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与京剧、越剧、评剧、豫

剧并称中国五大剧种， 因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于 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黄梅戏作为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种, 曾在 20世纪
50、60年代和 80年代两度享誉全国, 它的影响甚至还波及
到港台、海外,在当时可谓是影响甚远.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
民族经过历史筛选、 沿袭下来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体育
文化特质和体育文化模式,同样也是整个民族社会文化中最
活跃、最积极、影响最直接、最广泛和最深远的部分.在民族
传统体育研究方面, 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成绩,但
大多数研究都着力于在如何开拓竞技性和表演性项目上,其
重点在于训练和比赛的成果,而对于体育和艺术之间的联系
或是影响却很少涉及.黄梅戏和民族传统体育同为中华文化
瑰宝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两者之间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与
此同时，两种文化在不同的领域的发展均遇到了瓶颈.因此，
研究黄梅戏和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次调查对象为高校体育专业学生 150名， 高校音乐
专业学生 150名，高校体育专业教师及领导 50名，高校音
乐专业教师及领导 50名，共发放问卷 400份，回收 392份，
有效问卷 389份，有效率 97.2%；以问卷调查和对黄梅戏专
家的访谈， 获得了有关黄梅戏发展的真实资料； 通过图书
馆、中国知网、互联网及相关文献和期刊，广泛搜集黄梅戏
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资料， 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支持和理
论研究.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专业及音乐专业师生对黄梅戏和民族传统体育的
认知程度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相关专业师生在日常的学习中，

很少涉及到与本课题相关的内容， 但凡是与本课题相关的
知识，大都一带而过，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相关专业学生
大都没有认识到黄梅戏和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性， 更没有
起到必要的宣传作用.
3.2 黄梅戏萌芽阶段民族传统体育的作用

关于黄梅戏的源流， 新中国成立以前， 很少有文字记
载， 现据民间传说和老艺人的回忆， 参照有关地方史志资
料，介绍一下这个剧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现在的黄梅戏，在
历史上还有过一些别名.顾名思义，往往可以看出它在发展
过程中的踪迹.历史上黄梅戏的别名有黄梅调、采茶调或采
茶戏、花鼓戏或化谷戏、二高腔、皖剧、徽戏、怀腔或府调、汉
剧、弥腔，上述这些都是黄梅戏的别名，从中不难看出黄梅戏
与采茶歌、花鼓调有密切关系，并受到青阳腔、汉剧、徽调的影
响，后在安徽安庆形成了特色“怀腔”，也就是后来的黄梅戏.在
其萌芽阶段，吸收了民族传统体育中舞龙舞狮、放风筝、打秋
千、抓子的不少营养，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是黄梅戏发展的摇
篮和土壤.具体表现为舞龙、舞狮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黄梅
戏的戏词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1）舞龙，又名龙舞、玩龙灯,民族传统体育形式之一.在

黄梅戏《二姑娘观灯》中于老四接未婚妻张二女看灯,观灯过
程中充满了幸福和喜悦, 他们最先看的是“龙灯凤灯绣球
灯”，于老四和张二女本是黄梅地区的人,所看的龙灯也是黄
梅地区在灯节和新春期间每个村庄百龙竞舞的纸龙灯,顿时
百龙竞舞，让人目不暇接.《夫妻观灯》中的王小六夫妇, 在
北宋著名都城汴梁城的灯会上,兴高采烈地看了舞龙.王妻
李蛟蛾唱:“我与当家的街前行,前面来了几班灯.观长的,是
龙灯!”有的演出本为:夫妻二人把城进,城内四门都是灯.龙
灯,京城作为皇都的龙灯,比民间更是繁荣、美丽万分,街上是
千龙竞耍,草龙争辉.正是因为龙灯舞得好,所以观看的人才
特别多:不管是男女老少、还是高矮胖瘦都挤到人前看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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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拥挤十分的街道将胖子挤得大汗淋漓,将瘦子也挤的如
面条一般.王的妻子也因只顾看龙灯,被人们挤得踩掉了绣
鞋,她却丝毫不知光着脚在那里观看龙灯.唱正月时，《张先
生讨学钱》《闺女自叹》等戏也有“一走走到大街心,长的是龙
灯”的唱段.
  （2）舞狮，舞狮为黄梅民歌提供的素材有《狮子调》中的
“花灯本是唐朝起,狮子本是宋朝兴.唐朝天子许大愿,永乐堂
上闹花灯.”“狮子来到笑洋洋,滚起绣球下天堂.头顶七星朝
北斗,脚踏八卦走四方.”“狮子上门喜洋洋,带来五谷堆满仓.
狮来六畜多兴旺,贵府人口多吉祥.”黄梅戏中舞狮的片段也
有很多，例如：《有二姑娘观灯》:于老四同张二妹两人兴高采
烈地看了狮灯和象灯，《夫妻观灯》中王小六夫妇,在观看了
武狮子的舞蹈:狮子灯之后，又看了跳三跳.《卖斗萝》中朱三
哥,娶了个光吃不做的老婆,做的衣服粗糙的像狮皮一样:只
见他在地下打滚,好像舞狮子一般.《讨学钱》中的张先生,也
是在正月看了短的狮子灯,狮子张大嘴等狮舞表演.
3.3 黄梅戏发展阶段民族传统体育的作用

在黄梅戏的发展过程中， 踩高跷为黄梅戏的发展增添
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让黄梅戏的表演大放异彩.高跷是我
国古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安徽、湖北等地普遍流行.高
跷，我国著名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每逢灯节的时候，青年
男子以三人一组、五人一班的形式,专门受人聘请,经过化妆
后踩着高跷,在灯节的时候去街上演唱.他们主要的表演形
式是在灯节或赛会期间, 由男女青年组成的七至九人小组,
身着古装列队跟随灯会表演和巡游.具体表演形式中又分为
带唱的高跷,身踩高跷或兼用其他民间歌舞进行演唱，表演
形式丰富多彩.有的人打连降,也有人骑竹马,亦或是扭秧歌,
还有的采茶扑蝶、拉犟驴、耍蚌壳精.更有技术高超者,踩着
高跷表演肩上驮人跳单眼、两腿劈叉、横跨板凳等高难度动
作. 他们演唱的主要内容有花鼓或小调, 如《偷笋》、《唱八
仙》、《王母庆寿》、《绣香袋》、《小游春》等;而另外一种表演形
式也是以大量的高跷历史人物为原型进行创作.高跷与黄梅
戏合二为一,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名旦练就过硬的本领，从
而能提高其表演艺术,踩着六到八寸的低跷进行表演.踩高
跷者往往选择反映历代兴亡、 忠奸斗争的故事以及广为人
知的民间传说，又或者是男女爱情的故事造型.如《梁祝姻
缘》、《天女散花》、《孟姜女》、《楚汉相争》、《东吴招亲》、《三
顾茅庐》等.踩高跷者手里拿着标志所扮演历史人物的道具，
鲜明地阐释了人物特色.按照民俗跷应由美丽动人、落落大方
的姑娘去踩,可当时处在在半殖半封的旧中国,有权势和富人
的女儿多会把头跷揽入怀中. 高跷这一特定的表演为黄梅戏
的表演形式增添了新的色彩，更加利于黄梅戏的广泛传播.
3.4 黄梅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黄梅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黄梅戏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
传承.待到黄梅戏发展到皖西南、鄂东南等地时,作为逃荒手
段的部分民族传统体育表演形式,又是它发展、传播的工具
和媒介.作为黄梅戏“原产地”湖北黄梅县背依山岗，面临江
湖，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其中以水灾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明
清两朝就发生过数十次水灾，真是妻离子散，民不聊生.黄梅
人迫于生计，不得不逃到其他地方，除了本省的蕲春、麻城
一带，还有江西的九江、湖口以及安庆的宿松、太湖、望江、
怀宁等地.除了小部分人出卖劳力，大部分人都以卖唱糊口.
黄梅戏早期唱词中就有舞龙、舞狮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

展期间更是运用高跷和黄梅戏相结合， 无形之中加大了对
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力度. 后期随着黄梅戏的不断发展，其
中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是深入人心， 无疑又是对民族传
统体育的大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民族传统体育，进一
步发扬了民族传统体育.
3.5 黄梅戏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层面互通之处

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 不仅仅因为它蕴含了
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
黄梅戏作为人们逃荒时糊口的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人们身处颠沛流离之中，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状态.而黄梅
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容纳新的元素，不断丰富其表现形式，
这也直接反映了黄梅戏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气度.另一方
面，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很好的健身价值,而且还有较高
的艺术审美价值及丰富的娱乐、教育功能.此外，在民族传统
体育发展过程中，更是经历了大融合、大交流，才形成了和
谐统一的风范.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在发展过程中都汲取了
各种艺术形式的精华， 也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精
神生活.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黄梅戏和民族传统体育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两种文化形式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彼此的发展都产生了
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在黄梅戏的萌芽、发展阶段，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对它产生的作用（主要包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为黄梅戏的戏词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为黄梅戏增添了新
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黄梅戏发展的过程中，也无形对民
族传统体育起到了宣传作用， 在黄梅戏的表演形式中大量
采用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戏词中也包含了大量信息，为民
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从精神层面来说，两者
都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还从各自的表现形式中
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4.2 建议

黄梅戏和民族传统体育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精
华，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与此同时又对社会的发展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通过本研究调查显示，即使是相关专
业的师生对此也是了解甚少， 所以可以看出目前两种文化
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处于瓶颈时期.两种宝贵的文化既然
代代相传，那么在我们新一代手中更应该得到传承，更应该
得到大力的宣传，使其发扬光大.本人认为：首先应该在高
校、社会大力宣传，并且通过高校、社会向其他方面不断扩
大影响.其次应该让相关专业学生进行更加深入、更加透彻
的学习，对两种文化的传承起到应有的作用.三应该在中小
学进行大力宣传，让中小学生对此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深刻
的认识，对两种文化的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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