作体系的发展与创新，思考在作品中纸扇表现出哪些特

色。此外对道具动作运用方法的分析，也能使舞蹈学习者在《纸扇书生》等作品中更好地练习道具动作，

运用纸扇塑造小生行当书生角色的形象，提高表演者的中国古典舞表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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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古典舞折扇道具概述 

2.1. 折扇道具的由来 

折扇道具指的是带有扇骨与扇面，扇骨下方有扇钉结构，能够收起并打开的可折叠扇子类型。当折

叠起来时，纸扇为一个二厘米厚度的细长方形，而当打开时纸扇为扇面形，可以乘凉也可以用来装饰。

我国的纸扇一般为七寸(23 厘米)、八寸(26 厘米)、九寸(29 厘米)、九点五寸(30.5 厘米)、一尺(32 厘米)等
五种规格，其中七寸纸扇和八寸纸扇多为昆曲等戏曲中的女用扇，而九寸到一尺扇多为男用。我国的纸

扇扇骨一般为竹、木材质，使用各类竹做扇骨的纸扇最多，纸扇的扇面基本为纸质，扇面上可以绘制图

画或者书写文字。从文化上看，我国文人自古将竹子看作是个人气节与精神的象征，认为竹子在寒冷天

气中仍然翠绿的精神，暗示了文人宁折不弯的气节。因此从宋代开始中国文人就喜欢将竹制纸扇带在身

上，从而表达自己的文人身份和文人精神。此外在中国文化中书画也是表达一个人精神与追求的重要元

素，由于纸扇上可以绘制书画，因此带有扇面书画的纸扇能够进一步表达文人的思想和情操。因此从宋

代开始直到当代，纸扇都是我国文人常用的重要日常装饰品[2]。从纸扇的发展诞生历史上看，目前我国

学者多认为折扇起源自宋代。部分学者认为折扇是由将团扇带回国的日本人改造形成的，此后这类扇子

又流传回了中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本类扇子是在宋代时期在中国本土被改良创作出来的。 
在明清时期的戏曲大发展阶段，我国的昆曲、京剧首先将纸扇引入了舞蹈中。在本阶段里戏曲的旦

角、小生都将折扇看作是重要的道具类型。1950 年中国古典舞的概念被正式确立，此后折扇道具在中国

古典舞艺术领域中发展起来[3]。1999 年，北京舞蹈学院师生共同编创了舞蹈作品《扇舞丹青》，在本作

品中舞者使用了开合扇等戏曲常用的折扇动作，本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舞折扇作品创作时代来临。在此

后阶段，《桃花扇随想》等提炼昆曲折扇道具动作的舞蹈作品涌现。2017 年，中国古典舞《纸扇书生》

成功推出，这一作品整理总结了我国主要戏曲中小生的折扇动作，并推动了折扇男班古典舞的创作发展

速度。 

2.2. 中国古典舞中折扇动作的常见类型 

中国古典舞中的折扇动作，可以被总结为戏曲来源动作，其他道具动作的变形动作，和即兴动作三

个大类。折扇常用的戏曲来源动作，一般可以被总结为合、开、推、转、绕、提、压、端、抱、背、齐

胸、立圆等类型。来源于其他道具的扇动作，可以被总结为片扇、立转、盘扇、抛扇、绕扇、戳扇等[4]。
此外舞者还可以在作品中根据情境与角色使用挡脸等即兴化的道具动作。以推扇为例，在这一动作中舞

者将扇子横向放置在胸前位置，使合拢状态下的折扇扇骨整体与舞台平行，左手握扇尾而右手握扇头，

在保持扇子始终与舞台平行的前提下走“S”形曲线前后推扇。在中国古典舞中，推扇动作主要表现了男

女艺术角色优雅的仪态与气质。在开扇动作中，舞者用持扇手的拇指与食指夹住一侧扇骨两边，向下弧

形发力甩出扇子，使扇子在舞者手部发力及重力作用的状态下打开。作品中的合扇动作，舞者同样用拇

指与食指捏住一侧扇骨的两边，向身体后方绕动发力，从而使另一侧没有被捏住的扇骨自上向下落下并

将扇子合上。其中背扇动作，独舞者将打开的扇子背在手臂上，使扇面紧贴在自己的小臂上，然后做出

点步翻身动作，道具动作流畅威武，表现出类似武术的阳刚、有力风格。 

3. 《纸扇书生》中折扇的动作特点 

中国古典舞男子群舞《纸扇书生》“桃李杯”完整版，表现出“引子 + 第一段(趣) + 第二段(雅) +
第三段(狂)”三段式结构，舞蹈表现了古代书生风雅自持、心怀家国的群像。文章将以此作品为例分析中

国古典舞折扇动作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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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视觉上与舞者表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中国古典舞中，道具一般起到延长舞者身体线条、与舞者身体线条形成明显曲线两种作用。[5]当
延展舞者身体线条时，道具通常与舞者身体在风格上实现统一，道具动作也能够在构图上表现出柔和含

蓄的美感。当道具与舞者身体线条形成明显曲线时，道具动作往往与舞者身体呈现出对立的关系，这类

道具动作一般能在视觉上表现出刚强不屈的美感。在《纸扇书生》等舞蹈中，折扇能够在舞蹈动作中发

挥以上两种作用。在《纸扇书生》引子部分，舞台前方的独舞者左腿在前开大弓箭步，右手用握笔的方

式持合起来的折扇做出落笔写字的动作，此时合起来的折扇扇骨与舞者右臂呈现约 10 度的锐角状态。在

这一动作中，折扇与舞者身体呈现曲线的情况，道具与舞者躯体呈现出对立的关系，道具与舞者身体线

条配合展现出一种思辨、刚强的风格，这一形象表现了书生心怀家国、坚持自身理念的形象气质。在此

之后舞者向后绕动身躯提气起身，右手开扇在头顶盘扇，在盘扇动作后舞者向后退步使躯干略微前倾，

双手各持打开折扇的一侧扇骨，在保持扇面与舞台平行的状态下将折扇前缘向前推送。在这一推扇动作

中，打开的折扇延展了舞者手臂的线条，折扇与舞者身体形成了统一的关系。由于视觉画面的提升，因

此推扇构图表现出了一种高雅的风度、含蓄风格气韵。 

3.2. 舞姿造型及动作路线具备拧倾圆曲特征 

此外中国古典舞纸扇道具动作，还表现出在舞姿造型及动作路线中具备拧倾圆曲的风格特色。拧倾

圆曲是中国古典舞非常重要的审美特征，其指的舞者在动作造型上身体形成的线条需要拧、倾、圆、曲，

在动作中身体各 4 部位及道具形成的动作路线需要表现出圆与曲特征。拧倾圆曲的舞蹈审美，集中反映

了中国古典舞背后的中国含蓄内敛的古典文化[6]。 
在《纸扇书生》的舞姿造型方面，“拧”和“倾”的动作特征与折扇道具的两者结合更是比比皆是、

随处可见，这也使作品“书生气”的韵味更浓。比如说：舞者在引子中用扇子比作毛笔做动作，在这一

画面中折扇与舞者、舞台都呈现出倾斜状态，此画面也突出了中国古典舞纸扇道具拧倾的审美特色；“圆”

和“曲”的动作特征在舞姿造型方面也颇有特色。[7]其中有一个推扇动作，舞者的躯干与腿部形成了圆

弧形态，而折扇的前缘则形成了一个与舞台平行的圆弧形画面。在此动作中折扇的形状正是突显了舞者

的圆曲体态，也突出了这一构图含蓄风雅的风格。 
从作品动作路线角度看，在作品第一段中，演员从舞台后方的一个空间起身，跑圆弧形队列绕动到

舞台前方列成一字队列。在调度过程中舞者右手持打开的折扇，使折扇从前额位置开始逆时针在头顶缠

头一圈。在本部分的绕头盘扇动作中，折扇整体呈现出圆形轨迹，当到达舞者头部右上方时，折扇又在

翻扇动作中呈现出“S”型轨迹，在此可以看到折扇的轨迹表现出圆曲的风格。折扇的动作特征中的拧倾

元素在作品的动作路线方面也尤为突出，在作品的第三段“狂”的部分中，舞者们在双手执扇画立圆，

身体随之形成“拧”之后，头看向地面，手执扇只指向上，停在了一个单腿支撑一脚向前的倾身的状态，

正是这一手拿纸扇拧倾的动作使书生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也凸显了古典舞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 

3.3. 动作的速度与力量刚柔并济 

作品中的动作速度与力量刚柔并济，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古典舞折扇动作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社会

环境中，文人作为男人与官员表现出了阳刚的一面，但同时由于并非习武者，因此文人又通常表现出文

弱典雅的气质特点。如上文所示，在中国文化中折扇象征着书生、文人的风骨与气质，中国历史文化中

古代文人们的气质决定了扇子的动作需要表现出刚柔并济的特征[8]。 
在《纸扇书生》第一段中，群舞演员在舞台左后方排成错落的一字队列，此时舞者左臂自然弯曲，

右手拇指与食指捏起持合起来的折扇，使折扇扇头朝向舞台右上方，右臂自然弯曲，右手的拇指与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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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住扇骨中央位置，这一形象的抱扇动作还原了古代文人行礼的姿态。在这一动作中，合起来的折扇表

现出了一种收敛的视觉效果，而且折扇延长了舞者的手臂线条，当与舞者含胸前倾的体态结合时，这一

抱扇造型就表现出了柔和风雅的风格特色。在此之后舞者力发于肩膀，同时用背部、右肩、右臂与右手

发出较小的力度，并用适中的速度使合起来的折扇在自己头顶绕动，这一力度和速度适中的绕扇动作表

现出了一种儒雅自然的动作风格。在《纸扇书生》舞蹈第三段“狂”中，舞者右手持合起来的折扇，以

右腿为主力腿踏步翻身一周，在翻身的过程中右手举起绕动合起来的折扇。当舞者到达面朝观众席位置

后右手握住一侧扇柄，在惯性作用的辅助下右臂用力向下开扇。[9]当扇子打开后舞者用右手翻转扇面，

使一侧扇面贴近右臂做出抱扇动作。在这一翻身接开扇抱扇动作中，走直线调度而且力度大、速度快的

抱扇动作，表现出了外放有力的风格特征，这一道具动作外化了文人书生性格中“狂”的一面。 

4. 《纸扇书生》中折扇动作的运用 

4.1. 加强舞蹈动作与道具的配合 

舞者需要通过反复练习熟悉道具的运行轨迹，并且有效地把控折扇道具动作。在《纸扇书生》舞蹈

第三段“狂”中，舞者踏步翻身，在翻身过程中举起扇子，在躯干旋转动作的带动下使合起来的折扇衔

接成圆形曲线。当转到面对观众时舞者快速开扇，随后翻扇抱扇，此后将扇头向身体左下绕出合扇。在

衔接本部分道具动作的圆弧形与直线调度时，舞者需要把握各个部分道具的轨迹。在翻身举扇动作中，

舞者需要用右臂举扇，使合起来的折扇在右手前方形成右臂的延长线，用右肩与右臂发力，在保持上半

身动作不变的情况下踏步翻身，这样一来扇子所衔接成的调度为圆弧形，而且调度风格又不会过于阴柔。

当转到面对观众席位置时，舞者需要用右肩、背部与右臂、右手腕、右手转动折扇，右手抓紧扇骨，走

直线调度向身体左下方甩扇的另一侧扇骨，使开扇的动作干净利落。虽然中国古典舞中大部分道具动作

的轨迹为曲线，但在这一动作中舞者需要使道具调度形成短而快的直线，只有这样舞蹈段落才能表现出

刚柔并济、收放自如的风格特色[10]。 

4.2. 加强音乐节奏与道具的统一 

音乐节奏的好坏直接影响作品的成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舞蹈作品的艺术思想和思想内容。这

就要求舞者应把握音乐特点，在音乐中控制道具动作的角度、节奏与力度。在《纸扇书生》第三段中，

舞者首先绕扇开扇摇扇，随后右手将折扇合起。在合扇动作后，舞者转向右侧做出弓箭步动作，右手向

下方挥动做出开扇动作，此后舞者右手握住打开折扇的扇头，每一个音乐节拍上扇动折扇两次，与此同

时向后下腰并逆时针翻身。本部分的音乐为快板，而折扇的动作应和了段落“狂”的主题，本动作展现

出热情奔放的特征。在表现本部分动作时，舞者需要通过拆开练习的方式掌握在一拍上扇扇两次的拆分

节奏方法，在扇的动作中从右肩开始发力，配合右臂、手肘和手背的肌肉力量，使扇扇动作的幅度控制

好。同时由于中国古典舞较少出现直上直下的垂直动作，因此这一动作的角度应该与舞台呈现出倾斜的

状态。在本部分动作后，舞者朝向舞台左侧站立，躯干前倾并略微低头，左臂背后右手向上举起，右手

握着合起来的扇子使扇头向前快速点出，此时舞者的右臂与扇子呈现出协调的状态。在这一动作中，点

扇动作表现了书生以扇为笔，以扇为剑的家国情怀，因此点扇动作的力度应该比较大，而且动作需要在

节拍重音上精准完成。在古典作品《纸扇书生》第二部分中，音乐选取了旋律轻快的长笛，其中还伴随

着花鸟以及人群的喧闹声，使观众听到音乐节奏后也自然放松了下来，此时的舞者们的执扇动作也变得

灵活起来，时而执扇游荡，时而拿扇坐地自娱自乐，这样的处理使欢快的音乐节奏与舞者们的幽默诙谐、

妙趣横生的一面结合起来，也更好的刻画了一个乐观诙谐、积极面对生活的书生们。为了更好的刻画这

样的形象，就要求学习者在练习过程中要注意扇尖的灵活抖动并时刻控制好音乐节奏与道具的统一。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3.122021


陈林，曹海滨 
 

 

DOI: 10.12677/arl.2023.122021 123 艺术研究快报 
 

4.3. 加强舞蹈气韵与道具的融合 

在使用折扇道具的中国古典舞中，舞者还需要加强舞蹈气韵与道具的融合，在不同的道具动作中衔

接不同风格的艺术呼吸，也就是说在舞蹈作品中要加强气息的运用。[11]在舞蹈引子中，舞者开大弓步用

折扇模仿笔“落笔写字”，此时舞者需要使用平稳和缓的胸腹呼吸，展现角色稳重的气质。在此后的提

气起身动作中，舞者需要使用下腹吸气动作配合提的重心动作。在此后的云扇动作中，舞者需要平稳吐

气，当面对观众席时再次快速吸气，并在此后的云推扇动作中缓慢地吐气并放松身体。对镜练习呼吸，

能使舞蹈段落中的道具动作收放自如。在舞蹈第三段“狂”中，所有舞者右手举起扇子，使合起来的扇

子处于自己头顶位置，首先向右发力摆动扇子，随后向左下方弧形绕动扇子，同时配合吸腿的动作左右

走位。在本部分中，舞者需要在向上方摆动纸扇的过程中短促有力地吸气，在向下方收回扇子时快速有

力地吐气，通过“呼吸呼吸”的动作配合“收放”风格的挥出及收回扇子动作，使本部分的道具动作干

脆有力，并且也能够表现此段落舞蹈“狂”的风格特征。 

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舞中的折扇道具动作，可以被划分为戏曲来源动作、其他道具引入动作、即兴

动作三类。在视觉上与舞者身体线条呈现对立统一的关系，舞姿造型及动作路线具备拧倾圆曲特征，动

作速度与力量刚柔并济，可以被看作是古典舞折扇动作的基本特征。在表现古典舞折扇动作时，舞者应

通过练习加强舞蹈动作与道具的配合，加强音乐节奏与道具的统一，加强舞蹈气韵与道具的融合，从而

正确展现折扇道具舞蹈的风格气韵。中国古典舞中的折扇舞蹈，是我国艺术工作者提炼了多种古典戏曲

道具动作，并加入了其他道具动作最终总结得来的，这类道具动作是中国舞蹈中的精髓。在练习《纸扇

书生》等作品时，舞者需要运用折扇把握作品的气韵，通过折扇塑造角色的气质与形象，而不能只关注

道具的炫技特点，而忽略了舞蹈风格与审美上的本质。未来笔者会更加努力地练习折扇身韵及《纸扇书

生》等作品，通过努力更好地把握中国古典舞的折扇道具动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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