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传统舞蹈

北海耍花楼

——花楼边上的舞蹈

北海耍花楼（原称“洒花楼”）是盛行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艺术，在《廉

州府志》和《合浦县志》均有简要的介绍。流传至今的北海耍花楼是唐代前后从

中原经湖南、福建、广东入桂西北，再间接传到合浦后，逐步演变而成的一种民

间宗教歌舞。北海耍花楼用廉州话演唱，起源于各种驱邪、求神的仪式，是道教

与艺术结合的产物。作为宗教仪式，耍花楼影响并引领普通老百姓的精神信仰，

纵使在信息化时代，它的宗教色彩仍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北海耍花楼的基本内容

最初，耍花楼这种民间舞蹈实为“跳鬼”，原本是祭祀、酬神，为身患重疾

的病人消灾解难的一种仪式，意在收妖捉鬼，神到病除。它的宗教目的与表演程

式密切结合，循序渐进，通常在主家的厅房和门前进行。其程序是若某人得病，

家人为其占卦、求神、“问仙”，均说冲着“六害鬼”（唱词称“六仙”，即“六郎”

“六娘”的总称）。若要消灾解难，主家必定请法师为病人做“耍花楼”。届时，

大幡师出坛，先召花园土地审问，花儿黄萎是否因花根管理不善所致，花园土地

答说，不是管理不善，而是有鬼神缠扰。于是便造“花楼”(纸竹扎品，见图 1) 一

座，摆在桌上，作为收妖捉鬼阵图。又因其是凡人所造，沾有秽气，便召二仙人

出来洒楼。随即敲锣打鼓，吹响唢呐，边歌边舞，洒将起来，是为“耍花楼”。

耍花楼也称“跳六害”，分为“小耍”和“大耍”两种。“小耍”由两个锣鼓

手配合一个法师，把一本“六害科经”从头到尾喃诵。而“大耍”像演戏一样，

有情节、角色、唱词、对白兼歌舞，现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男一女对唱对舞。

二、北海耍花楼的表演方式

耍花楼的传统宗教理念，给人们带来的“阴安阳和”“家宅平安”“人丁健朗”

“消灾解难”的精神寄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富裕、和谐小康的社会和民

生，有着某种机缘巧合之处。1958 年，在合浦县参加广州军区文艺会演的《赶会》

中，创编人员对节目进行了大胆的革新，首次将原来的“洒”字改成了“耍”字，



取其娱乐玩耍之意，舍其“洒秽气”的封建迷信色彩，一字之差，意义全新。耍

花楼发展到今天，已从充满封建迷信的色彩中走出来，并发展为一男一女对唱对

舞的耍花楼和群体耍花楼，成为庆丰收迎新春的喜庆歌舞。

耍花楼主要由一男一女对唱对舞，男的手持花伞，女的手持扇子和手帕，边

唱边舞，唱的主要曲调有“花楼调”“石榴花”“流水调”“挂金索”“长短调”，

等等，配有唢呐、锣鼓、二胡、三弦、喉管等民族乐器，这种曲调唱词情调优美，

富有浓郁的民间风味。耍花楼有一套特定的舞蹈动作，包括耍扇花、耍伞花、耍

手巾花等手部动作，交叉脚、跑马步、走车盘、锁罡、稳坐泰山、前踢、后勾、

金鸡独立、捣碓脚、绊脚等身腰步伐动作，行罡踏斗（行一至七星罡）等方位动

作，体现出轻松、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的谐趣性。舞蹈的主要功夫，男的有毯子

功、伞子功、腰腿功、矮步功，女的有扇子功、手帕功和碎步功。舞者身穿传统

服装，在舞台上穿插表演，唱词曲调优美，舞步多姿多彩，气氛热烈，极具艺术

吸引力。

图 1 祭祀时用的纸扎“花楼”赵军／摄

三、北海耍花楼的基本特征

（一）鲜明的戏剧特色。耍花楼的戏剧特征尤为明显，它不是在讲一个故事，

也不是在跳一个故事，而是在演一个故事。它把一个病人怎么犯了病，犯了什么

病，怎么才治好病的故事，通过活生生的演员当众把过程表演出来。



（二）浓郁的歌舞色彩。耍花楼的歌舞主要集中在王母和九郎边歌边舞的“耍

花楼”，一段音乐高亢激昂，而不失悠扬舒展，配以唢呐和打击乐，给人一种节

奏明快、热烈振奋的愉悦。“耍”出了灵巧轻盈，大方洒脱，刚柔相济，起伏有

致，变化多姿的动作和造型，可谓地方民间歌舞的经典。

（三）浓厚的宗教性。通过设坛，请来神仙，祭祀天地，进行一系列的“请

神”“查花根”“召六郎（或六娘）”“诵经”“驱鬼”“祭天地”等程序，从而达到

“收妖捉鬼，神到病除”的目的，具有宗教典型性。

四、北海耍花楼的重要价值

耍花楼融合了宗教文化、精神信仰、民间习俗、地方风情、歌舞艺术等多种

元素，是北海市传统文化中唱词用廉州方言演绎的歌舞，是以歌助舞、以舞助歌

的宗教艺术，对研究北海市乃至北部湾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研究

民间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的重要资料。同时，从耍花楼的曲调、舞蹈动作、服饰、

道具来看，既有中原农耕文化和山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痕迹，也有土著渔猎文化的

风格，既高雅又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符合群众的心理需求和审美情趣，

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不可多得的形式和内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图 2 2012 年 6 月，合浦县西场镇的民间艺人在练习演绎“耍花楼” 赵军／摄



图 3 2015 年 6 月 13 日全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珠城画语”北海

非物质文化名录舞台展演中表演歌舞“耍花楼” 农春录／摄



北海五方舞

——道公舞在北海的流传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力低下，这便使当时的人们对自然界怀有依赖、恐

惧而又崇敬的心理，继而他们认为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这就是宗教信仰最初的形

式——“万物有灵论”。之后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原始人类社会便逐

渐产生了一系列以表现屈从、虔诚、感激、祈求或禁忌等为内容的祭祀、崇拜的

活动，这些活动都少不了会有手舞足蹈的动作，这应该就是人类社会舞蹈的最初

形态。这些简单的动作加上“驱鬼逐疫”“请神迎福”思想意识的歌唱，伴之以

原始的音乐，就逐渐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宗教舞蹈。

一、北海五方舞婉转奔放，内容传奇

北海五方舞是道公祭祀祈福的一种宗教舞蹈，又名“道公舞”，在北海地角、

侨港、乾江一带，均有道公班演绎。

舞者通常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绕“∞”字形，由执鼓、大锣、大

钹三人以上伴斗者进行表演，余者随其行进路线跟进（见图 1），寓意是民间向五

方天王、佛祖祈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接引亡魂顺达天堂，舞者内容多与敬神

驱鬼、消灾祈福有关。伴斗者动作刚劲有力，起伏对比激烈，锣、钹从舞者的头、

脸相擦而过，显得惊险异常。因此，该舞蹈具有凶、险、勇的特点。道公做斋行

法时，惯手持器械喃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教音乐，且舞姿婉转奔放、富于变

化，通过踏步、跳跃、转体、弯腰和摆手等姿势动作，达到请神、送魂、驱鬼以

及为死者超度，为病人担灾逃难等目的。

五方舞的舞蹈内容及展示形式在于祭祀祈福、长葬。独跳鬼为单人舞，小跳

鬼为双人舞，大跳鬼为多人舞。小跳鬼多用于为有病魔缠身的患者驱鬼逐魔、消

灾祈福、解难以及震慑鬼魂等，风格粗犷古朴；大跳鬼多用于诞期及祭祀还福的

场合，感谢神灵的庇佑，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人畜兴旺。舞蹈中的人

物角色有唐僧、大头鬼、小头鬼、王长鬼、牛头马面等诸多宗教信仰里的角色。

二、北海五方舞与壮族师公舞的异同点

就道公舞而言，北海的五方舞是由壮族的师公与汉族的道教融合而成的。但



北海市的道公舞和南宁市的壮族师公舞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

主要是作法的内容与目的大致，通过奔放多变的舞姿，为死者超度、剪花、架桥、

做房等，在舞蹈的过程中，有锣鼓等民间乐器伴奏；不同之处表现在，北海市的

道公舞没有歌曲伴舞，而是通过道公手持器械，喃唱“南无阿弥陀佛”的佛教音

乐，边喃边舞。

三、北海五方舞的鲜明特征

1．道教特征

道教崇拜信奉的神灵种类繁多，如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它们是

道教的最高主神，实是“道”的一体三位，即太清境、玉清境、上清境。后来“三

清”逐渐作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通行代称。作法过程中，北海五

方舞舞剑、吐火等动作有驱邪、震慑鬼魂的作用，以达为病人降妖捉魔、担灾逃

难、赶鬼、给亡灵做斋送魂、超度之目的。

2．多元宗教融合

从北海五方舞的经文里所信奉的神祗与祭祀祈福舞蹈行法的衣着服饰特点

看，它有着较浓的佛教色彩，是与“麽、道、佛”融为一体的。

3．舞蹈动作特征

舞者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绕“∞”字形，手持法事器械，边舞边

低声诵读“南无阿弥陀佛”，每个踏步、跳跃、转体、弯腰和摆手等的姿势动作

都有特殊的含义，根据做法事的目的，连贯地做出一系列舞蹈动作，达到请神、

送魂、驱鬼以及向神灵祈福庇佑的目的。

四、北海五方舞的传承与保护

五方舞作为北海市民间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在宗教祭祀、舞蹈中具有民俗性、

地域性和传承性等特点，保留了北海民间群众，尤其是老一辈的民间信仰及宗教

文化特点，是研究当地民众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依据。如果从健身的角度去论述，

道公在做法事时舞剑的剑术，是可以为今天舞蹈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的。

然而，五方舞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立



四新”的运动中，曾被作为封建迷信的产物，濒临绝迹。近年来，这个民间信仰

活动虽然已有所恢复，但它的规模明显不如过去那般壮大。现在，北海道公舞主

要出现在北海市的地角镇、乾江一带的祭祀活动中，其他地域较鲜见。

道公舞作为民间宗教文化之一，不仅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一定

特色和吸引力的。其“麽、道、佛”三元宗教融为一体的独特特征，也为宗教人

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民俗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于宗教

舞蹈五方舞的研究、挖掘与保护，不仅是抢救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退出主流社

会的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保护道公舞传承下来的包含地域性宗教信

仰的传统文化，使五方舞为北海市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挥出新的社会作用。

图 12011 年 4 月 8 日，传承人袁泽扬等演绎“道公舞”祭祀活动 赵军／摄



图 2 “道公舞”祭祀使用的部分字格（亦叫“字章”）。收集时间：2012 年 2 月 22 日 赵军／摄

图 3 “道公舞”祭祀时使用的器具赵军／摄



图 4 “道公舞”祭祀时使用的简便神龛赵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