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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出优美动听的声音。其次，像声带这样细小的肌肉器官，对疲

劳极其敏感，因此，歌唱者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限制工作之外

的说话时间，如果说话的时间过长，那么就应该多喝温开水保持咽喉

的湿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嗓子的健康，才不会引起嗓音病变。

2.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良好的饮食习惯在给提升提供营养的

同时，也保证了身体的健康。在饮食的过程中切忌暴饮暴食，暴饮

暴食不但会损害身体，而且也会影响发生器官的正常工作。其次，

少食辛辣以及油炸食物，食物的冷热要适中。特别是烟酒，烟酒的

使用更是对身体健康和发生器官更是有害无益。尽管在生活中，人

们对于过冷过热以及辛辣食物都有一定的适应性，但这些食物毕竟

对强烈刺激发生器官，所以，一定要少食。养成定时啜饮温开水或

草本茶的习惯，保持发声器官的湿润。

3.定期做嗓音保健检查。说话的语调不宜太低也不宜过高，并

且每一句话的重音前尽量不要放前缀，如果嗓子发干或者说话有点

嘶哑，那就要停止讲话。歌手在唱歌时，将声音唱在气息上，打开

共鸣腔体自然发声。其次，定期到医院给嗓子做检查，了解嗓子的

健康状况，如果一旦发现嗓音产生病变，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

三、结语

综上所述，健康的嗓音对流行歌手以及声乐学习者们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声带是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之一，遵循它的发声客观规

律、加强主观保护意识，在科学发声的基础上的耐心拓展嗓音的技

能，最终才会有击穿听众灵魂的声音。希望以上所介绍的保护嗓音

的方法和建议能够对流行歌手、声乐学习者有所帮助，更希望能够

引起那些不注意嗓音保健的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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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舞蹈“男欢女喜”的文化特征*

侯 侠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男欢女喜”是流传于江苏宜兴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男欢女喜”通常在庙会

活动上进行表演，主要用于祭祀祈福，降魔驱灾。随着时代的更迭，如今在保留该舞蹈祭祀功能的同时，其表演形

式、动作舞姿以及服装道具等方面均得到了不断地发展。表演场合也扩展到了广场演出、文艺汇演等群众文娱活

动。目前保存并发展最为完好的当属宜兴张渚镇一带所表演的“男欢女喜”，形成了固定的节目次序和完整的故事情

节，极大地提高了该舞蹈的观赏性和艺术性。本人在对张渚镇的“男欢女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该舞蹈兼具我国

傩舞、戏剧以及江南地域水文化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男欢女喜”的文化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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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欢女喜”的傩文化印记

傩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古代先民自

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的产物，主要包括傩仪、

傩歌、傩舞、傩戏等活动项目。巫傩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驱鬼逐疫、

敬神纳吉，从而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古代先民强烈的

生存意识和对自然的敬畏。江苏太湖流域是我国傩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迄今为止，太湖周边的县市中依然保留了诸多傩舞，例如“跳

五猖”、“跳幡神”、“抬判”等等。

“男欢女喜”又名“调殇亡”，是流行于宜兴地区的一种傩

舞，其起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天帝派遣神仙下凡用“调殇

亡”的形式收灾降福；二是与明邑人任之恭化民食蟹，除害兴利有

关；三是与元朝灭亡有关；四是纪念元末起义领袖张士诚之说；

五是祠山大帝输妻说。从表演内涵来看，纪念张士诚的说法比较可

信，但从表演形式来看，祠山大帝输妻说较为贴切。尽管有关“男

欢女喜”的起源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但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消灾避

凶，祈求吉祥平安，四季太平。“男欢女喜”最早专门在丧葬仪式中

进行表演，有祭祀亡人，扶正祛邪之意[1]。由于该舞蹈能够满足民

众祈福祛灾的愿望，故成为了宜兴各地举行庙会活动的必选节目。

在表演“男欢女喜”时男女演员均戴笑容可掬头戴圆边凉帽的人物

面具（面具与帽固定在一起），非常喜庆。然而这喜气洋洋的面具在

“男欢女喜”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道具，而是表演者与神灵沟通的

主要媒介。面具在傩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傩舞和傩戏表

演的一个典型特征。表演者一旦戴上面具便从凡人转换成了能与鬼

神沟通的使者，甚至就是鬼神的载体，从而得以完成一系列除凶驱

鬼，求神降福的活动。

二、戏剧艺术对“男欢女喜”的影响

“男欢女喜”在流传过程中，经无数民间艺人的改良，舞蹈动

作的观赏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娱神的作用逐渐被娱人所取代。但

从其舞蹈寓意和表演形式来看依然具有傩舞的特征。然而，相较傩

舞而言，“男欢女喜”的戏剧情节要丰富的多，这与戏剧艺术对“男

欢女喜”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目前“男欢女喜”表演的主要内容

可分为“开窗望月”、“男困、女困”、“荡湖船”、“采桑”、“送

茶”和“花蝴蝶”六个片段，并形成了固定的演出顺序。但在以往

的表演中，各个片段并无固定演出次序，而是由男殇临时决定，女

殇按男殇的指示随之舞蹈。其中还会插入一些戏曲片段[1]。“男欢女

喜”舞蹈中每个情节的舞蹈设计都颇具画面感，串联起来又具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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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故事性。所以，从该舞蹈的组织结构上可以看出它不是一支单

纯的情绪性舞蹈，而是具有一定叙事功能的情节性舞蹈。

“男欢女喜”出现的年代正值元末明初之际，这个时期也是我

国戏剧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戏剧创作的中心出现了由北方地区向

江浙一带迁移的现象。元末明初的戏剧主要以元杂剧为主，元杂剧

的演出结构一般是“四折一楔子”。“折”是音乐组织的一个单元，

相当于“幕”，是情节发展的自然段落，四折相当于一部戏的开端、

发展、高潮、尾声四个阶段。此外，为了交代情节和贯穿线索，有

的剧有“楔子”即在戏剧开始或折与折之间加入一小段独立的戏。

一本四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可是五折（《赵氏孤儿》）或六折

（《秋千记》）等等。

从“男欢女喜”的舞蹈结构可以发现当时戏剧结构的影子。在

“男欢女喜”的结构中，“钥匙头”是一个独立的舞段，本身没有具

体的表现内容，是舞蹈开始和段落之间的衔接舞段，类似于元杂剧

中的“楔子”。“钥匙头”的舞蹈动作设计以流动步伐为主，在连接

舞段的同时，也起到了舞台调度的作用，使得舞蹈画面更加丰富。

除“钥匙头”外，每个舞段都相当于“折”，均有该舞段想要表现的

具体内容。从舞蹈动作的设计也能清晰看出所表现的内容，从而构

成了舞蹈情节发展的段落，并最终形成完整的舞蹈结构。

以“开窗望月”为例，在这个段落中，男殇一横排，右手执扇

高举过头，扇面呈水平面搭建出窗户的感觉，女殇在男殇后形成横

排队形，双手下垂交叠在身体前侧，做左右探头的动作，像是透过

窗子向外张望；随后男殇一个跳跃动作，同时扇子从上落下，女殇

则右手执合拢的扇子，右手臂伸直指向男殇的方向，然后做一次向

前流动又回后排，给人开窗的感觉；之后，男殇集中成一排将扇高

举过头，女殇在男殇前半蹲做观月动作；最后两位领舞的男殇和女

殇分别带领其余演员跑到舞台前侧的二点和八点方向做向天上望月

的动作。在这个舞段中，舞蹈动作的设计非常有层次，细致地体现

了“开窗望月”这一情节。

由此可见，“男欢女喜”的舞段都有其特定的表现内容，而整个

舞蹈的开始和舞段间又有“钥匙头”，整体舞蹈的结构形式与当时

的戏剧结构极为相像，再结合当时戏剧发展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

对戏剧艺术的一种借鉴，也由此可见戏剧艺术对“男欢女喜”的结

构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男欢女喜”的水文化特征

江苏地处长江中下游，河网密布，水域众多，素有“鱼米之

乡”的美誉。自然环境中“水”是江苏地理环境中最突出的特点，

其水域面积所占比例居全国之首。以长江、太湖和京杭大运河构成

的庞大的水域系统，构成了江苏省内各个城镇之间相互连通的水运

系统[2]。直至今日，在同里、周庄、西塘等镇，舟船依然是人们日

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此外，江苏地区湿热多雨，

阴雨天气常常是连绵数日而不止，尤其在黄梅时节，淅淅沥沥的细

雨可谓成就了江南水墨画般唯美的景致。因此，在江苏的人文精神

中自古有“尚水”的传统，水文化可谓是江苏省地域文化中的一大

特征。“男欢女喜”中的水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荡

湖船”段落的设计；2、舞蹈动作的编排。

首先，“男欢女喜”舞蹈中“荡湖船”这个段落清晰地体现了

苏南地区河流如织的地域特征。在“荡湖船”中，一位女殇扮演摇

橹姑娘的角色，其余演员以男殇在前，女殇在后的顺序构成方块队

形。随着摇橹姑娘的划桨动作，男殇女殇舞蹈动作的方向集体由

三点变换到一点，再变换到八点，并同时从舞台左侧流动到舞台中

间，继而流动到舞台右侧，就如同男殇女殇坐着船在欣赏沿途秀丽

的风景。

其次，“男欢女喜”中女殇的舞蹈动作设计充分体现了“水”

柔美与灵动的特质。在舞蹈中，女殇的动作以轻巧雅致为特色，动

律以点颤为主，动作幅度较小，彰显了江南女子典雅、柔和的性格

特征。例如在“采桑”段落中，女殇先以小碎步的步伐流动到男殇

身后，之后左手轻搭于男殇左肩上，右手执扇，扇柄朝上，手臂做

向上轻点两次，再向下轻点一次的动作，寓意在采桑。随后女殇向

二点方向迈步，同时双手从头上向两侧打开，之后衔接一个“卧鱼

儿”造型与男殇对视，最后回到男殇身后，轻跳在男殇背上，形成

男殇背着女殇的造型，女殇右手向上再做一次采桑的动作结束该舞

段的表演。在整个舞段中，女殇的动作如“水”般温和、柔雅。所

以，从“男欢女喜”的情节设计和动作编排中可以发现该舞蹈具有

江苏地区非常鲜明的水文化特色。民间艺人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中汲取灵感，已将水的灵性与优雅自然融入到了“男欢女喜”的舞

蹈内容和动作之中。

四、结语

“男欢女喜”在六百多年的发展中历经坎坷，并几度被中断

演出。这对“男欢女喜”的传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今“男

欢女喜”的“中盘”和“下盘”动作已基本失传。值得庆幸的是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男欢女喜”的“上盘”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

发展，在宜兴地区各种民间活动中又可以看到“男欢女喜”的表演

了。本文从傩舞、戏剧艺术和水文化三个方面对“男欢女喜”的文

化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男欢女喜”不仅具有傩舞祭祀祈福的社

会意义，还具有戏剧艺术和水文化的特点，体现了江苏苏南地区朴

素温和的人文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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