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23, 11(2), 96-101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hs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2014  

文章引用: 时欢. 安徽池州傩戏中的人文思想探析[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2): 96-101.  
DOI: 10.12677/ojhs.2023.112014 

 
 

安徽池州傩戏中的人文思想探析 

时  欢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3年1月30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15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11日 

 
 

 
摘  要 

安徽池州傩戏是以驱逐鬼疫、祈求吉祥为目的，以佩戴面具为表演形式的一种民间祭祀性戏曲表演活动。

虽然近些年来关于它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其中关于安徽池州傩戏中所蕴含的人文思想的相关研究较少，

本文则尝试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三个方面入手，阐释安徽池州傩戏中的人文思想，试图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和探讨池州傩戏，以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池州傩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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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hui Chizhou Drama is a folk sacrifice opera performance activity with the purpose of expeling 
ghost epidemics and praying for auspiciousness and wearing a mask as a performance form. Al-
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i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few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 humanistic thoughts contained in Nuo opera in Chizhou, Anhui. This article at-
tempts to explain Anhui from three aspect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humanistic 
thought in Chizhou Nuo Opera attempts to study and discuss Chizhou Nuo Opera from a new angle, 
in order to let people understand Chizhou Nuo Opera more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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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徽池州，是地处皖江南岸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夏商周时期属于扬州地界，春秋战国时则变

为吴、楚地域，秦朝时被鄣郡所管辖，汉朝时地归丹阳郡，隋朝时又属宣城郡，池州为唐武德四年所始

设，从此就一直是州府的所在地，是池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池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浓厚，融合

了丰富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中池州傩戏则具有鲜明的代表

性[1]。 
安徽池州傩戏主要起源于原始宗教、鬼神信仰以及远古的图腾崇拜意识[2]。据历史资料记载，池州

傩戏的萌芽阶段是在唐朝时期，在清代池州文人郎遂编辑的《杏花村志》卷九收录《池州昭明会记》中

记载道：“池故事八月十五为梁昭明千秋。其朔，遗耆老一人仗骑而告庙，谓之‘列马’……是日，诸

家扮会迎神者，所扮为关壮缪，为城隍，为七圣、二郎，为玄坛。其扮也，则各骑乘、奉面具，或于东

门之通济桥，或于南门之狮子口……薄莫(善)而毕，面具交还明年之扮演者”[3]。且真正形成池州傩戏

的时代不晚于明朝时期，在明嘉靖《池州府志》中有相关记载：“凡乡落自(正月)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

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像，或滚球灯，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群饮毕，返

社神于庙”[4]。 
安徽池州傩戏主要流传于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及其相邻各县，该地区临近“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

的九华山，素有谚语“无傩不成村”一说[5]，在该地方圆百里山区内的各个古老的宗族都有独属于自家

的傩神大会，例如位于贵池区的刘街、梅街、茅坦等乡镇的十几个大姓宗族。池州傩戏的搬演活动从古

至今既没有固定的职业班社也没有专业的演出艺人，它主要是以各个宗族为演出单位，其目的是请神祭

祖、驱疫纳吉、娱神娱祖娱人，它把傩戏面具作为傩事搬演活动的神灵，并围绕着傩戏面具进行傩事搬

演活动，在傩戏搬演活动中表演者会全程戴着面具进行表演[6]。每年活动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即从农历

正月初七开始到农历正月十五结束，各宗族世世沿袭、代代相传，因为各家族彼此之间都不存在交流和

沟通的现象，所以其原始风貌改动较少，从而形成了独具皖南特色的池州傩戏[7]。2006 年，池州傩戏入

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池州傩戏作为中国傩文化圈中的一员，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虽然近些年来关于它的研究成果

很多，如池州傩戏的起源研究、池州傩戏的道具研究、池州傩戏的剧目研究等等，但关于安徽池州傩戏

中所蕴含的人文思想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三个

方面入手，阐释安徽池州傩戏中的人文思想，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和探讨池州傩戏，以期让人们

更加深入地了解池州傩戏。 

2. 安徽池州傩戏中的人文思想 

池州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深受吴越文化、荆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其地理位置临近

“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九华山，由此可见，池州傩戏受到儒家思想、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等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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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文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池州特色的池州傩戏。 

2.1.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主要是由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

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所创立，其主要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为经典，

在思想上主张“互敬互信”、“仁而有序”、“微言大义”、“重义轻利”以及“格物致知”，它具有

典型的开放包容和经世致用的特征[8]，儒家思想自从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就

开始逐渐变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总而言之，在历史上对中国产生过较为深远的影响。同

时，在池州傩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所蕴含的儒家思想。 
首先，儒家思想在傩戏搬演中有所体现。《礼记·祭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祀其先

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9]。安徽池州地区拥有浓厚的血缘关系，搬演傩戏的各姓氏宗族都很

重视各家的宗族、祠堂，存在着严格的宗法体系和丧葬礼制。与此同时，各姓氏宗族每年都会搬演傩戏，

其目的是祭祀和崇拜祖先的灵魂、维系和加强宗族内的血缘关系，而其中对祖先灵魂的崇拜祭祀又是儒

家“孝”文化的内容之一。由此可见，池州傩戏中的祭祀、崇拜祖先的仪式过程都或多或少体现出儒家

的“孝”文化内涵。 
其次，儒家思想在傩戏剧目中有所体现。例如在池州傩戏剧目《和番记》中“刘文龙在高中状元之

后，面对西番兴兵犯境的困境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挺身而出、临危受命，被汉灵帝任命为正副奉使，

出使西番安邦”[10]，由此可见，刘文龙在国家危难时不顾自己的生死，而把整个国家的安危放在首位，

毫无疑问是一位忠臣良将，可以看出刘文龙对国家的“忠勇忠义”“国而忘家”。又如《和番记》中的

另一位主人公刘文龙的妻子萧氏，“她在其丈夫刘文龙外出求取功名后，在家等候他十八年，并在其丈

夫好友宋中企图强娶她时不为所动，严词拒绝，甚至还打算投水以求清白”[11]。由此可见，萧氏作为一

位女子，在面对强权霸权时既不退缩也不畏惧，更不贪荣华富贵，无论如何都坚守自身的贞节，信念始

终坚定不移。 
最后，儒家思想在傩戏舞蹈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傩舞《魁星点斗》中的舞蹈动作主要反映了魁星

点状元的故事情节，其是池州人为祈求科举考试顺利而表演的舞蹈，体现了池州人对“文运之神”魁星

的崇拜和对知识文化的尊重[12]。自古以来，池州有着“千载诗人地”的美称，池州人历来都很重视读书，

他们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由此可见，傩舞《魁星点斗》反映了池州人对读书习字

的向往和崇尚，对功名利禄的期盼和追求以及对金榜题名的憧憬和渴望。 
综上所述，从傩戏搬演、傩戏剧目以及傩戏舞蹈这三个方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儒家

思想，如“孝”文化、“忠勇忠义”、“国而忘家”、“贞节节操”以及“崇尚读书”等儒家思想。 

2.2. 佛教思想 

佛教是佛陀对十方法界至善圆满的教育，是佛陀教育的简称。佛陀是古印度的一位圣者，期通过自

己的无与伦比严格精进的修证，而彻悟了天地自然人生的大道。他告诉人们如何全面、快速、长久、彻

底实现人生趋利避害、幸福吉祥、尊贵富足、安乐自在、通达圆满的原则、路径、方法，就称为佛陀教

育[13]。佛陀教育的核心是要把握好自己的心灵，心迷则害，心明则益，存何心结何果。佛陀告诉人们，

一切的苦难幸福，一切的灾祸福报，一切的是非善恶，一切的邪正美丑，乃至于天地万物灵动场景，皆

是由我们的心而有，皆是我们心之体现。即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境由心现，境亦显心。故转心能

转境，转境亦能转心，或心境同转，更为迅疾。此即为佛教教学方法理论的总原则[14]。同时，在池州傩

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所包含的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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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佛教思想在傩戏仪式中有所体现。南朝梁国昭明太子萧统是被池州地区供奉的土主，也是池

州傩戏里春秋祭祀的主神，并且，池州各宗族都会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上午举行青山庙会以此来祭拜

昭明太子，正如，胡子正在《重修西庙记》中提到池州对昭明的祭祀“几无一乡不有其庙，无一村不奉

其神矣”[15]。总而言之，昭明太子萧统在池州的傩事活动中的占有很高的地位，从始至终都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同时，根据史料记载可知：“梁代有佛寺两千八百余所，仅建康一地便达八百余所，可见

其盛”[16]。由此可见，在祭拜昭明太子萧统的傩戏仪式中蕴含着或多或少的佛教思想。 
其次，佛教思想在傩戏面具中有所体现。池州傩戏面具最早出现于唐朝对南北朝的梁昭明太子神像

的祭祀活动中[17]。在历史上，唐朝盛行佛事，该期间内寺庙的佛像雕塑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状态，佛

像也逐渐“世俗化”[18]。又因为，池州在地域上临近“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九华山，再加上如今

在傩事活动中使用的傩戏面具很大一部分都是上世纪由九华山雕刻佛像的老艺人雕刻的，所以池州傩戏

面具深受佛教因素的影响，如部分傩戏面具外型整体看起来慈眉善目、方面大耳，和九华山寺庙佛像的

面目表情极为相似[19]。由此可见，在池州傩戏面具的雕刻艺术中体现了一定的佛教思想。 
最后，佛教思想在傩戏舞蹈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傩舞《新年斋》中包含着鲜明的佛教思想，傩舞

《新年斋》主要是由各宗族内的村民分别扮演住持和小和尚的人物角色，然后搬演和尚佛事活动中的“拜

忏”仪式，同时嘴里还需要演唱含有佛教色彩的唱词，例如在陶坡乡的正戏剧本《摇钱记》中记录的民

间小调《闹花灯》：“叫徒弟！新年新岁大家唱个《闹花灯》。佛光普照佛光灯，普照天下善良民；上

方下方遇一照，世间好事难离身。南无阿，阿弥陀佛萨摩啊！阿弥陀佛萨摩啊！佛光普照佛光灯，普照

君王万国春；风调雨顺民安乐，清河海晏永安宁。南无阿，阿弥陀佛萨摩啊！阿弥陀佛萨摩啊！”[20]
由此可见，在池州傩戏舞蹈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佛教思想。 

综上所述，从傩戏仪式、傩戏面具以及傩戏舞蹈这三个方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佛教

思想，如祭拜池州土主昭明太子萧统，傩戏面具的“世俗化”和“佛像化”，在傩舞《新年斋》中的和

尚“拜忏”仪式，这些都体现出浓厚的佛教思想。 

2.3. 道教思想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其“土生土长”

的特性使得其思想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紧密的联系，正如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根柢

全在道教”[21]。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

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宗教化，称老子为教主，尊

为神明；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作宗教性的阐释[22]。其中道教思想包含了追求长生不老的理念、

修道成仙的神仙观、去恶扬善的伦理观以及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思想观念[23]。同时，在池州傩戏中我

们也可以看到其所蕴含的道教思想。 
首先，道教思想在傩戏神灵中有所体现。众所周知，道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多神教，崇拜众多神灵，

而在池州傩戏各宗族也祭拜很多不同的神灵，无论是谁家的神灵，只要能满足人们的愿望都会被他们供

奉和祭拜，且所供奉和祭拜的大部分都是道教的神灵，例如玉皇大帝、二郎神、财神、土地、南斗星官、

北斗星官、雷公、电母、马将军、温将军、赵将军、岳将军等等[24]。由此可见，在池州傩戏所祭拜供奉

的神灵中有着丰富的道教思想，每个神灵都在池州人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其次，道教思想在傩戏仪式中有所体现。例如，在池州傩戏搬演中有一出名为“请三官”的搬演仪

式，所谓的“三官”即天官、地官和水官，他们都是道教的神灵[25]，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三官的信仰主

要是源于对自然的崇拜，更有“天官能赐福、地官能赫罪、水官能解厄”的说法，后来则逐渐被道教演

化为三官之神[26]。由此可见，在池州傩戏“请三官”的搬演仪式中体现出了一定的道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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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道教思想在傩戏剧目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傩戏剧目《和番记》中“刘文龙的好友宋中在刘

文龙外出求取功名期间，企图强行霸占他的新婚妻子萧氏，但萧氏不从，甚至想要投水以示贞节，被太

白金星和九天玄女所救，最后刘文龙和萧氏夫妻也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团聚且一起羽化登仙了”[27]。又

如，在傩戏剧目《摇钱记》中的主人公“玉皇大帝的四女儿和凡人崔文瑞在凡间结为夫妻，玉皇大帝的

四女儿在丈夫遇难时挺身而出，且在经过和凡间恶势力的一番纠缠和争斗之后赢得了胜利，最终和丈夫

以及公婆一起回到了天庭”[28]。由此可见，在池州傩戏的演出剧目中其一些故事情节或多或少都涉及一

定的道教思想。 
综上所述，从傩戏神灵、傩戏仪式以及傩戏剧目这三个方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道教

思想，如祭拜玉皇大帝、二郎神、财神、土地、雷公、电母等众多道教神灵，在池州傩戏搬演中的“请

三官”祭拜仪式，在傩戏剧目《和番记》《摇钱记》中一些故事情节体现出一定的道教思想。 

3. 结语 

安徽池州傩戏，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古戏曲之一，也是以祭祖、驱邪纳福和人神共娱为

目的的一种宗教仪式性戏剧，更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象征之一，被戏剧专家誉之为“中国戏曲的

活化石”[29]。池州傩戏主要是靠口传心授的方法，以“社”为单位，以宗族为载体，在同宗族内世代沿

袭来进行传承的[30]，它至今仍保留和蕴含着许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包含着方方面面的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通过探讨和分析安徽池州傩戏中的人文思想，可以得知在池州傩戏中蕴含着儒家思想、

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等方面的人文思想，三者之间互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皖南特色的池州傩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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