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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阁：一种古老而广泛的广场表演艺术[1]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 车文明 

  

摘要：台阁，又名“抬阁”，是我国一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妆扮型广场游艺表演，各地又有飘色、铁棍、扎

故事、桌子戏、龙阁等称谓。在一木制台架上将儿童或优伶分数层固定在竖杆上，化妆打扮，扮演仙佛鬼神以及

戏曲、传说、神话等故事，再配以图案背景装饰，由数人抬扛，在街道、广场巡游表演。台阁产生于南宋，发展

于明代，繁盛于清代，流传至今，几乎遍及全国，用于迎神赛社或节庆演出。台阁的出现与戏曲的形成几乎同

步，从妆扮故事的特征，可间接证明南宋时期以装扮为本质属性的戏曲艺术的形成及其影响。数十人捆绑式的表

演，充分配合，高度协调，最能代表迎神赛社这种全民性狂欢活动的参与意识与群体理念。这种在共同信仰（地

方保护神灵的崇拜）的旗帜下，在祈福禳灾的共同利益趋驱使下的捆绑式表演艺术形式，具有极大的社区整合功

能。此外，台阁集扮演、美术、装饰、杂技于一体，设计精巧、色彩绚丽、动感鲜明，极具观赏性，堪称广场艺

术的典范。 

一一一一 

    台阁，又名“抬阁”，是中国一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妆扮型广场游艺表演。以木板为台架，架上竖立铁

杆，再把苗条体轻的儿童（或为成人）若干，化妆打扮，分数层绑在杆上，妆扮成戏曲、故事中的人物或仙佛鬼

神之类，有的再饰以各种图案为背景，由多人前后抬杠（有时用舟船承载，现在有的地方用机动车运载），在迎

神赛社或节庆时在街道广场上（有时在水上或露台上）游行表演。“台”可理解为承载装置的平台，也可同于动

词的“抬”；“阁”则形容装置高耸，层层如楼阁。对这种民间艺术，古代文献中多称之为“台阁”[2],亦有名

之为“抬阁”者[3];当今学者有的归之为游戏[4],多数归之为游艺[5]。至于流传至今的各地民间称谓则五花八

门，不胜枚举，有抬阁、飘色、铁棍、彩擎、高抬、彩架、扎故事、彩亭、桌子戏、龙阁等，蔡欣欣教授从各省

《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舞蹈志》以及相关资料中就梳理出58种[6]。 

       抬阁之名首见于南宋，《武林旧事》卷三载：“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

每库各用匹布书库名高品，以长竿悬之，谓之‘布牌’。以木床铁擎为仙佛鬼神之类，驾空飞动，谓之‘台

阁’。”[7]此外，还有以下记载： 

       《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 

初八日，钱塘门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庆十一日诞圣之辰。……其日都城内外，诣庙

献送甚繁……台阁巍峨，神鬼威勇，并呈于露台之上。自早至暮，观者纷纷。[8] 

    同书卷二“三月（佑圣真君诞辰附）”： 

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睹者纷纷。[9] 

    同卷“诸库迎煮”： 

临安府点检所，管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各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着，差雇社队鼓乐，

以荣迎引。……次八仙道人、诸行社队，如鱼儿活担、糖糕、面食、诸般市食、车架、异桧奇松、赌钱行、渔

父、出猎、台阁等社。[10] 

    同书卷十九“社会”： 

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

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11] 

    《西湖老人繁盛录》： 

开煮迎酒候所……或用台阁故事一段；或用群仙，随时装变大公。[12] 

    由上可知，台阁是由木床与铁架构成，上面由人（妓女或其他）妆扮仙佛鬼神或故事，绑结而成，架空飞

动。在节庆或神诞庙会其间表演，场地为街道广场或露台上。组织者为官方或民间“社会”。由此，台阁的基本

形态在南宋时已经大体确定。 

    台阁这种游艺形式应该是受到佛教“行像”仪式的启发而被创造的。“行像”是用宝车载著佛像巡行城市街

衢的一种宗教仪式。赞宁的《大宋僧史略》上说：“行像者，自佛泥洹，王臣多恨不亲睹佛，由是立佛降生相，

或作太子巡城相。”[13]大约第四世纪以后，行像的仪式自西域传入中原。据《魏书·释老志》载，世祖初即位

（４２４），亦遵太祖太宗之业，于四月八日，“舆诸寺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华，以致礼敬”

[14]至孝文帝时于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诏迎洛京诸寺佛像于阊阖宫中，受皇帝散华礼敬，岁以为常例。

[15]又《洛阳伽蓝记》载： 

    景明寺，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

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

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16] 

    有元一代，尚未发现有关台阁的记载。入明之后，台阁重新出现在文人的笔下。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

Page 1 of 9车文明专栏 - 学人论戏 -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2009-7-30http://www.xiju.net/view_con.asp?id=2577



 

Copyright © 2002-2003 [中国戏剧网] Fi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厦门市海韵圆科研楼（2）201 

联系电话：0592- 传真：： Email: 

页面执行：93.750毫秒  

xx[xx.Net]网络技术支持 

闽ICP闽备06011007   

刘水云专栏 

苏涵专栏 

车文明专栏 

周宪专栏 

李伟专栏 

俞为民专栏 

陈多专栏 

孙惠柱专栏 

刘淑丽专栏 

吕效平专栏 

黄仕忠专栏 

王宁专栏 

解玉峰专栏 

田本相专栏 

廖奔专栏 

吴戈专栏 

周宁专栏 

周安华专栏 

赵山林专栏 

黄鸣奋专栏 

陈世雄专栏 

彭万荣专栏 

周靖波专栏 

施旭升专栏 

宋宝珍专栏 

王兆乾专栏 

胡星亮专栏 

马俊山专栏 

董健专栏 

郑传寅专栏 

郑尚宪专栏 

邹元江专栏 

刘平专栏 

胡志毅专栏 

陆炜专栏 

朱栋霖专栏

头顶四两青纱人呼 ..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 .. 

古老的昆剧又过节 .. 

热门图热门图热门图热门图文文文文

站站站站内内内内搜索搜索搜索搜索

 

 按关键字

物略》载，弘仁桥位于左安门外东四十里处，桥东有元君庙，祀泰山天仙圣母。每岁四月十八日，为元君诞辰，

都城士女进香，金鼓齐鸣，彩旗飘摇，伞盖铺天，热闹非凡。其中： 

    又夸儇者，为台阁，铁杆数丈，曲折成势，饰楼阁、崖木、云烟形，层置四五婴，扮如剧演。其法，环铁约

儿腰，平承儿尻，衣彩掩其外，杆暗从衣物错乱中传下。所见云梢烟缕处，空座一儿，或儿跨像马，蹬空飘飘，

道旁动色危叹，而儿坐实无少苦。人复长竿掇饼饵，频频啖之。路远，日风暄拂，儿则熟眠。[17] 

    这是北方京城的台阁表演。这里，作者不仅详细介绍了台阁铁杆之做法，而且指明“扮如剧演”。台阁原产

地江南地方的情况如何呢？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生动地记述了越中枫桥杨神庙迎台阁盛况： 

    枫桥杨神庙，九月迎台阁。十年前迎台阁，台阁而已；自骆氏兄弟主之，一以思致文理为之。扮马上故事二

三十骑，扮传奇一本，年年换，三日亦三换之。其人与传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时一指点为某似某，非人

人绝倒者不用之。[18] 

    枫桥镇在浙江省诸暨市，杨神庙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供奉敕封紫微侯的杨神，称紫微侯庙，近

人又称枫桥大庙。庙内有钟楼、鼓楼、前厅、戏台、中厅、后厅、东西厢房等建筑。整座庙宇雕梁画栋，造作精

致，气氛雄伟。清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太平军战火，后重建，时有修缮，最近一次重修在2002年。枫桥杨神

庙迎神赛会因以台阁为压轴特色，又称台阁市，在每年农历九月十五前后3天，于是又有“秋社”之称。到了清

代，马上故事被台阁取代，以数人为一阁，每阁扮传奇戏一出，少则五六阁，多则十馀阁，甚至合二三十阁扮戏

剧，每阁由十多个青壮汉子抬杠行走。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多以“马上故事”为台阁[19]，其实不妥。这里说

得很明白，“十年前迎台阁，台阁而已”，没有其它（故事妆扮），自骆氏兄弟主持迎台阁（会），才出奇创

新，增加了“马上故事”，扮传奇，“一人一骑”。随后作者又点明“台阁上、马上有金珠宝石坠地，拾者如有

物凭焉，不能去，必送还神前”[20]。台阁上、马上各自分明，不可混同。而这里的迎台阁活动应理解为以迎台

阁为主的迎神赛社之称，其中表演艺术种类很多，不能全算作台阁。另一明人记载的杭州迎春仪式中也提到“马

上故事”、“台阁”、“彩亭”，区分很清楚，不宜混淆： 

    杭人增设迎春之仪，集优俳诸人，饰以冠带，被服乘马，效古人云台诸将、瀛州学士之类，多至数十队。有

令娼妓绚装环佩，童子衣被锦绮，令坐台阁中。又制彩亭数十罗列市肆诸物，备极繁华。[21] 

    马上扮故事更类似于骑马队戏，而非台阁。如前所述，台阁最大的特征是由2人以上扛抬，虽然个别时候以船

运载，那是在水上赛会时的权宜之法，至于今人用机动车承载，更是大失古意，不可提倡。因为，在由人扛抬

（如4人或8人等）的游行中，经过扛抬者步伐的变换、身体的舞动，可以使台阁上下颤动，左右摇摆，“架空飞

动”，动感很强。而由车船承载，就难出此种优美效果。 

    除迎神赛社外，祷雨时也扮故事，上台阁。张岱曾记述其家乡山阴（绍兴）一带为祷雨而进行的此类活动：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寻觅形神酷似者，重价聘之，得三十

六人；并“从以台阁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龙宫一，华重美都，见者目夺，气亦夺”[22]。此外，一些节庆也

有台阁表演。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载，杭州正月十五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同时，“或祭赛神庙，则

有社火、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23]。 

    闽南地方迎春时亦有台阁表演： 

    明朝迎春妆扮故事百馀架，点缀春光，俱是里长答应。用桌一只，后造一屏，二人扛抬，饰小儿为男女坐桌

上，无甚好衣服。鼎革后，春架借各班戏子妆扮，新造高大木架，用四人扛，倩好女儿童三四人饰新鲜衣服，演

热闹故事，更相竞赛（己巳康熙二十八年）[24]。 

    明代台阁在地域上已扩展到南北方，妆扮表演内容有神佛、故事，特别突出的是戏剧故事，说明明代戏剧活

动的繁盛。表演者明确以儿童为主，间有娼妓。制作工艺上也有进步，除木制架子外，铁杆数丈，弯曲成势，饰

楼阁、烟云等，凡数层，尤其是用衣服彩带等隐蔽铁架，使妆扮儿童如凌空飞架，惊险刺激。 

二二二二 

    明清鼎革，经过一段波动后，社会进入相对安定阶段，经济、文化继续发展，从康熙年间开始，各地民间赛

社、演剧之制度迅速恢复或兴起，随即进入高潮且持续不断，馀续一直延至民国抗战前夕。作为赛社活动的重要

表演项目——台阁，也五彩纷呈，争奇斗艳，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尤以江南一带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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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间四川绵竹年画《迎春图局部》 

    首先是自觉的概念意识，不少人对台阁这一古老的游艺项目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作解释。清乾嘉时常州人洪亮

吉在《里中十二月词》中自注曰：“里中赛神以清明、中元、下元三节。届期城隍神皆诣北坛行礼，出入仪从甚

盛，皆设云车、台阁、故事。倾城士女咸设幕观焉。”《南楼忆旧诗四十首之三十一》：“才过中元又下元，赛

神箫鼓巷头喧。来年台阁多新样，都插宫花扮杏园。”注：“赛神会中每用七八人扛一桌，上扮金元院本诸故

事，名曰‘台阁’。”[25]清末福州诗人也对台阁进行了简洁说明：“以木板为台，上布剧景，以善唱者分坐其

中，旁夹笙箫和之，四人臾前后，谓之台阁。”[26] 

    其次是表演频繁。时任江苏巡府的陈洪谋在乾隆二十四年三月颁布的《风俗条约》中虽然承认“春祈秋报，

例所不禁”，但又言“酬神结会，误农耗财……抬阁杂剧，极力装扮。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

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一会之费，动以千计，一年之中，常至数会”[27]。湖州风俗，“三月二十八日

东岳生日，烧香作会（南浔志），或诵经上寿，或枷锁伏罪，扮台阁故事，迎演数日（乌青文献）”[28]。《扬

州画舫录》载： 

    厉坛即城隍行宫，每岁清明、中元、下元三节，先期羽士奏章，吹螺击钹，穷山极海，变错幻珍，百姓清

道，香火烛天，簿书皂隶，男妇耆稚，填街塞巷，寓钱鬼灯，跨山弥阜。及旦迎神，于是升堂放衙，如人世长官

制度。及暮，台阁伞盖，彩绷幡幢，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站立人肩，恣为嬉戏；或带锁枷诣庙，亦免灾

难。银花火树，光焰竞出，爆竹之声发如雷，一时之盛也。[29] 

    台湾岛也有台阁表演习俗：“台俗：赛会，出丧，常招妓装扮杂剧，名为‘台阁’。”[30] 

    同时，出现了水上台阁，以船承载。《清稗类钞·时令类》：“青浦朱香泾有月宁侯水神庙。每年端午将

届，衙署胥役辄敛赀赛会，迎其入城，备物斋之。水中赛龙舟，且有饰成凤形、虎形之船，船中有台阁，有秋

千，自初一至初五，无日不然。”[31]清·范祖述《杭俗遗风》载： 

    西湖有龙舟四五只，其船长约四五丈，头尾均高彩画如龙形。中舱上下两层，首有龙头太子及秋千架，均以

小孩装扮，太子立而不动，秋千上下推移，旁列十八般武艺，各式旗帜，门座各舱中央高低五色彩伞，尾有蜈蚣

旗，中舱下层，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若做胜会。[32] 

    此外，顾禄《清嘉录》亦载：“选端好小儿妆扮台阁故事，俗称‘龙头太子’。”这是苏州的台阁，其情形

与杭州船承台阁一致。 

    清代台阁在规模声势、表演技艺、结构奇巧方面，远胜前代。小说《红楼真梦》描述道： 

    皇太后万寿圣节……京师九城街市，全扎了灯彩牌楼。自清和园行宫直至大内，沿路各铺户人家无不张灯结

彩。还有金碧辉煌的各种台阁，有仿黄鹤楼的，有仿滕王阁的，有仿金山寺、平山堂的，也有仿会稽兰亭的，争

华斗丽，色色不同。[33] 

    虽是小说家言，亦有生活基础。《水窗春呓》载： 

    都天会最盛者为镇江，次则清江浦，每年有抬阁一二十架，皆扮演故事，分上中下四层，最上一层高至四

丈，可过市房楼檐，皆用童男女为之，远观亭亭然如彩山之移动也。此外旗伞旌幢，绵亘数里，香亭数十座无一

同者。……每年例于四月二十八日举行。其最不可解者，抬阁一二十座非一人所能办，必一年前预为之；而出会

之前一日，尚不知今年之抬阁是何戏剧也，其慎密如此。使上下公事皆能如之，独不妙乎。[34] 

    首先是台阁规模较大，有一二十架。其次是高架，分四层，高四丈，超过屋檐，且装饰华丽，远望如彩山之

移动。第三，皆扮演戏剧故事，由男女童妆扮，且务求出新，保密工作做得好，虽然准备期较长，但直至正式演

出，方知真面目，堪称奇妙。天津天后宫的皇会规模盛大、节目繁多，“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

‘皇会’”[35]。其中的台阁亦高大壮观、扮演逼真，“通纲台阁是新演，今年会盛似去年”[36]。《天津皇会

考记》详细记载了台阁的构架与妆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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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藏清代《天后宫过会图》局部 

    前清嘉庆间，津中盐商豪富，组织一抬阁会，参加皇会，斯会共计四抬，每抬以三十二人荷之。所抬者，为

木制之阁，阁底计高八尺，底之上共有三抬，每抬占据一层，每层有童子数名演剧，行头则取法于梨园，作种种

歌唱，及表演如《馗魁嫁妹》、《八仙庆寿》、《九老图》、《嫦娥奔月》、《麻姑献瑞》、《天女散花》、

《白蛇传》等神话剧，兴办之始，费五千金。 

    遗憾的是，光绪十年（1884）皇会，发生了因高温、饥渴而使扮演王母娘娘的六岁女童致死的惨剧，被有关

方面禁止，从此皇会活动中不见台阁，一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恢复皇会，节目单上仍无抬阁之名[37]。一般

台阁抬扛者为4人或8人，此处则有32人之众，堪称超大型台阁。 

    还有一类台阁不以真人扮演，而以竹、木、纸、纺织品等物质材料制作成各类戏剧、故事人物或吉祥图案，

仍由2人、4人或8人抬扛，巡游表演。乾隆中期进士李声振在《百戏竹枝词》中介绍了北京一种名“台歌”的艺

术：“作台阁状，中设机械，扮十馀岁童，为杂剧，数重，犹如掌上见舞人者，甚可观。”[38]四川大巴山地

区，迎神赛会时有“扎社火”的表演。其做法是在木制平台上竖一根支架，架上绑扎戏剧人物。人物用竹蔑绑扎

骨架、彩色纸糊裱外装。4人抬着游走，配以鼓乐。[39]山西省长治、潞城一带迎神赛社时有“皇杠”表演。皇杠

也叫“硬杠”，用木料仿制宝塔形状制成，横插有一定弹力的木杠以备抬扛。皇杠下部为方形木框，彩绘图案，

内置重物以平衡。上部一般分三层，用彩绸、花朵、明镜、斗等装饰扎拼而成，同时书写“风调雨顺”、“封土

立社”、“祈福报功”等，最上面要插鸡毛掸。硬杠在“圆神”时由数人抬扛[40]，上下颤动，以示狂欢。 

 
山西潞城市贾村2006年皇杠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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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思潮的兴起，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曾经被作为封建迷信活动而遭到禁止

的迎神赛社、庙会活动部分恢复，台阁这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妆扮游艺形式重现于大陆众多地区。据中国文

联网2007年4月8日报道： 

    近日（2006.10.5——引者）,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广东省文联、广州市文联、广州市番禺区委区政府联

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首届民间飘色(抬阁)艺术展演”在番禺举行。……此次展演活动共

有来自浙江、江西、广西、青海、甘肃、广东等16个省、市、自治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28支代表队、800多人参

加。展演汇聚了大江南北风格各异的飘色(抬阁)艺术。飘色(抬阁)以故事传说为主要内容,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融

美术、装饰、杂技于一体,设计精巧,色彩艳丽,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和艺术特色,充分展示了我国民间艺术的风姿

与成就。展演期间还举行了盛大的巡游活动。通过展示和评比,四川江油市高抬戏表演艺术团、广东省广州番禺区

化龙潭飘色队、山西省民间抬阁艺术团等10个队伍和广东省吴川市民间飘色艺术团、青海湟中县拦隆口镇千户营

飘色表演队等18个队伍展演的节目分别荣获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暨中国首届民间飘色(抬阁)艺术展演优秀

入围奖和入围奖。[41] 

 
广州畨禹飘色，采自http://my.poco.cn/items/item_details.htx&item_id=9964118 

    据悉，本次参赛的共有88板民间飘色，各具特色。如广州番禺沙湾飘色《独占鳌头》刻意炫耀其设置“色

梗”的纤细、奇巧的工艺以及“色仔”的乖巧；四川江油高台戏《白蛇传》在高台上表演了打斗、变脸、喷火等

特技绝活；茂名镇隆飘色的《欢乐神洲》色柜飘体竖起18个人物造型像庞大扇子，给人以震撼。演员中，来自浙

江省浦江市的《八仙赴盛会》板色主角只有13个月大，年纪最小；而来自番禺沙湾镇的黎慕贞老人，已经年过古

稀，72岁了。 

 
中国首届民间飘色(抬阁)艺术展演之飘色，采自：广州文化艺术网

http://www.gzwhys.com.cn/node_19/node_60/2006/10/08/11602926663901.shtml 

    “飘色”这一广东地方名称非常生动、形象，“色”指小演员装扮成各类角色，“飘”则形容妆扮表演者如

凌空飘动。飘色以“板”为单位，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色柜，即活动小舞台；二是色梗，即支撑用的粗钢枝；

三是扮“色”的小演员，坐在下面的叫“屏”，一般由10至12岁的小孩扮演，上面凌空的叫“飘”，一般由3岁以

下的小孩扮演，均以戏曲、神话、传说故事为主。广东飘色有传统色板200多种。自近年恢复以来，除创作反映现

实生活如“囊括七雄”、“为国争光”、“青云直上”等新板色外，还挖掘整理出72板色。其中有“精忠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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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护国庇民”、“三调芭蕉”、“飞剑伏魔”、“哪吒闹海”、“大闹天宫”“水浸金山”、“柳毅传

书”、“梅开二度”、“乔松跨鹤”等。飘色色彩艳丽，造型大方，装置奇妙，讲究力学，内容含蓄。飘色游行

时，每两板飘色之间往往配有一台八音锣鼓柜，形成了声、色、气组合表演的流动立体舞台。 

    笔者作为韩国国立木浦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闵惠兰教授主持的“关于中国农耕文化型广场艺术及与之相关的

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以淮河和黄河中流域为主”的国际合作项目合作者，于2007年3月3日至4日（农历正月十

四、十五）与闽教授一行4人及中国山西师大戏研所曹飞副教授等2人实地考察了山西省太谷县的社火活动。太谷

位于山西省中部晋中盆地东北部，面积1048平方公里，现辖3镇6乡，人口26.32万，北距省会太原60公里。这里历

史悠久，文化商贸发达，是闻名遐迩的晋商发祥地之一。太谷的庙会活动很兴盛，其中的广场表演艺术颇具代表

性，现在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由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参加的街头文艺大汇演。主要内容有彩车、威风锣鼓、铁棍

（台阁）、挖棍、背棍、花轿、旱船、跑驴、刘三推车、舞龙、舞狮、二鬼摔跤、秧歌、武术、八音会、现代歌

舞、西洋乐演奏等。 

 
    晋中一带均将台阁称为“铁棍”，制作与表演相近。现就实地调查所得，并结合太原晋祠台阁的相关情况

[42]，对晋中台阁做一简单介绍。 

    首先，是架子的制作。选较好硬质木料（一般是枣木），做成较矮的类似方桌的平台。台面长约1.5米，宽约

1.2米，周边设矮栏杆，左右较低，约0.6米，后面较高，约1.6米，并彩绘装饰（太谷台阁是台面中间竖起伞

盖）。台座是一方框，长约1米，宽约0.9米，高约0.5米。框内置两根长6米左右的抬杆，一般用榆木。台面上竖

立1－3根铁棍（太谷台阁在伞盖立柱两旁各竖1根铁棍，共两根）成等腰三角形，将插入台面下的铁棍固定，露出

桌面的铁棍上各设踏蹬与卡子，高低错落。 

    第二，是选拔扮演者，一般为10－15岁的女孩，个别有男孩。演出时先行化妆，然后立于踏蹬上，腰的上部

与铁棍顶部的卡子贴紧，再以布条从脚到腰与铁棍绑紧，外穿戏装。扮演者非常辛苦，不能喝水，只给鸡蛋吃，

且全身只有头部与手臂可以摆动，其馀不能活动。虽然比较艰苦，但少男少女还是争先恐后上铁棍。 

    第三，抬阁者。一副铁棍需8人抬，1人压杠，1人指挥。个头要匀称，会走舞步，行动时脚尖先着地，一步一

颤动，步伐一致，能使台阁随着舞步上下颤动。小演员随之摆动水袖，优美壮观。 

 
卸装后的太谷铁棍 

     由以上梳理可知，台阁初现时主要妆扮仙佛鬼神，其次为故事，到后来，尤其是清代以降，基本上是演戏

曲、扮故事，而没有仙佛鬼神之类了。这说明此类艺术娱神的功能逐渐减退，娱人的成分逐渐增多。非常有趣的

是，它的出现与中国戏曲的形成几乎同步。我们知道，扮演（故事）是戏剧的本质属性，扮演也成为今天戏剧学

中一个基本的工具概念。虽然早在汉代就有《东海黄公》的装扮表演，以后又有《代面》、《拨头》、《踏谣

娘》等歌舞戏，扮演早已出现，但仍然不太普及，没有形成规模，所以一直让今天的戏剧史家在中国戏剧形成的

问题上争论不休。汉代的百戏、隋唐的散乐绝大多数是广场艺术，虽然有以人扮兽的表演（鱼龙曼延、舍利、虫

鱼、大鲸鱼变黄龙等），但基本上没有“扮故事”者。而南宋“台阁故事”的出现，说明扮演不仅是戏曲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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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也已经流行于广场艺术中，这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戏曲的形成及其影响的扩大。台阁不仅是传统广场游艺

表演艺术的新创举，也在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非常特别的启示意义，是今天治戏曲史的学者不可忽略的历史现象。

以后，台阁扮演主要从戏曲中汲取营养。因为戏曲已经非常成熟、繁盛了，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既方便，

又符合大众欣赏口味，何乐而不为。当然，艺术贵在创新，尽管是搬用传统戏剧，但有时也要做到保密，给人以

惊喜。如镇江都天会每年办一二十座台阁，参与人数众多，准备时间较长，但直至出会之前一日，外人尚不知今

年之抬阁是何戏剧，其慎密如此，实为不易。当然，历代台阁都有反映时事的新内容、新妆扮。如清代有《观妓

诗》云：“凤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报赛忙；百戏具张全不顾，争围抬阁看新妆。”[43]民国五年（1916）双

十节庆典，上海“钱业救火会所扎之台阁，为六君子。其馀各台阁，为辛亥年火烧上海道台衙门，……尚有台阁

一座，乃身穿御服，头戴御帽，谅指袁世凯梦想做皇帝不成之形状。”[44] 

 
    台阁无疑是众多街头、广场艺术中的佼佼者，社火队伍中最靓丽的看点。广场艺术由于是在街头、广场流动

表演，观众与表演者处于同一水平地，所以，如何抬高表演者，使更多的人能够观赏便成为人们首先考虑的问

题。于是，人们发明了高跷，在表演者脚下绑上木棍，木棍高度约低于或等于一个人的身高；或者干脆让表演者

立于人肩上、背上，于是有了“背棍”、“扛妆”、“重阁”之类的名目；或者让表演者骑在马上等等。这类表

演主体的高度一般在三四米左右。台阁则将表演主体的高度发挥到极致，可达五六米甚至十几米，也就是文人笔

下的“可过市房楼檐”、“高耸入云”等描述。在高度、技艺等方面超乎常人的征服与权威，扣人心弦，令观众

常常处于对小演员安危担心的紧张状态中，使台阁具有惊险、奇异的审美特点，即《帝京景物略》所谓“云梢烟

缕处，空座一儿，或儿跨像马，蹬空飘飘，道旁动色危叹”[45]。同时，台阁还极力制造悬念，如前述镇江都天

会每年一二十座台阁，所办戏剧不同，准备时间长达一年，但保密工作做的好，直至演出，方显真相，以及“百

戏具张全不顾，争围抬阁看新妆”等[46]，这样，就给观众提供多元的审美参与乐趣，以满足人们好奇心理，诱

动观众心理上、感情上、思想上的积极参与。 

    高跷、背棍、马上故事等众多表演者虽然也要形成一组故事，但每位表演者基本上是独立活动的，即使是

“背棍”等，捆绑式表演者也只有2人，最多不过3人。而台阁则不同，它是一种典型的捆绑式表演活动，人数最

少为3人，一般在10人左右，多时可达30多人。大家在表演时的用力、步伐都要充分配合，高度协调，充分体现了

合作精神、集体意识，最能代表迎神赛社这种全民性狂欢活动的参与意识与群体理念。这种在共同信仰（地方保

护神灵的崇拜）的旗帜下，在祈福禳灾的共同利益趋驱使下的捆绑式表演艺术形式，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行为方

面，具有极大的社区整合功能。此外，台阁集扮演、美术、装饰、杂技于一体，设计精巧、色彩绚丽、动感鲜

明，极具观赏性，堪称广场艺术的典范。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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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戏剧艺术回归广场的N个理由 

·宝鸡行政广场的秦腔自乐班 

·宝鸡市财富广场杯优秀民间自乐班大赛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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