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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地戏传承人物

顾之炎，男，汉族，1940 年 12 月生，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九溪村人。
2008年2月，顾之炎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顾之
炎对地戏表演有独到的领悟能力，是九溪
村《四马投唐》主要演员，在戏中要扮演
一号角色秦王李世民、秦叔宝、罗成等正
面人物，顶戴少将型面具。他出身地戏世
家，祖父和父亲都很喜欢跳地戏。

詹学彦，男，汉族，1950年5月生，安
顺市西秀区旧州镇詹家屯村人。2008年2
月，詹学彦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詹学彦1980年开始
传承地戏，是安顺地戏第十七代重要传承
人，1989年获安顺首届地戏调演特等奖。

陈先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
戏传承人。陈先松十几岁开始修习地戏，40
余岁，在当地已有“神头王”之美誉。

安顺地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顾之炎。

【延伸阅读】

安顺地戏传承价值

文化价值：安顺地戏其显武增威的历史
遗存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其剧本结构保存
了宋元时期讲唱文学体例的研究价值；其
富古民俗民间文化因子的研究价值；其独
树一帜的面具工艺所突显的美学价值；其
屯堡人所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

戏剧价值：安顺地戏弋阳古腔遗留的研
究价值；其规范的仪式与江南地区及其他
地区仪式剧比较研究的价值；其表演程式
中蕴含的戏剧因子的研究价值；其发展流
程在中国戏曲史上傩戏向戏剧发展过渡所
占地位的研究价值。

社会价值：地戏属屯堡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屯堡人的其他文化现象，共同构
成了有600年历史的明清遗风和江南遗韵引
起海内外人士关注。

经济价值：安顺地戏其人文景观是旅游
开发的亮点。黔中乃至贵州的开发与经济
发展，与江南先进农耕技术及生产方式的
研究价值。

安顺市刘官乡周官村村民秦发忠在雕
刻地戏面具。 新华社发

综合天眼新闻、掌上安顺公众号报道

“咚咚咚咚……咚哐咚哐咚
哐！”随着锣鼓有节奏地响起，一
场地戏在天龙屯堡的“演武堂”
粉墨登场。

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清的中
原文明早已成为线装的史书，而
600年前的江南风物在屯堡被定
格，地戏则成了屯堡人在漫长岁
月中世代固守的精神家园。

安顺地戏显著特点是演出者
首蒙青巾，腰围战裙，戴假面于
额前，手执戈矛刀戟之属，随口
而唱，应声而舞。其演唱是七言
和十言韵文的说唱，在一锣一鼓
伴奏下，一人领唱众人伴和，有
弋阳老腔余韵，其舞主要表现征
战格斗的打杀，雄浑粗犷，古朴
刚健。

安顺地戏演出以村寨为单

位，演员是地道的农民。一般一
个村寨一堂戏，演员20余人，由

“神头”负责。一是为娱乐，二是
为敬神祭祀，驱邪纳吉，早年间
还有训练武功、加强战备的作用。

地戏演出时，村口或醒目的
地方要插一面大红旗，旗上绣着
很大的“帅”字，表示这个村子
里今天要演出地戏，也有纳吉之
意。

地戏对屯堡男人来说，是祖
先们在故乡生活中的一种艺术，
对于移居大山中的屯堡人来说，
更是一种乡愁的留念。他们在安
顺这片土地上谋生，同时以跳地
戏这种独特的方式练习和传承武
艺。

在屯堡女人们的心中，地戏
是她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与企盼。

地戏是一种精神寄托与企盼

安顺地戏源于安顺屯堡，而安
顺屯堡源于明初朱元璋的调北征南
事件，距今已有600年。据《明
史·食货志》载：“明初，各镇皆
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
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
又丘浚《大学衍义补》说：“惟我
朝之制，就在卫所所在有空闲之地
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战。”
这说明凡有卫所之处就有屯田，卫
所与军屯关系密切。贵州卫所众
多，明初建有二十四卫，由于运粮
艰难，大军只能靠“屯种自食”。

地戏又称“跳神”，其由来与
屯堡人的生存选择有关。据《续
修安顺府志》记载：“当草莱开辟
之后，人民习于安逸，积之既
久，武事渐废，太平岂能长保？
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戏之
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

含有寓兵于农之深意。”屯堡人的
身份是亦民亦兵，发生战争时拿
起武器就是士兵，和平年代忙于
耕种就是普通的农民。随着大明
江山的日益稳固，屯堡人已习惯
安逸的生活。为阻止“武事渐
废”的趋势，“有识者”想出了跳
神戏的办法，在跳神中演习武
事，这就是地戏只演武戏，不演
文戏的原因。

纂修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续修安顺府志》记载：“跳神者
首蒙青巾，腰围战裙，戴假面于
额前，手执戈矛刀戟之属，随口
而唱，应声而舞。”《续修安顺府
志》书稿所记史实起自清代咸丰
年间，而迄于民国前期。这说明
至少在清朝末期，安顺地戏的演
出行头及表演形式就已经存在，
沿袭至今。

地戏源于安顺屯堡
戴面具表演是安顺地戏一大

特色，分为文、武、老、少、女
五类，俗称“五色相”。演出在
每年的新春佳节和农历七月稻谷
扬花时节举行。安顺地戏所演的
30来部大书，以屯堡人喜爱的薛
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
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为主
角，赞美忠义、颂扬报国的忠臣
良将，内容全部是金戈铁马的征
战故事。

“奉军令调北征南，五尺道山
崖两开；离乡背井豪情壮，忠君
爱国守边关……”一锣一鼓伴
奏，一人领唱众人伴和，这段

“调北征南”的唱词，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安顺地戏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顾家顺已记不清唱了
多少次，每一次他都全情投入。

“头戴的面具我们称‘脸
子’，用来体现敌我双方的人物
的区分。”顾家顺说，安顺地戏
所演的30来部大戏上至商周，下
至明朝，都是讲述金戈铁马的征
战和赞美忠义、颂扬报国忠臣良
将 的 故 事 。 在 顾 家 顺 看 来 ，

“忠、义、仁、勇”这四个字，
不仅是写在戏文里。

“85后”的顾家顺，从小跟
着爷爷顾子炎学戏，顾子炎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安顺地
戏代表性传承人。顾家顺回忆
道，过去学地戏，对演员的要求
非常高。对于屯堡人来说，地戏
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只有德才兼
备的年轻人，才能学地戏。家里
要是有一个会跳地戏的人，全家
人都感到光荣，因为这是对其家

风的最高认可。
为让更多人一起宣传和传承

地戏，2016年，顾家顺成立了安
顺大屯堡地戏演艺团，40余人，
6支队伍，通过各个平台组织表
演和宣传地戏，前往贵州村超现
场进行表演，登上了芒果TV综艺
舞台，还参加贵州民族大联欢盛
会等。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演
出，已经让更多人看到和听到地
戏，我很满意了。心里面有一种
使命，祖辈传下来的东西不能
丢，我要把这面大旗扛上，将所
知道的地戏知识传播给大家。”
顾家顺高兴地畅想，打造一个安
顺屯堡地戏生态博物馆，通过研
学、表演、展示等多种形式，更
好地传承地戏。

德才兼备才能学地戏

百年前大明遗风活跃在现代舞台

安顺地戏：中国戏剧活化石

600年岁月变迁，变的是磅礴
时光，不变的是家国情怀。为更好
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传承非遗文化，2016 年 5 月 30
日，由安顺地戏爱好者组成的安顺
市地戏文化协会正式挂牌成立。

“协会以地戏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为总目标，团结、组织各村
寨零散的地戏表演队和热爱地戏
文化的各界人士，致力于开展和
普及、弘扬地戏文化，推动安顺
地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该
协会会长曹松介绍，协会还积极
助推村级组建地戏陈列室、助推
文旅产品的研发、注重地戏传承
人的培养和推介、筹备编写地戏
相关书籍等。目前协会注册会员
200余人，涉及地戏表演者4000
余人。目前在安顺，共有安顺地
戏国家、省、市级非遗传承人11
名，共有地戏队400多支。

协会自成立以来，在2017年
至2019年间，连续举办三届全省
地戏文化展演。2020年，在苗岭

屯堡古镇举办全省第一届校园地
戏展演。2022年12月，协会与安
顺学院共同承办了“中国—东盟
教育交流周”项目“传统戏剧展
演”，通过线上的方式把安顺地
戏正式推上了“中国—东盟教育
交流周”的平台。2023年 5月，

协会承办贵州师范大学“国际博
物馆日”主题活动、承办贵州师
范大学博物馆“屯堡·家国600
年屯堡文化特展”等等。同时，
安顺市地戏文化协会还积极组
织、选拔地戏队伍到全国各地表
演。

400多支地戏队伍活跃在舞台

谈到传承，曹松说：“地戏
要传承，还得从年轻人抓起。”
一直以来，安顺市地戏文化协会
致力于让地戏走入校园，持续开
展“百堂地戏文化进校园”主题
活动，目前已走进 43 所学校。
同时，在安顺部分幼儿园、小
学、中学、高中以及职业学校、
高校开设地戏课堂，大力弘扬和
传承安顺地戏这一地方优秀传统
文化。

西秀区旧州中学地戏队因传
神演绎，被选上参加北京2022年
冬季奥运会“文化交流小使者”
的赴京演出；安顺学院地戏队创
新演绎《五虎平西》片段，在贵
州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上荣获一等奖；普定马官镇下坝

地戏队的队员们用精彩的高台地
戏演出，在市里各大活动上获得
观众阵阵掌声……

“学习安顺地戏，通过演绎
革命故事，让我感受到了屯堡
人那份家国情怀，也深刻了解
了这段厚重的历史文化。”安顺
学院地戏队学生刘冲谈到学习
地戏的感受时说道，地戏的学
习让他们逐渐明晰了奋斗和理
想发展的目标，地戏带给他们
的 是 成 长 、 是 精 神 品 质 的 提
升、是不断前行的勇气，亦是团
队合作的能力。

发现非遗，所为皆初心；守
护非遗，不止于口号。曹松表
示，安顺市地戏文化协会将立住
脚跟，守正创新，不断增强屯堡

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深入实施
非遗活化传承功能，继续在保护
传承、推广宣传安顺地戏上下功
夫，扶持少儿地戏队、女子地戏
队以及城市社区地戏队的发展，
同时完善少儿地戏教材，助力地
戏文创产品推出，并争取打造一
座地戏文化博物馆，对安顺区域
内的安顺地戏相关文化资源进行
保护，让安顺地戏屯堡文化发出
璀璨夺目的光芒。

一出戏，唱尽百年历史；一
腔情，道尽屯堡故事。安顺地戏
已经成为屯堡人在漫长岁月中世
代固守的精神家园，在历史变迁
中，一代又一代的屯堡人将继续
担当起传承地戏的重任，竭力留
住这风雨600年的文化符号。

百堂地戏文化进校园

安顺地戏保护措施

2006年，安顺地戏纳入国家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就是最有效的保护
措施之一。其次，收集整理安顺地戏的实
物资料编撰成册，留存于世，传之后人。
这一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已着手进行，编
辑出版了《安顺地戏论文集》（沈福馨、帅
学剑等著）、《安顺地戏剧本选集》（帅学剑
编著）等。

2023年 10月 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
安顺市文化馆 （安顺市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获得“安顺地戏”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来源：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网站

安顺地戏出版物。

地戏“脸子”。

地戏表演。

地戏是流行于贵州省
安顺市一带的地方戏，主要
集中在安顺的屯堡村落
里。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
具活力、特色、最富有人文
精神的文化现象，其古朴、
粗犷的表演风格和所蕴含
的文化内涵，受到广泛关注
和欢迎，被誉为“中国戏剧
活化石”“中国戏剧历史博
物馆”，2006年，安顺地戏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安顺学院地戏队参加贵州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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