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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靈感相遇

中國舞蹈的發展歷經不同朝代的文化背景，而呈現豐富多樣的形貌，並藉由相關史料的記載與描述，

說明各朝代舞蹈的形態以及律動的方式。例如漢代女舞人以「纖腰」、「輕身」為美，才有戚夫人的「折

腰舞」和趙飛燕的「掌上舞」以及著名的「盤古舞」。這種特殊形態的舞蹈都有獨特的韻律與節奏，有

的舒緩悠揚，有的節奏強烈，如傅毅舞賦中所言「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筆者每次創作中國舞蹈，必

先詮釋史料文獻的舞蹈意義，從中提煉舞作的創作元素，後再動作設計，形塑體態與身體風格，透過音

樂、服裝、道具的應用與舞台燈光、技術的整體配合，才能具體的呈現舞作的意念，並非只是憑空想像。

這樣的創作理念如同對一門學科的知識進行實踐，需透過邏輯的思考、數理的分析及美感的掌握，從創

作中發展出新的意象與內涵。

漢畫像磚復活的舞姬 — 談《盤鼓》的創作
Resurrected Dancing Girls of Portrait Brick of Han Dynasty: Discussions of 
Creation of  Pangu

潘莉君│ Li-Chun PAN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暨碩士班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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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體側彎曲旁腰

2 後仰大腰

《盤鼓》是筆者於 2001 年在台灣體院舞團創

作的作品，之所以選擇此題材，最主要的原因是漢

代為中國舞蹈發展史上第一個重要時期，大量吸收

邊疆少數民族及域外各國文化的養分，充斥南北文

化大交融的現象，使漢代樂舞兼具北方質樸嚴謹、

雄大渾厚之風韻，又帶有南方狂放不拘、酣暢自由

之鮮明情采，甚至夾雜著濃厚的奇幻色彩和神秘意

味，形成多元文化的盛世，使樂舞的發展達到繁茂

的盛況。而《盤鼓舞》則是漢代多元文化融合的代

表性樂舞，其舞蹈風格濃郁、內容豐富，兼容舞蹈

的身姿柔韻與百戲的特技技巧，同時也展現高難度

的足下功夫，是一個技與藝並重的古典樂舞。由於

《盤鼓舞》在古書的記載中有關於足下技巧這部分

的表現，保留很大的創作的空間，因此引發筆者企

圖挑戰與嚐試創作的動機。

《盤鼓》的創作方法，主要是從文獻記載中

採集鮮明的符號與元素，作為創作的意圖及發展的

依據，運用中國古典舞「圓、擰、傾、曲」的含蓄

美及兼容豪放灑脫的動人體態，重新形塑出筆者心

中聯想的《盤鼓》。

根據史料記載，漢代樂舞的藝術特徵有：1. 

是一種有序曲、有過門、有主體、有尾聲的巨型化

場面與具規模的大型表演形式；2. 是一種結合樂

舞、雜技、幻術為一體的大型綜藝表演形式 1。從

上述兩種藝術特徵，反映出漢代樂舞以浩大壯觀，

絢麗多彩的場景，表現出一種感性盈滿、狂放雄健

的陽剛型態與壯盛華美之氣勢。此兩大特徵成為筆

者創作《盤鼓》的主要結構與表現形式之重要依

據。至於舞作的內容，從傅毅的《舞賦》中記載：

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無動赴度，指頤

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擖合并。

鶣鷅燕居，拉踏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

彷彿神動，回翔颯峙。擊不致筴，蹈不頓趾，翼爾

悠往，奄復輟已。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

累跪，跗蹋摩跌。紆形赴遠，漼似摧折。2

這段文字描寫了當時女舞人之獨舞、群舞的

景象：從「羅衣從風，長袖交橫」反映的是動作本

身帶有勃揚風發的力度美；「綽約閑靡，機迅體輕」

也不難領略動作的輕柔舒緩及飄忽嬌媚之態；「擊

不致莢，蹈不頓趾」、「回身還入，迫於急節」、

「浮騰累跪，跗蹋摩跌」則表現出女舞者們快速、

準確、驚險及高度技巧的肢體展現；最後猶然呈現

女舞者們委蛇而舞的窈窕身段，以及如風送彩雲、

旋轉飄忽的情景 3。

從《舞賦》的描述確實讓筆者感受到一股強

烈出似疾風、躍比驚鴻的矯健之氣和疾速之美，充

分展現西漢歌舞追求壯盛氣勢的藝術特徵，以及漢

代樂舞婉轉輕盈、婀娜多姿的優美韻味，和敏捷、

勁健的舞蹈風格。

舞出心意象

動作設計

從漢代畫像磚中的舞者姿態，多見擰腰、出

跨、折腰及翻揚的水袖線條，同時兼顧蹬踏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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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下功夫，以及來回穿梭其間的動向，筆者從中

分析歸納出以腰、手臂及腳等部位的運用，作為動

作設計之重點，強調軀幹的柔軟、手臂的美感以及

雙腳靈活的展現，成為本舞的動作設計重點。

軀幹動作設計

為強調軀幹的線條與腰部的柔軟，筆者運用

中國古典舞身韻：提、沉、沖、靠、含、舔、移等

元素，牽動軀幹構成的舞姿如：上仰胸腰、體側彎

曲旁腰（如圖 1）、後仰大腰（如圖 2）、左右平

圓擰腰，以及三道彎體態 4 等。

手臂動作設計

為營造飛揚、飄逸的肢體美感，筆者大量運

用中國古典舞之順風旗、托掌、斜托掌等具上揚造

型的手位做為主要舞姿設計，並且透過手臂以及手

腕立圓、平圓的動勢，牽動水袖抖、揚、翻、繞、

片等各種技巧，在袖隨身動的同時，形成水袖交織

縱橫的流暢線條。

足部動作設計

《盤鼓》的足部動作設計，除運用中國古典

舞中圓場、漫步、小碎步、跳躍等靈巧、輕盈、敏

捷的步法外，更將重點聚焦於「如何用腳擊鼓 ?」

這個概念來設計，期能擊出抑揚頓挫、輕重緩急的

節奏與音色。

音色的變化、速度的快慢、力度的輕重是決

定節奏的主要因素，因此筆者嘗試用腳尖、腳跟、

腳掌等不同的部位，分別擊鼓，結果發現：腳尖擊

鼓發出清脆的聲音；腳跟蹬鼓出現低沉頓挫的音

色；腳掌內側重擊則有穩重踏實的音效產生，依循

上述部位的差異，加上擊鼓的方式、力度的使用及

時間的變化，逐漸形成基本的節奏，更有效的發展

出音色的變化與層次，如：輕擦、輕擊、重擊、踩

踏、跳躍、連續快擊、慢擊等（如圖 3-9）。

結構與形式

《盤鼓》的結構安排主要依循漢代樂舞特色，

分《序曲》、《競鼓》、《戲盤》、《盤鼓齊鳴》、

《尾聲》等五個段落進行。

序曲

隨著輕揚的笛聲，以及鐘、鼓的應和，煙霧

瀰漫的舞台透出微微的藍光，神秘而悠遠的揭開漢

代宮廷宏偉、壯盛的氣勢。群聚於上舞台中央的七

位女舞者們或跪、或站、或立於平台上，以纖細、

柔美的舞姿及絲線般柔軟的身段，隨著緩慢的音

樂，此起彼落緩緩起舞。隨著音樂的情緒昇轉，繼

而以從容的速度、錯落有秩的順序向下舞台來回穿

梭，時而隱身於簾幕中，時而三倆圍繞或獨自於鼓

3 半腳掌擊鼓 4 全腳掌內側擊鼓 5 腳跟蹬鼓 6 腳尖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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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起舞，以群組的方式散置舞台各區位，或定點、

或流動，分別做著輕巧、嫻靜或莊重等象徵不同

性格的舞蹈組合。最後舞者們群聚於舞台正中央，

面向前方以集體上揚的軀幹，及高舉雙臂向斜上方

延伸的姿態，塑造出迎風飛翔的舞姿，加上胸口前

挺，臀部後翹所形成之獨特的三道彎體態，刻畫出

漢代女舞人細膩、纖柔的造型，並凝聚出一股宏盛

的美感。 

競鼓

這是一段「足技擊鼓」的精彩四人舞，展現

的是漢代專業舞人精湛的舞藝。四道強而有力的聚

光燈投射在地面的四個鼓，四位舞者分別立於鼓

上，她們以精湛準確的足下功夫，配合著節奏，以

腳的各個部位做出點、踏、頓、跳、擦等各種不同

擊打方式，來回在鼓上踏踢，在力度、速度的控制

下，產生音量及音色的層次變化，構成了節奏的豐

富性，並反射出舞者充滿自信的神態。這四位舞者

以其精準優異的足技，即興起舞，構成了女舞人較

勁的意味，而且在激烈的踩踏之中，也參揉了女性

舒緩、柔軟的身姿，更形成了豪放不拘、適心隨性

的自娛娛人景象。

戲盤

主要表現舞者在七盤間嬉弄之輕鬆、自娛的

景象。舞者以輕盈、流暢的舞步來回出沒於舞台之

間，將盤帶出，分散擺置於右舞台，三位舞者以跨

躍、蹬跳、穿梭、游移的動作為主體，運用輕快的

速度，搭配靈活、跳動、輕盈的舞步，來回穿梭、

跨躍、嬉戲於散置的七盤之間，企圖捕捉《漢賦》

中「綽約閑靡，機迅體輕」所呈現之女子輕盈、準

確、靈巧的動作特質，並形成一幅生動活潑的畫

面。

盤鼓齊鳴

這段是舞作的高潮，也是集體技巧的高難度

表現。飽滿的光線，從四面八方射入，將舞台照射

的明亮華麗，不斷堆疊的樂音，漸轉激昂，預告著

接下來即將展開一場激烈的飆舞。各據一方的舞

者，仿如占有各自發揮較勁的舞台，神態自若準

備就緒，像蓄勢待發的翔雁，準備以靈敏的肢體、

迅捷的速度、豐富多變的節奏，展翅乘風飛揚。舞

者們著膠底跟鞋，在散置地面的七個盤、四面鼓之

間，以敏捷的舞步及粗獷、豪放的肢體，以上下、

來回、游移、翻滾等動作不斷重複交替著。她們不

僅需顧及足下踏盤蹬鼓的力度、時間及聲音的掌

握，用以表現盤鼓齊鳴的撼人氣勢，還須兼顧舞者

個人的高難度動作表現，如串翻身、點步翻身及軟

骨功等雜技的展現。再利用群舞構圖出畫面及空間

7 滿腳踏鼓 8 腳跟頓鼓 9 腳掌擦鼓 (1) 腳掌擦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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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漢代寬袖繞襟深衣圖（湖南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帛畫復
原繪制）8

11 《盤鼓》服裝造型：蘋果綠雪紡長襟及墨綠色薄紗直統
褲配高髮髻及彩鞋。

的動線，企圖再現傅毅《漢賦》中所描述之群仙出

動，迴旋翔舞；羅衣從風，彩蝶翩翩；群鳥競飛，

如行雲流水剎然靜止，突而迅速游移，似風送流雲

一般的動人景象。

尾聲

隨著淡出的光線終至曲終人散的時候，幽遠

的笛音，漸序的回歸平靜。舞者們以輕柔、儉約的

肢體，安靜、緩慢的留連於盤鼓之間，或撫摸、或

停留、或環顧、或遙視，在一片清幽淡雅的寂靜中

完成最後的巡禮。漸弱的光線，讓漢代女舞人的身

影逐漸消逝，僅存的一道背光燈，投射在平台上的

獨舞者，隱約可見，遙想記憶中之漢代宮廷壯盛、

弘大的氣勢與細膩、纖柔的美感。

舞台漫遊

音樂的創作

漢代多元文化融合的現象，為樂舞藝術本身

帶來深刻的變化與影響，並形成獨特的風韻。從漢

代宮廷經常演奏的「北狄樂」5、「鼓吹樂」6 即可

見其自由不拘、陰陽兼容的樂風。該樂曲以悠揚的

笛聲及弦樂為主要樂器，並結合「南音」的蠻野狂

放、舒展自由與「北調」的質樸凝重、粗獷豪放的

特點，依舞蹈之序曲、過門、主體、尾聲等各段落

之表現主題，逐漸增量的搭配鼓、鑼、鈸、鈴等打

擊樂器，形成了漢樂舞特有的陽剛之氣和飛揚之美 7。

為充分掌握漢代音樂之風格與特色，並營造

各段落之情境與氛圍，與作曲朱雲嵩先生多次的溝

通與討論，採用先行完成舞蹈編創後再創作音樂的

方式進行。作曲者依照舞蹈的段落發展及動作速

度、拍數等結構變化，進行配樂式的譜曲。在上述

之樂曲風格及樂器運用的基礎下，加入雙方創作者

對音樂曲風及舞蹈情調的要求，採 ABA 的結構方

式，完成《盤鼓》優美動人、絢麗多彩的音樂。

樂曲內容包括壯盛華美中帶有神秘氣氛的序

曲，婉轉悠揚的笛音，勾勒出一幅幅翹袖折腰、體

態婀娜的古典意象，展露出漢代宮廷樂舞的盛世。

緊接著是一段大鼓的獨奏，以鮮明的節奏搭配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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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鼓的速度、輕重之變化，表現出一種狂放雄健的

氣勢，繼而以洋琴輕彈跳躍的音色，帶出七盤舞之

輕盈靈巧的旋律。之後，隨著打擊及絃樂器的增加

累積出樂曲的厚度與強度，進入了音樂的最高潮，

充分表現出漢代盤鼓舞人狂放不拘、酣暢自由及健

朗奮發之風采，最後在一陣激情過後，倏然回復平

靜，隨著悠遠的笛音輕揚，彷彿將人從遙遠的時空

帶回現實，窺探著一群女舞人正以窈窕的身段委蛇

而舞，如風送彩雲旋轉般飄忽、悠遠、消失。

服裝與道具設計

漢代的服飾、舞具與舞蹈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因舞蹈意象的呈現需藉由舞服和舞具的運用與設

計，將舞蹈在空間動態的線條與姿態具體的展現。 

服裝設計

在服裝設計方面，筆者參考天漢民族服飾網

站的說明，其中「曲裾深衣」是漢代女服中最常見

的一種服飾。這種服裝通身緊窄，長可曳地，下擺

一般呈喇叭狀，行不露足。衣袖有寬窄兩式，袖口

大多鑲邊。衣領部分常用交叉領，領口很低，以便

露出襯衣。另外，衣服幾經轉折，繞至臀部，然後

用綢帶繫束，衣服上還繪有精美華麗的紋樣（如圖

10）。

從漢代樂舞百戲畫像磚上所呈現的女舞人形

象，多呈現上述之頭梳高髻，身穿寬袖緊口過膝

長襟，邊緣有紋飾，束細腰及足蹬彩鞋之造型 9。

因此，為充分展現漢代服飾之特點，並兼顧舞者身

姿流韻的美感，服裝設計鐘豆豆先生以傳統漢代服

飾為基礎，運用質料輕柔、具透光性的蘋果綠雪紡

紗，以俐落的剪裁，流線的設計，製作斜襟、寬袖、

束腰之過膝長襟，邊墜珠飾，下擺採斜線剪裁，

以層次分明的線條，增加舞動時之飄逸的流動感。

另外，因本舞創作多琢磨於足部動作的展現，故下

半身採同質料墨綠色碎花薄紗之長直統褲，搭配粗

跟彩鞋（如圖 11）。使整體表現出楚人飄飄欲仙

的神動浪漫意象，同時兼具時尚的設計及流線感，

有如漢代服飾風貌的再現。 

道具設計

本舞道具採用鼓和盤並結合動作的編創，產

生聲響是整體舞作的重點，加上舞台水平與垂直空

間呈現的實用性，及視覺效果的多重因素考量下，

道具的質料、尺寸、造型、高度等要求，就必須很

謹慎的選擇，同時兼顧實用與美觀是筆者在道具選

用的二大基本原則。為此，特別向彰化老天興傳統

樂器行訂製直徑 65 公分、高 25 公分的特製水牛皮

紅色大鼓，並分別配以一付紅色鋁製金屬鼓架（如

圖 12），將鼓與地板懸空平置，除了足夠支撐整

13 紅色鑲金邊珠飾的盤

12 水牛皮紅色大鼓

14 《盤鼓》舞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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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重量外，還可兼顧舞者擊打時所產生的聲音

共鳴。

至於盤的要求，設計重點在於如何能夠承載

人的重量和發出聲音，以及移動的輕便性為主，

因此選擇材質輕、面積大、承載力夠的塑膠花盆，

依盆面朝下，盆底朝上的方式放置，委請王金福

先生設計製作，於盆底加一直徑 34 公分的圓形木

板，佐以中國紅及金黃兩色進行加工與裝飾（如圖

13），以增加舞者活動面積及強化承載力度的設

計。

舞台與燈光設計

舞台設計

《盤鼓》之舞台設計，主要以張鶴金先生手

繪的三片軟景，分別懸掛於上舞台之右、中、左的

位置（如圖 14），其功能除了增加視覺上的美感

外，也兼具屏風、簾幕，或是宮中之雕梁畫柱之想

像空間。彩繪圖案以漢代畫像磚上宏大氣魄的質

感，以及筆勢流動的線條為主體，透過細膩臻麗的

筆觸，加入溫暖的咖啡、橘、磚紅等色彩，營造古

樸、穩重的厚實感，更展現漢代樂舞壯盛華麗的氣

勢，以及粗獷豪放的風格。加上舞台地面散置的紅

色大鼓及閃爍發光的盤，生動地塑造了現實、歷史

及神話人物形象再現的場景。

燈光設計

燈光部分，委請國內知名燈光設計師李俊餘

先生擔任，由於該舞作本身之服飾道具及舞台布置

色彩豐富，因此選擇以澄淨的藍色，讓舞台及布景

更顯清澈，並運用煙霧、Special、布光區位及明暗

對比等燈光變化，製造各段落的情境，以營造舞蹈

的整體氣氛。例如：在「盤鼓」第一段序曲及第二

段四人競鼓的部分，運用空中各種高角度打光，讓

冷冽的光束如線一般，在宮廷中穿行，時而投射在

舞者身上，時而投射在朱紅大鼓上，塑造出殿堂般

莊嚴崇高的氛圍，讓觀眾疏離的關照如儀式般的舞

蹈進行。第三段戲盤及第四段盤鼓齊鳴，則將光拉

到水平面的打法，以藍、橘冷暖色調的對比運用，

強調主體的表現，並拉進觀眾與舞者的距離，形成

兩者近距離的對話，觀者因直接感受到舞者的靈動

及氣韻而進入幻覺，產生情感性的投入。最後一段

尾聲，則透過頂燈及背光燈微弱的藍色光線，在輕

煙薄霧中游移，讓這群漢代女舞人的身影如剪影般

逐漸消逝，僅存的一道背光燈，清晰而執意的停留

在平台上的獨舞者身上，隱約可見的纖纖軀體，深

刻的烙印在觀者心中，流連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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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點隨筆

每一次創作，都是一個夢想的實現與理想的

實踐。根據古舞創作的《盤鼓》，是我個人相當珍

惜的一個作品，創作此舞的本意，並不是要將古舞

重建，而是希望從文獻中尋找可用的符號，啟發創

作的動機，進而實踐個人藉由創作延續中國舞教學

與研究的想法。因此中國舞的創作不是個人即興式

的想法，而是一種知識性的思考與各類藝術創作的

結合。從文獻的研讀發展出對動作的編創，再逐步

將舞蹈、服裝、燈光、舞台設計融為一體形塑出

在舞台的樣貌。第一次與歷史上的古典舞蹈近距

離的接觸與對話，帶給筆者相當大的震撼與啟發，

透過中國舞蹈的創作，不僅令筆者親身領會中國

文化之豐富的內涵，更重要的是這門知識開啓筆

者對中國舞審美意識的理解，以及中國舞蹈形態

中積累的歷史文化精神。

（本文圖 1-9、11-13提供：潘莉君；圖 14攝影：李銘訓；

圖 15攝影：陳柏殷）

15 盤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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