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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湖区沼山镇李猎黄细屋民俗活动调查
■文/张靖鸣/袁月

如何将中国歌剧“京剧”融入课堂
■文/潘媛

【摘要】作者通过对鄂州市沼山镇李猎黄
细屋民俗情况调查，了解了该村的牌子锣、狮
子舞、采莲船等排练、表演的有关情况。这些
情况真实地反映了上个世纪末一段乡村民俗历
史。在当今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这些传统的狮
子舞、采莲船等技艺濒临失传的境地了，民间
艺术的归宿令人担忧。

【关键词】牌子锣；狮子灯；表演

梁子湖沼山镇位于鄂州市西南端，依山临水的地理环
境是滋生民间艺术的重要因素。沼山镇民俗文化颇具特色，
该镇的穿花龙舟表演和民俗牌子锣乐队、花灯表演闻名市
内外。新世纪以来，湖北省有关民俗专家及武汉音乐学院
音乐学教授多次深入沼山镇调研。本人关注梁子湖区的民
间艺术由来已久，从 2003 年开始，多次赴梁子湖一带调研。
2013 年 7 月 30 日，我前往梁子湖区沼山镇永塘村李猎黄
细屋进行民俗调查。

李猎黄细屋位于沼山镇北面的沼山脚下，人口 500 余
人。村民中从事建筑、装潢、木匠行业者较多，也有少数
人在外地做生意。

我采访了该塆的黄庆如老人，黄庆如是李猎黄细屋民
俗活动的负责人之一，1945 年出生，小学文化程度。今年
虽然六十多岁了，腰板硬朗结实。黄庆如学过武术，擅长
演奏唢呐、钹，他详细介绍了该塆的民俗情况。     

李猎黄细屋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彩，在沼山镇北面一带
村庄中较有名气。其民俗表演主要有牌子锣乐队、狮子灯、
采莲船、打连厢等。该塆牌子锣乐队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从师于邻村刘泗水塆师傅。那个年代农村经济特别
困难，没钱给师傅付报酬。每次来排练，队长安排每家轮
流招待吃饭，过节送点礼品。现在李猎黄细屋牌子锣乐队
成员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乐队成员来自黄姓家族，平
均年龄 65 岁，都是农民。牌子锣乐队经常演奏的曲牌有
二三十个，曲牌有【朝元歌】、【画眉序】、【二犯】、【竿竹歌】
【一江风】、【玉芙蓉】【上山打维】、【大开门】、【小开门】
风入松】、【朝阳歌】、【金榜】、【人马反西游】、【祭雷公】、
【小开门】、【大开门】、【六调】【八板】、【五马】等。

李猎黄细屋牌子锣乐队成员一览表

姓名
年
龄

性
别

文化
程度

职业 擅长 籍贯
家庭
住址

备注

黄庆如 68 男 小学 务农
唢呐 
钹

鄂州
李猎
细屋

1945 年

黄习银 70 男 小学 务农 鼓板 鄂州
李猎
细屋

1943 年

黄发利 60 男 小学 务农 大锣 鄂州
李猎
细屋

1953 年

黄银周 69 男 小学 务农 京锣 鄂州
李猎
细屋

1944 年

黄发龙 60 男 小学 务农 小锣 鄂州
李猎
细屋

1953 年

李猎黄细屋民俗牌子锣除参加平时的红白喜事活动
外，每年还要参加春节至元宵之间的花灯表演活动，花灯
表演有狮子灯、采莲船、七姊妹、打连厢等种类。黄庆如

【摘要】我国始终秉承“人才是国家强大根
基”的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国家和社会
对于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
也促使了教育机构对其原有的教学方式进行改
革，从而满足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的要求。音
乐教育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
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京剧”被称为中国的歌
剧，其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和浓郁的文艺价值，
将“京剧”融入教学课堂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
创新举动。因此，本文以“京剧”的艺术价值为
研究起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京剧”融入课
堂教学的几点措施建议。

【关键词】中国歌剧 ；京剧 ；课堂教学

一、京剧的艺术价值概述
京剧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舞台艺术，京剧诞生于我国政

治、经济、文化都十分发达和先进的文化中心——北京，
京剧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戏曲的成熟期，因此，其
被命名为“京剧”。京剧在表演形式上将唱、念、做、打融
合为一个整体，并且由于其产生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
交叉、高度融合的包容性城市——北京，因此，其在成长
的过程中具有十分良好的先天性文化优势以及后天性经济
优势。与此同时，许多钻研京剧的人物大都接受过较高的
文化教育，从而促进了京剧的文化品位快速提升、与时俱
进。当前，京剧已不单单是一项单纯的娱乐项目，其更是
承载着重要的艺术价值。

1、京剧的传承价值。在我国众多的艺术表现形式中，
京剧是其中一个较为古老的、涵盖性较高的、文化内涵较
深的艺术形式，从京剧的唱腔到表演形式，从京剧的服装
到化妆均与当前较为流行的文化艺术环境具有十分明显的
不同，这使得京剧在大众心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价
值，从而造成京剧表演者处于一种长期的稀缺状态，同时，
京剧表演者趋于明显的老龄化。对于京剧悠久的历史以及
浓厚的文化底蕴而言，其具有十分重要的传承价值。京剧
的传承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①京剧表演形式中独
特的民族艺术值得传承和发展 ；②京剧表演内容中的经典
长短值得传承和发展。

2、京剧的教育价值。京剧产生于中国的文化中心——
北京，因此，其在长期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中国
文化的主要精髓，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底蕴。正是
由于京剧的浓厚的、特色鲜明的文化价值，使得其具有十
分重要的教育价值，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推动作用。

首先，对于京剧的学习能够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
[1]。在京剧中，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传统给予美的形式，
从京剧的服装到脸谱，从京剧的唱腔到舞台设计，其中都
蕴含了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对于美的体现，因此，通过京
剧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从服装、脸谱、唱腔、舞台等方面
提升审美能力 ；

其次，对于京剧的学习能够促进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情
怀。京剧根植于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在京剧的表演内容
中，有大量的对于爱国主义精神、勤劳质朴精神、精忠报
国精神的赞扬的剧目，因此，通过京剧的学习可以使学生
具有更加深刻的民族意识，从而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老人介绍说，他们塆的狮子灯技艺是请大冶县黄卢嘴塆的
黄朝富师傅教的，黄朝富师傅和他们是同一个宗族。黄师
傅不仅教他们狮子舞表演，还传授武术。拳术套路有正山、
下山，器械有刀、枪、剑、连环棍、叉、钯等。另外还教
一种硬气功，也叫做桶子功。那个时候，村里很多年轻人
练习狮子灯表演技艺、武术与气功，每天早上和晚上勤学
苦练。大约花了一年多时间，狮子灯表演技艺和武术练成了。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李猎黄细屋去邻村进行花
灯表演。在牌子锣演奏声中，先由火弹飞舞打开场子，接
着表演武术，其间有打着赤膊者舞九节鞭，还有双节棍、
三节棍、响钗、大刀、单刀、双刀、单剑、双剑等武术器
械表演。黄庆如当年就表演过武术器械，他还表演狮子舞，
他玩狮子尾。他说玩狮子尾比前面玩狮子头消耗体能更大、
更吃亏。狮子舞表演一般有、“搔痒”、“抖毛”、“扬爪”等
动作。狮子舞技术难度大的表演是狮子“上天台”， 村民将
桌子叠成高台，舞狮者从第一层爬上第九层，登上最高桌
面，舞狮者要在底朝天的四条桌腿上站稳，然后表演 “白
蛇吐箭”、 “金线吊葫芦”等绝技，刺激惊险，扣人心弦。[1]
黄庆如认为表演技巧最难的是“一根葱”（三张桌子叠起来，
狮子钻上去又钻下来连环表演高难动作）。在狮子表演完后
有采莲船、七姊妹、打连厢等民间歌舞表演。他说这些民
间歌舞均是本塆农民编排的。一般来说，不论哪个节目表
演，牌子锣乐队均在开场、中间、终场多次奏响，像采莲
船、双推车等有民歌表演唱的节目，牌子锣起着伴奏的作
用，有时则是间奏。在采莲船的表演中，该塆的村民演唱
过本地的民歌《采莲船》、《十送情郎哥》、《十爱》、《十恨》
等小调。黄庆如的爱人当即叫来了几位当年参加过采莲船
表演的老人，其中高早贵已经 73 岁了，熊先枝 81 岁了，
她们现场唱了一些本地民间小调。

李猎黄细屋民俗乐队在每年春节至元宵期间，演出场
次在百场以上，一个晚上要去十几个塆子表演，表演的区
域范围西南边至王铺、桐油、湖瓢一带，北面至长港一带，
东面至大冶县保安镇。南北距离三十公里，所辖范围有上
百个塆子，每到一个塆子表演，这个塆子要放鞭炮迎接，
花灯表演完后，这个塆子最少要给一两条香烟表示感谢，
如有亲戚再另外给烟或给钱。所有的香烟、钱币有生产队
负责收讫，最后大部分发给表演人员，留少部分给生产队
作为活动资金，有的年份表演人员所得收入达一万多元，
最少的年份也有五六千元。

黄庆如老人说，他们塆子的民俗活动已有二十年多年
没有开展了。现在的牌子锣乐队由几个老人支撑着，但后
继无人。其它的狮子舞、采莲船等技艺没有人愿意学习。
年轻人忙着在外打工挣钱，他们认为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
已为过时，没兴趣传承民间艺术。现在这些传统民间艺术
濒临失传的境地，真是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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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京剧”融入课堂的具体措施研究
为了弘扬中国歌剧“京剧”的文化精髓，同时促进我

国音乐教育的创新和完善，提出将“京剧”融入音乐课堂
教学的设想。在此，为“京剧”融入课堂提出以下几点措
施建议 ：

1、在课堂教学中系统的了解京剧的理论文化。为了
将中国歌剧“京剧”更好的融入音乐课堂教学，需首先对
京剧的理论文化进行深入的、系统的了解。例如，在京剧
理论文化方面，可以组织学校内部的音乐教师进行一定时
间的理论知识培训，并在培训之后，依据学校的自身特点、
以及学生对于京剧的感兴趣程度、感兴趣点等，编制出一
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京剧理论知识教材。与此同时，应在音
乐教学中增设京剧的理论文化教学，将京剧学习列入课程
必修环节的组成要素之一。在京剧的理论文化课程教学中，
应着重讲授京剧的起源、京剧的发展、京剧的历史演变、
京剧的表演形式、京剧的唱腔鉴赏等方面的内容，使学生
对于京剧的重点理论知识具有一个较为深入的、细致的、
全面的了解，从而一方面可以促进京剧课堂教学的开展，
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在京剧学习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理论
基础作为支撑。

2、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相应的京剧选段 [2]。教师可以
充分利用当前的先进科学技术——计算机电子技术、投影
技术、幻灯片技术等，为京剧的课堂教学提供一定的技术
支持。例如在“音乐鉴赏”一节，在课堂教学开展以前，
先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播放几段京剧选段（可以是杨门
女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在京剧选段的播放过程中，
为学生讲述与所播放的京剧选段相关的背景故事，并融入
教师提前准备的相关教学资料，在京剧选段播放结束之后，
就刚刚播放结束的京剧选段与学生进行一定的沟通，并让
学生分享在京剧选段中所感受到的故事、感想等，从而促
进京剧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

3、鼓励学生依据课堂所学知识创作京剧。对于音乐
课堂教学而言，其所拥有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时间都十分有
限，因此，如何在有限资源和有限时间的条件下，充分开
展京剧课堂教学活动，是当前将“京剧”融入课堂教学的
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可以在课后作业的布置方
面进行创新，从而使课堂教学的效率更高。如在将“京剧”
融入课堂的过程中，可以为学生布置一项“利用所学知识
创作京剧”的课后作业，有条件的学生可以选择以录音的
形式上交作业，对于条件相对欠缺的学生，可以将创作内
容整理成文本上交，这样，也可以实现对作业形式的丰富。

三、结语：音乐教育对于国民基础教育既有十分重
要的基础作用，而“京剧”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价值，
将“京剧”融入课堂教学，是音乐教育的一项创新举措。
本文得出从“在课堂教学中系统的了解京剧的理论文化 ；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相应的京剧选段 ；鼓励学生依据课堂所
学知识创作京剧”三方面将“京剧”融入课堂教学的具体
措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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