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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北赛戏中的戏剧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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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晋北赛戏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仪式剧，它曾经流布于山西省北部的

许多农村。从赛戏漫长的历史流变中，我们可以看戏曲文化对它的面貌以及兴衰

演变产生的重大影响。艺术上的局限与赛戏文化土壤的改变造成了赛戏的衰亡，

如今它已绝迹舞台，但它散落在民间的历史信息向我们透露了几百年前民间演剧

的原始形态，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民间祭祀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关键词]晋北赛戏 ；戏剧文化；迎神赛社 ；祭祀剧    

 

晋北赛戏是曾经流布于山西省的阳高、浑源、应县、山阴、朔县、宁武、苛岚、

五寨、五台一带的古老民间演剧，它包括两个含义：广义方面指赛戏和赛戏以外

的全部演出仪式，狭义方面是专指在祈雨、驱瘟、以及新正社火中演出的赛戏。

它演出的特点是：伴奏只有大鼓、大锣等打击乐而无弦乐；音乐体制为吟诵体，

朗诵调；演员父子相承，也有专业乐户；表演程式简单，一般均在迎神赛社中演

出，演出前皆举行酬神祭祀或驱灾免祸的固定仪式。此剧种在流传过程中一直保

留着早期中国戏曲艺术的某些原始形态，它对本地区戏曲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

的。  

赛戏演出的目的不在于供人观赏娱乐，而是约定俗成的仪式所必需，它的祭祀性

质决定了它与观赏性戏曲有着明显的差异。两者的戏剧观念不同，功利目的不同，

对象不同，演出环境和习俗也不同，这两种戏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若从文化史

的角度考察，仪式性戏剧原本是戏曲的本源和主流。但是在宋元时期，观赏性的

戏曲成为了戏剧的主流，并趋向成熟。进入商业社会，有了勾栏瓦舍等表演场所

和市民阶层为主的观众群，构成戏曲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一批社会底层的知

识分子参与戏曲创作，他们丰富了戏剧手段，提高了戏剧文学的品位。其中一些

愤世嫉俗、针砭时弊之作，也深深打动了观众，引起社会共鸣。自宋元以降，戏

曲产生了众多的品类，诸如宋杂剧、元杂剧、南戏、明传奇及其在各地的花部戏

曲和目前众多的地方戏曲，这种戏曲传承和包容了传统艺术的精髓，逐渐成为一

门独立的文学品类，它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必然影响到同时代兴演于乡间的仪式性

戏剧。历史上战乱引起的大范围人口迁徙，使各地的仪式性表演和其它已经存在

的戏曲大聚集，大融合，推动了杂剧和南戏的发展。其中一些被带回农村，又为

乡间的仪式性戏剧表演注入新的血液。即使当历史上红极一时的地方戏曲品种已

难寻踪迹的时候，我们也会从乡间灯会、社火、迎神赛社的仪式中追寻到它曾经

兴演于民间的繁荣景象。据《中国戏曲志•山西卷》记载：  

在山西潞城县发现的明万历二年（1574）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

保存了颇多宋、金、元、明历代戏曲史料。《礼节传簿》记录了“唐教坊俗乐二

十八调”和“两宋四十大曲”在民间迎神赛社中的运用，保留了大曲“曲破”与

宋词曲、金元俗曲曲名四十七个，叙事曲破、叙事歌舞队戏名一百一十五个，“正

队戏”名二十四个，“哑队戏”脚色排场单二十五个，“院末”名八个，“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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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二十六个，综上各类名目共二百四十五个。晋北赛戏也属于祀神戏剧范围，其

“总纲”（或“总稿”）虽然未能留传下来，已难窥其全貌，但从仍然可知的概

貌看，它与《礼节传簿》所记有颇多共同之处。例如，它也有一位“引戏人”（或

称“顶和”），它也有一把扎了红绸的“竹扫帚”（三尺毛竹破碎一头而成，或

径用竹竿），也要率“百戏”走街串巷，祈福禳灾，“开赛”前也有“致语”，

属吟诵体无唱，剧目题材全系两宋以前者。   

另据地下文物发现的宋金墓葬为例，也可说明当时广大的北方农村迎神赛社中盛

演着杂剧和院本。1958 年，河南偃师县酒流沟水库西岸宋墓中发现有六块雕砖，

其中三块雕有五个戏剧人物，是宋杂剧演出图像 。1959 年山西省侯马市西郊金

代董明墓中发现一座砖制戏台模型，上有五个彩绘戏俑，展示了金院本演出的舞

台场面 ；1973 年至 1979 年，山西稷山马村、化峪、苗圃等地发现十五座宋金

时期的墓葬群，其中八座有大批戏曲雕砖，种类繁多，形象各异，生动地再现了

宋金时期戏曲演出的真实情形 。  

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戏曲的成熟和繁荣给民间迎神赛社增添了新的血液，而民间

迎神赛社的热闹兴旺，则使戏曲得到迅速的传播，并成为广大百姓的重要精神食

粮。同样，在晋北赛戏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戏曲与民间迎神赛社活动互相影响渗

透的诸多因素：  

我们从老艺人的口述赛戏片断中可以看到它大有“一人主唱”的倾向。《调鬼》

中的道白和道诗吟诵多由调鬼师承担，《斩旱魃》则主要是演“旱魃”，这种不

严格的“一人主唱”的倾向显然受到元杂剧演出形式的影响。  

令人吃惊的是，在晋北赛戏中不但有类似锣鼓杂戏中“跑报子”的演员，而且其

“引戏”面目保留得更加完整。在赛戏表演中，有一角色称为“引事”，一般由

组织赛戏活动的社首或社首委派的人来充当。演出前先打闹锣鼓，然后“引事”

上场，先拜四方，介绍剧情，交代故事背景，最后念四句或八句祝福吉利的赞语，

然后正式表演就开始了。在表演过程中，“引事”根据剧情需要随时上场扮演一

些次要人物，同时负责台上一些事务性的辅助工作，在演到一些剧目的关键情节

时，他又作为“戏外人”进行解说。这里的“引事”完全保留了宋杂剧中“引戏

色”的面目。1958 年在河南偃师出土的一组宋杂剧砖雕，其中一人就是引戏色。

此人头戴幞头，两鬓插花枝，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身微前倾，双手执

一画轴，似在边展示画轴边说明什么。赛戏中“引事”开演前报时间、地名、戏

名的行动、砌末与此完全相同，这就更加证明了赛戏与宋杂剧特殊的互渐关系。

另外，在赛戏活动中还能够找到在宋代杂剧表演中起指挥、调度、引导作用的“参

军色”形象。在赛戏的常用砌末中有一把“竹扫帚”，它的作用首先是作为赛戏

戏班的一个标志。举办赛戏活动时，赛班的班主举着它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做开赛

仪式的先导，在赛戏《调鬼》的表演中，它又是调鬼师手中的法宝，拿着它便有

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威力。这里的“竹扫帚”便是宋代指挥表演的参军色手中典

型砌末“竹竿子”的遗存。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中有：  

第五盏，御酒，独弹琵琶。宰臣酒，独打方响。凡独奏乐，并乐人谢恩讫，上殿

奏之。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如前毕。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乐

部举乐，小儿舞步进前，直叩殿陛。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

剧人皆打和，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   

这说明竹竿子是参军色指挥表演时所持的典型砌末。我们将这些文物、史料记载

与赛戏中的“竹扫帚”一对比就可看出，那用红绸扎束并将一头打散成分散状的

“竹扫帚”与宋代的竹竿子形式基本一致。可见，那手举“竹扫帚”在开赛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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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队伍前作引导的赛戏班主便是宋代参军色的演变与遗存。  

在赛戏的诸多演出习俗中还有女演员“坐台子”，这实际上是宋元杂剧中出现的

东西。宋元时期戏班演戏，女演员都要坐在台上以显示阵容。金末元初，散曲家

杜善夫在《庄稼不识勾栏》中写到：“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

不住的擂鼓筛锣。” 这里描述的是勾栏演戏的情况，它却与赛戏有惊人的相似

之处。赛戏不用弦乐伴奏，只有锣鼓击乐，擂鼓筛锣是赛戏演出时特定的器乐伴

奏；而“妇女向台儿上坐”则酷似赛戏一直保留下来的女演员“坐台子”这种习

俗，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它和宋元杂剧一齐消亡了，但赛戏却把它保留到了抗

日战争前夕。  

此外，晋北赛戏仪式剧《斩旱魃》前面有一段赵万牛忤逆不孝事，而老艺人竟说

它们是一个戏，这恐怕是宋杂剧演出格局的习惯叫法。第一次记载了宋杂剧角色

名称及其分工的，是成书于南宋端平乙未（1235）年的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

书中描述： 

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
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   
此段记载是说正杂剧演出之前要演一段小节目，借以招徕观众、稳定观众情绪，这个小节目

叫“艳段”，“艳段”是寻常熟事一段，与正杂剧不是一个故事。赛戏中的赵万牛忤逆不孝事很

可能是《斩旱魃》之前的一段“寻常熟事”，即“艳段”。  
随着地方戏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北路梆子在晋北的崛起，赛戏也逐渐改变了它古老的面貌。

据阳高县鳌石乡早年看过赛戏的陈述堂老人回忆，抗战以前赛戏在服饰上已经出现了蟒、袍、

帔、巾、靠等，与晋剧、北路梆子的戏装类似；脸谱、扮相上后期与北路梆子的脸谱相同，

剧目上由原来固定的祭祀剧目增加了许多历史故事剧，如三国戏《三战吕布》、《单刀会》和

北宋杨家戏《告御状》、《佳山寨》、《孟良盗骨》、《出幽州》 。  
赛戏剧本叫做“总纲”，大部分已经散佚。总纲世代相传，不向外人展示。平日与面具置于一

箱，供于高阁。后人抄录，咸循祖上所遗，不敢擅改一字，所以赛戏有着相对的凝固性。它

独有的祭祀仪式剧，也有大量与其它地方剧相同的剧目，在长期的流传演出中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艺术特色。  
仪式祭祀剧多重复吟诵，在庄重严肃的气氛下给观众以神秘感。如《调鬼》一剧中，城隍把

诸鬼一一唤出加以训示，他一阵念白，一阵吟诵，每训完一个鬼之后，喊一句“回了哇”，接

着下一个鬼上场，整个仪式剧共喊了六次“回了哇”，再配以锣鼓击乐，间或加几声呜呜的“扁
连”吹奏，使现场氛围幽远、静谧，给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结语：  
由于赛戏与戏曲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在迎神赛社的活动中为戏曲集结了一批又一批的观

众，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使祭祀礼仪与戏剧之美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大大

增强了赛戏活动的吸附力，也使戏曲演出成为民间迎神赛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使戏剧文化

的传播更为迅速，更为广泛。在漫长的历史中，赛戏拥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晋北农村曾经

近乎封闭的地理人文环境又使这种赛文化处于积淀状态，并保存了它最原始粗糙的状态。现

在这些遗存至今的支离破碎的信息正向我们透露着几百年前民间演剧的原始状态，也为我们

进一步了解立体的、活的民间仪式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注释】  
【 】《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第 10 页。  
【2】 参见董祥《偃师酒流沟水库宋墓》，《文物》1959 年第 9 期。  
【3】 参见山西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金代董墓介绍》，《文物》195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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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山西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1 期。  
【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第 60 页。  
【6】隋树森《全元散曲》上册，中华书局，1991 年，第 31 页。 
【7】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年，第 9 页。  
【8】笔者于 2005 年 8 月 8 日在阳高县鳌石乡采访陈述堂老人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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