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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纸偶戏社会功能研究
◎辜靖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 广元 628017

【摘 要】白龙纸偶历史悠久，主要反映了剑门山区人民的精神文化，是该地区风土人情、生
活习俗、历史变迁的载体，其集表演艺术、制作艺术、舞台艺术、音乐演唱艺术于一体，作为一

种具有标志性的意识形态产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和手段起到了教

化育人的社会功能，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增强国家发展

软实力的需求提供了必要条件，文章中通过审美愉悦、情绪感染、教育感化、社会组织、社会

认识五大方面充分阐述了白龙纸偶戏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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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源于生活又表现生活，作

为人类社会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意识

形态产物，在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中

具备各种社会功效。经过长期实践

和探索，人们会根据自己想要达到

的目的，并通过一些特殊的表现手

段加以创造和利用。白龙纸偶作为

当地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在

审美愉悦、情绪感染、教育感化、社

会组织、社会认识五大方面起到了

很好的社会功能作用。

1 审美愉悦功能

从古至今，人们在生活中总会

被一些美的艺术品陶醉，进而产生

愉悦的心情。所谓审美愉悦，主要

指的是人们在欣赏美的艺术作品和

一切具有美感的事物时，产生的一

种愉悦的心理体验。人们在欣赏艺

术作品时，通过对艺术作品内在情

感的表达获取精神上的享受，在表

演者和欣赏者两者相互作用的途径

中，绝大部分都是人们为了解除一

天疲劳而选择的娱乐和消遣方式。

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在观看

纸偶戏演出时完全就是一种娱乐和

消遣。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

过：“审美快乐主要源于视觉和听觉

对象的和谐，而不是嗅觉和味觉造

成的愉快刺激，”[1]那么，从中我们

可以理解嗅觉和味觉是人的身体器

官对特定对象一种比较简单而且比

较直接的对接反应；但听觉和视觉

则不同，他们在对事物的观赏中伴

随着多种心理反应，从而构成一种

精神上的享受。在精神享受层面，

人们认为不仅仅存在美的东西，还

包括我们的情感因素。愉悦的心情

正是由于二者完美融合，由此大家

都认为音乐是最能体现我们愉悦心

情的一种东西。人们在参加各种不

同场合的仪式时总会因气氛不同而

出现不同风格的音乐，这是比较有

道理的，它确实能使我们心畅神怡。

在先秦艺术理论著作《乐记》中明确

提出了艺术的娱乐性功能：“‘乐者

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

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

道，则惑而不乐。”[2]因而认为艺术

活动能使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从

而带来快乐。在音乐艺术表现活动

中，主要表现为倾向性功能和非倾

向性功能。倾向性功能主要是指艺

术活动对于不同社会活动产物的影

响，它的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

是一种以情感方式来影响人们在精

神生活中的某种社会需求，所以它

并不是仅仅依靠简单的表现形式传

递社会内容，人们要通过我们审美

者的想象和联想去达到某种目的。

非倾向性功能主要指的是不同的艺

术活动形式通过直接简单的方式带

给人们一定的美感体验，比如一首

喧闹的音乐伴随我们狂欢的时候，

一首悠扬的音乐伴随我们平静的时

候，一首欢快的音乐伴随我们愉悦

的时候，这种情绪反应并不受社会

环境条件制约，而是我们一种本能

需求得到满足的表现。正是这两种

艺术功能完美结合展现了白龙纸偶

的愉悦审美功能。

白龙纸偶戏演出，主要表现了

音乐艺术中的倾向性功能。在当地

白龙纸偶演出期间，一般主要集中

于传统的重大节日期间和各种民俗

活动中，由于剑门山区地处三国文

化地带，在当地，人们对传统重大节

日都非常重视，很早就会和戏班取

得联系，并开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在最繁忙的时候纸偶戏的演出一天

要演上好几场，在那时，由于传媒影

业艺术的局限性，人们对白龙纸偶

都非常感兴趣。为了消除一天的疲

劳，人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观

看白龙纸偶戏表演，根据曹楚老艺

人的讲述，那时白龙纸偶正处于一

个繁荣昌盛时期，人们为了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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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纸偶戏表演，在晚饭后会打着

火把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当地纸偶

戏成了人们的娱乐焦点，对于常年

在外打工的人们来说，在自己的家

乡能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格外欣

喜。正是这项民间艺术表演将男女

老少聚集在一起，纸偶戏成了人们

的关注对象，据曹老师讲述，只要一

听说我们要去演出大家都非常高

兴，在观看演出时心情也更为激动。

纸偶戏带给他们的不仅是短暂的团

聚，更多的是带给他们无尽的欢乐，

使人们在传统的农耕时代原本就比

较 枯 燥 无 味 的 生 活 添 加 了 几 分

欢乐。

2 情绪感染功能

艺术无国界，难道是真的没有

国界之分吗？ 其实没有国界之分主

要指中西方艺术都有一个“情感”共
鸣点。“情感”主要指的是人对客观

事物的一种内在表现，主要通过喜

怒哀乐等各种心理情绪活动反映。

在艺术的传播途径中，无论是语言

艺术还是非语言艺术，表演者通过

作品内在情感传递，以此触动人的

内心达到情感共鸣。正如著名诗人

白居易的长篇乐府诗《琵琶行》，白
居易任江州司马，在给客人送行时，

偶然间听到了琵琶声，于是便邀请

琵琶女演奏，在演奏时乐曲中流露

出的真实情感唤起了白居易对自身

命运的感慨，使得自己的内心受到

感染，而达到情感共鸣。

在白龙纸偶的调查采访中，诸
如此类的还很多。如《潘必正与陈

妙常》的剧情“在南宋初，靖康之乱

迫使很多人们无家可归，为了躲避

战乱，开封府大家闺秀陈娇莲随母

亲逃往金陵城外的女贞观，在此出

家为尼，观主并赐名为妙常，在修行

期间大家都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

但由于一个人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

这种平静，这个人就是观主的侄子

潘必正，潘必正是一个青年才俊，在
上京赶考中不幸落榜，不愿意回家，

便来观中看望姑母，并以此向姑母

说要暂住于此在这里读书，看到侄

子的远大抱负，观主便答应了他的

请求，一天潘必正见到了妙常，被她

的美艳打动，于是便想尽一切办法

来接近，终于妙常动了心，她也不再

顾及世俗的各种礼教与束缚和潘必

正相爱，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想

的那么美好，观主发现他们相爱后

便采用各种手段来拆撒二人，两人

的感情确实比较深厚，任何人都阻

挡不了他们在一起的决心，一气之

下，观主将潘必正赶出金陵并送往

临安，在姑母的监管下，他和陈妙常

再也没有见过一面便被迫分开了。

在这期间，两人都非常痛苦，摆在妙

常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和潘

必正永久分开，潜心修炼；二是摆脱

世俗的束缚和潘必正过幸福美满的

生活；在此期间两人经过茶叙、琴
挑、偷诗层层阻碍后，她终于鼓起勇

气，决定去追潘必正，两人便在秋江

团员”。剧情最终以有情人终成眷

属落幕，根据当时老艺人曹老师的

讲述，大家在观看演出时由于剧情

变化，大家情绪都是起伏不定，最终

剧情以美满的结局落幕，此时感觉

他们个个都如释重负一样，心情都

比较高兴。诸如此类的剧目还有很

多，纸偶戏用形象的动作、亮丽的色

彩和华丽的语言向观众传达了内在

感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是

呈现给大家的一顿“情感大餐”，从
而满足精神需求。

3 教育感化功能

艺术领域蕴藏宝贵的财富，它
会对人们起到各种教化功能。在艺

术传播过程中不仅具备认识功能，

同时具备教育感化功能，它主要指

在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作品内容对人

们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功能。戏

剧自古以来都是以各种故事情节、

社会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对当前社

会中一些现象的正确认识，对社会

中美好事物的眷顾和追求，对社会

中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嘲笑，让人们

受到一种高雅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

伦理道德熏陶，起到一种对社会不

良风气的净化，自古以来，大家都非

常重视艺术的教育功能，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艺术的教育感化功能是不

容小觑的，一部好的作品在帮助人

们了解认识生活的同时，也培养了

人 们 积 极 健 康 向 上 的 道 德 审 美

情操。

当前社会婆媳问题已经成为很

多人比较关注的话题，曹楚老人根

据当前社会一些经典的素材创作了

剧本《我和婆婆在一起》，这个剧情

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该剧主要讲述

媳妇李氏对自己婆婆张氏极为不

孝，在生活上每天控制张氏的吃喝，

时常辱骂，而且还将她安排在一间

又小又黑的屋内居住，而张氏的儿

子看到这一切时不以为然，简直是

天理难容。正巧一天李氏在辱骂自

己的婆婆张氏时被自己善良的儿媳

马氏看到，看到眼前这一幕，马氏难

以置信这就是自己的婆婆，于是马

氏便耐心劝导，如果今后我以同样

的方式对待你，你的内心又是一种

怎样的感受，此刻，李氏才明白自己

的行为是不正确的。在马氏的劝说

和协调下，李氏对婆婆张氏赔礼道

歉，并对之前自己的行为作深刻反

思，最终婆媳二人关系重归于好。

在故事结束时，主人公李氏向所有

的观众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在场的

各位乡亲们，无论家中有无老人大

家都要善待老人，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老去的那一天。”看完这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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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静下心来想一想其实这个故事

最终的目的就是告诫我们每一个人

要遵守人伦道德，在生活中我们要

善待别人，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社会组织功能

在艺术的传播途径中，不仅具

备审美愉悦、情绪感染和教育感化

的功能，还具有社会组织功能。这

种功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表现得

尤为突出，由于地域特点的独特性

和差异性，加之深受三国文化影响，

只要是生活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重大

节日和庆典都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能增强人们的

团体意识，而且还能提升人们的自

觉意识。因此，通过艺术活动这种

方式对人们进行社会组织是艺术传

播中最为突出的社会功能。

纸偶戏一般多在节日期间和重

大调研时演出，一般在重大的节日

期间，大家都会放下手头工作好好

休息，在一起聊聊家常。纸偶戏主

要是根据当地一些地方文化特色，

集表演艺术、制作艺术、舞台艺术、

演唱艺术于一体的艺术活动，纸偶

戏表演深受人们喜爱，除此之外，还
有相邻乡镇的人们都会远道慕名而

来感受这样一场精神大餐。人们在

这种艺术活动氛围中便不知不觉引

发各种思绪，平常比较松散的氛围

又一次重新得到整合。

根据传承人的了解，纸偶戏日

常的开销和纸偶的维护费用比较

大，当地政府在财力上并不能给予

充足补给，因此很多时候还得靠当

地村民和村委会的救济，以便维持

日常的开销。

5 社会认识功能

艺术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地域文

化特色和风土人情，欣赏者通过不

同的艺术作品，从中感受不同时代

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并从这些

作品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生活在特定

环境中的各种性格特点与情感特

征，以及精神追求，为进一步扩大生

活视野，以及更准确地认清现实提

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我们

经常说艺术具有认识社会功能。

白龙纸偶主要是通过木偶改造

而来，木偶主要分为杖头木偶、提线

木偶、掌中木偶，曹楚先生根据杖头

木 偶 的 特 点 反 复 试 验 制 作 了 纸

偶[3]。纸偶戏主要以历史故事、人
伦道德和神话传说为题材，内容主

要包含对社会历史的正确认识和对

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社

会中一些不良现象的讽刺等。以前

由于地域环境的限制，以及人们自

身文化知识水平不高，人们对外界

事物的认识和对历史文化的了解都

是比较缺乏的，要想了解更多的历

史文化知识和提高个人文化素养，

想通过书本获取相关素材已是一个

难题，因此，艺术家们将这些素材通

过艺术表现手段的方式向人们传

达，进而增强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文

化素养。在白龙纸偶剧中诸如此类

的题材非常多，如《寻工夫》比较直

观地揭露了地主婆狡猾、虚伪、吝啬

的丑恶形象，短工天还没有亮就开

始起床找活，于是一个地主婆便雇

了他，一路上地主婆都说他的活儿

比较好干，伙食也比较好。但是等

到天一亮，短工便认出了她，并揭露

了她的丑恶嘴脸。于是台词中这样

唱道：“提起你家那块地，倒把工夫

活吓煞。说什么靠着西北岭，就在

你庄东南洼。上面也没有香灰土，

下面也没有蚂蚁沙。南头也没有垂

杨柳，北头也没有清水洼。中间也

没有媳妇道，哪有媳妇走娘家！ 南

头长了些毛根草，北头长了些大芦

芽，中间一条紫浆泥，粘粘糊糊没法

挖。提起你家的饭食来，更把工夫

活气煞。早晨也没有单饼卷鸡蛋，

也没有三月卤的香椿芽。日头到了

东南响，才把早饭送到洼。我掀起

篓子看了看，哎呀娘啊，两块老瓜一

碗渣。两块冬瓜没法吃，又臊又苦

咽不下，待吃别的也没有，好歹扒了

半碗渣。”从这段唱词中我们可以领

会到劳动人民对封建社会剥削者的

深刻认识，以及他们机智勇敢的斗

争精神。又如《逛新城》，从唱词中

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国家的正确领导

下，西藏发生了很大变化，创作者把

这种变化编写成歌词，生动展现了

翻身农奴妇女俩的形象，表达了西

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 结语

尽管人们因地域条件和文化因

素制约，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但是

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追求并没有因

此减少，当时纸偶戏无疑成了人们

一天疲劳劳作之后的一种解闷消遣

文化娱乐方式，纸偶戏的精神文化

认同，以及纸偶戏本身蕴含的社会

审美娱乐功能，让人们在心灵上产

生了共鸣，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对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思想认同起

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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