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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安傩戏看中原傩的存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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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武安傩戏的发现，改写了“江北无傩”的断言。它的存在形态展示了中原傩的存留和发展

情况，为研究中原傩的本质和演变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范本。本文即以“大傩”的视野，把武

安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傩文化，研究武安傩在思想内容、傩仪和傩戏层面上的具体存留特征，探

寻中原傩的发展轨迹和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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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于上古

时代逐鬼驱疫的巫术活动，发源于中原地区。由于

当代采集到的民间傩事活动多分布在长江以南，学

术界一度有“江北无傩”的断言，关于现今中原傩

文化的研究也曾是学术界的一项空白。直到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末，人们在河北武安发现了一种大型的

傩事活动，以武安固义村西大社组织的《捉黄鬼》

为代表，显示出中原傩的典型特征。武安傩戏的发

现，不仅改写了“中国长江以北无傩”的断言，而

且为研究傩的起源、本质和以及傩文化的发展演变

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中原傩的标本。但是直到今

天，人们对武安傩戏的关注，多停留在其作为戏曲

“活化石”的价值之上，并未对它作为中原傩的本

质和特点做以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现存的武安

傩戏，集中体现了中原傩的特征，并展示了中原傩

的存留和发展情况，对其价值的挖掘还有待深入。 

一、鬼神信仰和巫术行为的残存 

武安傩戏的核心环节是《捉黄鬼》表演，主要

情节是在阎王、判官等众神的监督和审判之下，由

“大鬼”、“二鬼”和“跳鬼”把代表瘟疫和灾害的

“黄鬼”呼喝、驱逐，最终押赴“刑场”、极刑处置。

这是一个基本的请神逐鬼、驱疫避灾的过程。武安

傩戏之所以可以称为“傩”，正是由于保留了逐鬼驱

疫这一核心的内容。 

叶舒宪在分析神话结构时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先

民的“三分世界”观念：“神话意识中的三分世界分

别确定了神、鬼和人的空间分界。在正常情况下 ,

三界之间的界限是不得混淆的。神界是永生的世界 ,

凡人与鬼魅不可企及；人间是有生亦有死的世界，

一切生物都要受到死亡法则的支配,它们的最后归

宿是地下的鬼域……”
[1]
而当人鬼之间的界限被打

破，鬼出现在人的世界中时，就可能对人产生危害。

按照原始思维的逻辑，鬼也是外部力量的一种，同

样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去控制和驱逐它。而傩，就

是一种集中的巫术逐除仪式。 

与众多的南方巫傩相比，武安傩的鬼神信仰特

征和巫术色彩相对淡化，但依然保留着许多相关的

内容。首先“黄鬼”本身就是疾病和瘟疫的化身，

一般都由乞丐或外乡打工人员扮演，无论是其他参

演成员还是围观的群众，在驱傩过程中都唯恐避之

不及。相反，对于能够驱逐黄鬼的“大鬼”、“二鬼”

和“跳鬼”，人们都欢迎他们进家歇息，家中有“臆

病”患者的人家，会主动地邀请大鬼和二鬼去家里

为自己捉鬼祛病。参加傩戏的成员在表演之前，要

在三天之前也就是正月十二的上午进行统一的净身

子仪式，直至正月十七日，男演员都要禁止房事，

叫做“压身子”。驱傩时用的面具，也被人们视为神

物，演出之前要对其烧香上供。驱傩时所用的骡马，

人们要精心喂养、不得打骂，还要在骡马尾巴上捆

绑红布条，目的也是为了驱邪。在驱赶“黄鬼”时，

人们手中拿着柳棍，因为人们认为柳树有辟邪的功

能。在驱鬼仪式完成之后，人们会把灵案上的贡品

分吃掉，据说可以分得神灵的护佑，不惧恶鬼。 

所有的这些思想、行为和禁忌，其实都是鬼神

信仰和巫术行为在武安傩中的表现。这些现象一方

面昭示了武安傩戏作为一种正宗的“傩”的起源，

而并非有些人认为的地方戏曲和迎神赛会活动的嫁

接；另一方面，这种行为类似于现代人在婚礼或节

日上的某些习俗，例如崇尚红色、偏好吉利的数字、

悬挂有意义的牌符等等，究竟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

信这些并不确定，但通过外力影响世界的愿望，是

一种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千百年来长久地存留于人

们的记忆中。人们对于傩事活动的热衷，有很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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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源于此。 

二、傩仪的完整性与杂糅性 

（一）“大傩”之仪的完整保存 

据史料考证，傩在商周时代开始确立为宫廷祭

祀仪式，两汉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宫廷大傩，相关史

料对此有不少详细的记载，如：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

戈扬盾，帅百隶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周礼·夏官·方相氏》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

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

赤帻皂制，执大浅。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

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

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 

——《后汉书·礼仪志》 

武安傩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环节： 

请神：请龙王、白眉三郎众神即位。 

亮脑子：即在演出前一天队伍进行预演。 

踏边迎神：队伍游走村内道路，驱除邪祟。  

摆道子：正月十五早晨 7 点之前，队伍依次摆

开，驱傩主角大鬼、二鬼跳鬼和黄鬼进入道子中间，

开始“勾黄鬼”。 

南台抽肠：黄鬼被押至斩鬼台破肚抽肠，处以

极刑。 

赛戏酬神：在村中戏台上演出赛戏，并在戏台

上祭祀天地神灵。 

祭祀虫蝻王与冰雨龙王。 

送神：正月十七，把龙王等众神的牌位送回他

们的庙宇里。同时，在奶奶庙中“烧完表”，即上香

烧纸，并把写有祷文的完表焚烧。 

过厨仪式：即前文提到的社首之间的交接仪式。 

吃供饷：所有人员共同把祭祀神灵的供饷吃掉。 

武安傩戏的整个仪式和汉代大傩在形式和风格

上十分相似。尤其是驱傩的方式也是佩戴面具，沿

门游走，驱逐恶鬼邪祟，和“黄金四目，蒙熊皮，

玄衣朱裳”、“索室驱疫”的方式类似；风格同样是

呼喝恐吓，声势浩大；在驱傩前后的请神和送神等

祭祀仪式，也使得它具有大傩的完整性和严肃性。 

傩在中原一度成为国家性的大礼，但是随着官

方仪式形态的伦理化和现世化，傩文化和主流儒家

文化的对立日益显明，逐渐流落到民间和边远地区，

直接导致了一度“江北无傩”的论断。而武安傩戏

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中原傩独特风貌，透过它我

们可以依稀看到当年中原大傩的样貌和风采。 

（二）傩仪的世俗化发展 

与南方巫傩相比，中原傩最大的不同便是在祭

祀仪式上融合了儒家礼乐、民间信仰等因素的影响，

杂揉了其他民间祭祀的形式，具有世俗化与现世化

的特征。 

被驱逐的“黄鬼”，最初是“黄病”、瘟疫的象

征，但在后世村民的眼中，他还是忤逆不孝、危害

乡邻的恶棍的化身。黄鬼受到处置之后，掌竹会有

这样一番唱词：“劝世人父母莫欺，休亡了生尔根

基，倘若是忤逆不孝，十殿阎君不饶你”。这种认

识显然渗透了儒家的礼教观念。同时，在驱傩时请

的众神，既有源自于佛教的阎罗王，又有道教神如

玉皇大帝，还有源于古代神话的龙王，甚至包括民

间俗神白眉三郎。民间信仰与宗教有所不同，宗教

信仰多是通过神性的感召使人们敬畏，民间信仰则

通过人性的参透让人们亲近。
[2]
这个庞大的诸神群

体，不分流派和身份，以实用性和多功利性为目的，

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民间信仰的特征，即典型的“唯

灵是信”。
[3]
 

和信仰对象的多功利性相匹配，武安傩的整个

过程中除了驱除黄鬼，还掺杂了更加具体和世俗化

的祭祀方式。例如祭祀虫蝻王时，众人端着乘有香、

纸钱的端盘，挑着两只盛满清水的铁皮桶，撒上小

米和面粉，手持五彩纸旗和三眼铳，敲锣打鼓来到

南山下，点燃香纸，扬起彩旗，点放三眼铳和二踢

脚，把之前铁桶中的米面泼洒出来，众人跪拜祈福。

这些祭祀目的更加明确，方式更具有民间生活的意

味，体现了人们对现世安乐的注重。 

三、傩戏的演化与聚集 

（一）队戏、脸戏与赛戏 

与南方一些特定的傩戏品种不同，我们今天看

到的武安傩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戏曲品种或单一

的表演形式。“武安傩戏”是一个笼统的的称呼，从

表演形态上讲，“戏”的成分既包括了驱傩队戏，又

包括了与驱傩情节相关的脸戏和小型赛戏，甚至一

些与驱傩情节无直接关系的大型赛戏也被认为是武

安傩戏的一部分。 

《捉黄鬼》的核心环节，即大鬼、二鬼和跳鬼

沿街捉拿黄鬼、押赴刑场的表演，在艺术形式上属

于队戏范畴。所谓队戏，主要指以沿街游走的形式

演绎一定的故事情节，观众可以随着队伍的前进跟

随观看，这种形式在隋唐时代就已存在。队戏具有

很强的灵活性，很容易带动观众的热情，把一个请

神逐鬼的情节完整地展演开来，但如果观众对演出

的背景与内容不甚了解，将很难理解演出的实质意

义。
[1]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武安傩戏中，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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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时，也会通过一些道具手段或行为动作把表

演情节更加明确。例如在黄鬼的胳膊上装饰鲜血淋

漓的尖刀，表示对他的惩罚，表演极刑处置时，会

有肠子、献血等道具。这些表演方式在早期傩戏中

是没有的。 

在《捉黄鬼》进行的过程中，还会穿插一些和

捉鬼相关的小型剧目。在黄鬼被捉住之后，演员会

在玉皇大帝的神棚前表演《吊绿脸小鬼》、《吊四值》、

《吊四尉》，这些剧目情节简单、动作古朴，有街头

哑剧的特征。由于演员均带面具，也被称为“脸戏”。 

“捉黄鬼”队戏结束之后，就是形式各异的赛

戏演出。关于赛戏，在山西上党发现的明万历年间

古赛抄本《赛上杂用神前本•听命本》这样解释：“夫

赛者，所以报天地生成之德，面乐享丰年之庆

也。……既享大有之利，干望降福之由，于是琴瑟

击鼓，迎迓诸神而包赛焉。”概括地说，赛戏就是为

报赛神灵而演出的戏剧。
[4] 

目前武安傩戏中的赛戏，有一类是直接与驱傩

相关的神鬼戏，如《点鬼兵》，讲的是驱傩神之一白

眉三郎的来历；《吊黑虎》讲的是赵公明铁鞭镇黑虎

的故事，而赵公明也是驱傩众神中的一位。另外还

有《吊八仙》等神仙道化戏，虽然敷演的神仙故事

并非与驱傩直接相关，但按照民间信仰的理解，这

些神仙同样具有护佑百姓的神力，因此也可以称为

报赛的对象。 

另外还有两类赛戏内容和驱傩没有直接关系，

一类是历史剧，讲述著名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如

《巴州虎牢关》、《讨荆州》等；还有一类属于街头

滑稽剧范畴，如《大头和尚戏柳翠》，《十棒鼓》等。 

（二）强大的“聚戏”功能 

前文讲到的傩戏形式，有的是伴随傩仪直接产

生的，有的和傩并无直接关系。但我们把它们统称

为“傩戏”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无论是怎样的内容，

它们都是在整个傩事活动中产生的，即使是没有鬼

神情节的赛戏，也是报赛表演的一部分。武安傩戏

的这种多样性，其实展示了中原傩强大的“聚戏”

功能。傩逐渐从一种巫术和祭祀仪式，演变成为表

演性极强的民间的赛会活动，伴随着驱傩表演，衍

生和附会了大量的民间表演形式。除了前文提到的

赛戏之外，还有诸多民间艺术形式，如花车、旱船、

竹马、彩帏、舞狮、舞龙、霸王鞭等等。 

这些表演并非随意杂乱地进行，而是伴随着驱

傩的程序，在特定的环节进行的。例如在“摆道子”

环节中，这些节目的表演者要按顺序依次摆开。在

“摆道子”和“南台抽肠”环节之间，有竹马、旱

船等近一小时的表演。在“南台抽肠”之后，又有

近两小时的表演。 

如果说严肃的傩仪表现了人们对神鬼的敬畏，

那么充满现世欢乐的傩戏和各种民间艺术，则体现

了人们对自身价值的关注、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从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在巫

风消逝的中原地带，还会有武安傩这样一个完整盛

大的傩文化存在。通过一场盛大的仪式和表演，表

达了民众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祈求美好生活的强

烈愿望。因此我们今天在保护和弘扬这一珍贵的非

物质为文化遗产时，要对它的文化价值有着更加深

入的理解。本文希望能够成为抛砖引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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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en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orcise in central plains area by the analysis of 
Wu-an’s exorcise 

HE Shi-mei 
(School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The discovery of Wu-an’s Exorcise changes the assertion “there is no exorcise to the north of Yangtze 
River” .It shows the situation of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xorcise in Central Plains area, and provides a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n the Exorcise in Central Plains area.In this paper, from the view of the namely "big 
Exorcise ", Wu-an’s Exorcise is regarded as a complete culture.,  and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of Exorcise opera,  
level of specific reten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studi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living space of Exorcise in 
central pl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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