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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南宗祠戏台的楹联作为一种特殊的宗祠文化装饰，有着一般宗祠建筑的功能作用，如表达对先祖的追思、祭祀；
同时，作为给祖先敬献精神娱乐供品的地方，其功能又有些特殊之处，如楹联撰者借此以儒家礼乐教化族民，表达自己对社

会人生以及戏曲表演的哲理性思考。这些楹联体现出较浓的儒家礼乐色彩，这既与中国自周代以来的宗法制有关，也和湘

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环境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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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台楹联，是中国楹联文化中特殊的一类。中
国戏台楹联极为丰富，如解维汉《中国戏台乐楼楹

联精选》一书便按省域收录了全国各地遗存的戏台

乐楼楹联２７１７副［１］。这显然只是冰山一角，如江

西乐平的古戏台，就都有楹联悬挂其中。在乐平

４００多座古戏台中，有１２００多副戏台楹联。［２］对戏
台楹联，戏曲研究领域的学者一直有关注，如《中国

戏曲志》多数省市卷中都有记录。不过，他们大部

分只作文字辑录，间或有简单的介绍，而对其做专

题研究的少见。笔者目前所见，只有吴开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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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戏台匾联艺术》一书，对古戏台匾联类型及其历

史文化价值作了专题论述。［３］

湘南历史上宗祠演剧颇为兴盛，历史上修建有

不少的宗祠戏台。如在桂阳县 １９４９年时有 ４８１
座，截至２０１４年该县文物普查时，保存完好的还有
３００余座，其中多为宗祠戏台。［４］６宗祠戏台上一般
都书写有楹联。对湘南宗祠戏台的楹联，人们关注

更少。目前所见，只有谢惠钧在《湖湘古戏台》一书

中介绍桂阳县鼓楼乡何氏宗祠等宗祠戏台时，记有

该县６个宗祠戏台的对联。［５］此外，《桂阳古戏台》
“楹联和题壁”专章中，在谢氏著作的基础上有所增

加，搜录了 ２２座宗祠戏台的楹联。［４］２０４－２０６但对这
些楹联内容、文化功能的阐释，基本付之阙如。

湘南宗祠戏台的楹联作为一种特殊的宗祠文

化装饰，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功能。

　　一　对先祖的追思和以礼、乐、法教化宗族
后代

　　宗祠建筑的首要目的是祭祀祖先、感恩报本。
对此，林耀华指出：“宗族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全族

人所供奉的祠堂。祠堂的建立，原是为祭祀、崇拜宗

祖，感恩报本……公众意见由此产生，乡规族训由此

养成，族人无不以祠内的教义信条奉为圭臬。”［６］作

为宗祠建筑重要部分的戏台自然有着这一功能。戏

台主要是通过上演相关剧目来达到这一目的。如形

成于湘南之永州，兴盛活跃于永州、郴州、衡阳、邵阳

等地的祁剧，在清代民国时期一直有演“修谱戏”的

习俗。在“修谱戏”演出时：“每一天要选演一曲本族

在历史上有名人物的戏。如刘姓则演刘邦，赵姓演

赵匡胤、赵子龙的戏，朱姓演朱元璋的戏等等。各姓

都各有各自的戏。”［７］对此，潘魏魏指出湘南的祁东、

祁阳现在仍是如此。他说：“像修谱戏，演出地点以

祁东、祁阳居多。在其演出过程中需有一场戏要上

演主家的姓氏戏目，如姓朱就上演《洪武登基》、姓刘

的上演《刘邦登基》，对于那些姓氏没有的剧本，可以

通过历史上这个姓氏里有名气的人物，根据大致情

况进行临时编写，然后上演；同时挑演一些兆头好，

做皇帝、中状元、家族人丁兴旺的‘喜彩戏’，如《四仙

姑下凡》《五代荣》等。”［８］

这一点，一些宗祠戏台楹联的撰写者作了明确

表达。如桂阳县流峰镇竹溪村岭背自然村的颜氏，

称自己为孔子学生颜回之后，该宗祠戏台楹联的撰

写者便紧扣这一点，撰联“学冠四科德配孔，礼宗三

代乐追韶”［９］。上联中“四科”乃指孔子培养学生

的四种科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楹联撰写者

在此称颂了颜氏祖宗颜回的才学、德行。下联既指

出了儒家的礼、乐制度，也可理解为颜氏后人谨守

儒家礼法，甚至还可理解为戏台上献演的歌舞、戏

剧要合乎儒家规则。

而桂阳县泗州乡上阳村欧阳氏宗祠戏台下联

“宗兴祖，陟降在兹，借此一般子弟，颂其德，歌其功，

吾辈需宜著□□”，便明白表述后代子嗣要借戏台上
的故事来颂扬先祖的“德”“功”。又该县樟市镇平都

村胡氏宗祠戏台的上联“歌祖德扬宗功神其入听”

（笔者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调查时抄录）也表达了这层
意思。又祁阳县龙氏宗族修谱时在宗祠戏台上撰的

“祖德宏深、宗功高大；诗书济美、福禄无疆”“大海涌

波涛，蚊跃龙腾舒壮志；功名垂史册，祖恩宗德永留

芳”［１０］２３４都表达了对祖宗功德的赞誉。

也有的楹联撰写者借对联表达对祖先精神、灵

魂的礼赞，如桂阳县欧阳海镇东山村廖氏宗祠戏台

楹联“灵光普照如日月之经天，威气流行如江河之

在地”［４］２０５便是。

宗祠修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以礼、乐、法教化宗

族后代。关于宗祠以礼、乐、法教化族民的作用，清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醴陵县志》撰修者的论述颇具
代表性：“咸建宗祠。四时之祭皆举行，而清明、冬至

尤切追慕。届期，合族致祭，祭毕而，集子弟以国

法家规董戒之，故多畏谨少败类；有则族惩之，不待

官符之督，亦维风善俗之一助云。”［１１］桂阳县隔水村

李氏宗祠戏台的修建，便是希冀以戏剧教化后代。

该村《李氏宗祠碑记》的撰写者就宗族修建戏台的目

的说：“斯岂徒吴愉越悦，以娱视听计哉？是何不可

作千秋金鉴，历代青史，俾世世子孙知所劝惩。”［１２］

即是说，修建戏台并不是为了满足耳目之娱，而是要

借戏台上敷衍的故事来教化后世子孙。

湘南宗祠戏台楹联的撰写者亦秉承这一点，在

对联里强化对族民的教育、教化作用。如桂阳县泗

州乡上阳村欧阳氏宗祠戏台上联“古而今，鉴观不

爽，演出当年人物，善可法、恶可戒，大家莫作

□□”［４］３９，便要乡民在观看戏曲表演时，学习戏曲
中的善行，而对其中的恶人、恶行则要引以为戒。

又如该县流峰镇下村侯氏宗祠戏台楹联“合百代之

笙簧鼓瑟，或清或浊，闻人尤宜领趣；仰千秋之善恶

忠奸，可惩可罚，睹者着意会参”［４］２０４，即提醒广大

宗族子弟在看戏时要分辨善恶忠奸。其中上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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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清或浊”既可理解为戏台上所奏音乐的清浊，

亦可理解为戏台上所演故事的正邪。而欧阳海镇

东山石头井村廖氏宗祠戏台的上联，则热情歌颂了

古代孝子王祥、汉朝忠臣苏武的事迹，以期在族中

弘扬忠孝。其文字为“祥冰孝，苏雪忠，历百折而不

饶，热忱演出男儿事”［４］２０４。

祁阳县大忠桥镇王氏宗祠戏台，有一副当是撰

于“抗战”时期的楹联。撰写者紧扣时代特点，以“铁

板琵琶，乐府翻成抗战曲；鲁戈鼍鼓，舞台好现健儿

身”［１０］２３６，歌颂了宗族子弟在民族危急关头，奋勇抵

抗外侮的伟大精神。其教化作用既突破了传统的

礼、法，但又没有脱离儒家礼乐基本精神范畴———保

卫自己的国家，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联中“鲁戈鼍

鼓”化用《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眐难，战酣

日暮，援戈而?之，日为之反三舍”之典，希冀族中男

儿能成为力挽危局的力量。而龙氏宗族修谱时在宗

祠戏台上撰的“演出古文，规劝当代，教子孙应尽忠

尽孝；戏扮假象，事属真情，为将相宜爱国爱

民”［１０］２３４，以戏教化的内容既有传统的礼乐范畴“忠

孝”，又有更为远大的追求“爱国爱民”。

　　二　表达对人生和艺术的思考和看法

中国戏曲载歌载舞的表演形态，虚拟性、程式性

的特征，使得撰写者很容易借其传达自己对人生的

一些哲理性思考。如桂阳县敖泉镇湘山村李氏宗祠

戏台楹联“看甲如许多人物为权样，互得遥偌大乾坤

作戏场”［４］２０４，表面写舞台上搬演的多是帝王将相、

官绅等权势人物事，舞台上可以囊括整个天地，事实

上亦暗含着撰写者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不管“权样”

人物还是普通人物，都是以“乾坤”作为人生的戏场。

又该村仙堂组李氏宗祠戏台楹联“是是非非即如此

知人心天理，真真假假其间有古往今来”，表面写的

是戏曲故事蕴含的价值判断，内容丰富，事实上亦指

现实人生中有大量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只有经过

这些是非曲直才能了解世道人心。此外，塘市镇阳

湾村黄氏宗祠戏台楹联“戏半是虚虚以实想想出个

活活当年，做中有古古作今观观不尽花花世界”［４］２０４

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有的楹联则直接表达了楹联撰写者对戏曲表

演的看法。中国戏曲是一种综合性艺术，融文学、

音乐、舞蹈、杂技、雕刻等于一体，具有明显的程式

性、虚拟性、抒情性等特点。宗祠戏台，是歌舞戏曲

的表演场所，是给逝去的先祖敬献精神礼物的地

方，因此一些文人亦常将其对戏曲艺术的认识撰成

楹联。如桂阳县敖泉镇铁炉组胡氏宗祠戏台楹联

“天之上地之下，四海九州，止是台徵变化；古以来

今以往，千年万载，只须戏演情形”［４］２０４就很好地诠

释了中国戏曲时空处理极为灵活的虚拟性特征。

桥市乡桐木村廖氏宗祠戏台的楹联“桐木播元音，

声声谱曲阴阳雅韵；梨园歌妙语，色色演出今古奇

观”［４］２０４、樟市镇上坊村成氏宗祠戏台楹联“钟灵毓

秀管弦齐鸣，此事只应天上有；星移斗换衣冠楚人，

古今都到眼前来”［４］２０４则是对戏曲艺术表演内容丰

富、艺术手段多样的称赞。而永兴县金龟镇唐公庙

戏台楹联“歌舞盛会，雅俗共赏，能让众卿开心；文

武大戏，古今一观，可博诸君喜爱”（笔者２０１７年１
月２６日田野调查时抄录）则着重阐释了戏曲艺术
的娱乐性功能。

当然，宗祠戏台楹联文化功能是多元的，有时

一副楹联中包孕着多层含义。如桂阳县流峰镇坛

边村欧阳氏宗祠戏台对联“钻修旧业光前代，式换

新猷裕后晁”［４］２０５，是楹联撰写者借之表达对子嗣

们的期待。楹联中“旧业”当指先祖们创下的基业，

“新猷”意为新的谋略。显然，撰写者希望宗族子弟

们既要发扬光大祖宗业绩，又要建功立业以泽披后

世。又如该县流峰镇莲荷村下家李氏宗祠戏台楹

联“启宇追容城令德，传家守鹿洞芳归”是通过对联

宣传家族家训。上联中的“容城令德”用唐朝镇国

将军黎达事。黎曾在容城做官时颇有政声。下联

中的“鹿洞芳归”则是用宋代理学家朱熹事。朱熹

曾访唐代诗人李渤年轻求学的白鹿洞遗址，后奏准

重建，并在此讲学６年。对联的撰写者即希望李氏
子孙要以武功创业，以儒家伦理守成。而上举祁阳

县龙氏宗族修谱戏楹联“演出古文，规劝当代，教子

孙应尽忠尽孝；戏扮假象，事属真情，为将相宜爱国

爱民”，则包含了对以戏教化之概念的阐释，以及对

代言体、虚实等有关戏曲艺术问题的看法。

　　三　体现了儒家的一些思想价值

宗祠戏台作为宗祠中以歌舞戏曲敬祀祖先的

特殊场域，它所展演的戏曲和一般的神庙戏台、村

落戏台、都市里茶楼酒馆等娱乐性剧院戏台上的演

出相比，其目的、功能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些差异，

也体现在戏台楹联方面。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湘南宗祠戏台楹联内容上偏向儒家思想价值观的

宣传，功能上侧重于以儒家之礼、乐、法教化宗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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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与中国自周代以后一直实行血缘宗法制

有密切关系。血缘宗法制度，即“以血缘关系的远

近亲疏来区分高低贵贱的法规准则”，这是“以血缘

为核心而形成的，要求家族成员，乃至广大社会成

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血缘关系也就是血统关

系，是以人类因婚姻生育而自然形成的关系。如父

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

延伸、扩大的内亲、外戚、同宗、同族等”［１３］。血缘

宗法制发展到宋代，理学家们更是极力宣扬血缘宗

法思想，因而民间联宗收族、编修家谱、族谱之风颇

为盛行。血缘宗法意识在平民百姓中得到了强化，

也使儒家的宗法、礼乐思想进一步深入民间，内化

为民众的自觉仪式。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笔者携湖
南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点的师生在桂阳县

屈塘村宋氏宗祠考察，祠堂戏台、正殿左右墙都书

有不少对联，这些对联的教化意义均很明显。如正

殿墙壁上二联：“孝友传家还期家声复正复出，诗书

继世惟愿世第重开重生”“创业维艰勤俭之格言宜

传千古，守成匪易忍和之遗训实播万年”。宗祠戏

台作为祭祀祖先、宗族议事时的演礼场所，其自然

要彰显儒家的礼、乐。

其二，和湘南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

关。历史上，湘南一带地处偏僻，是为蛮荒之地，常

作为朝廷贬谪官员的地方，如大家熟悉的唐代文人

柳宗元、王翰，宋代文人苏辙、秦观等曾贬谪到永

州、郴州等地为官。但就在这样一片未开化之地，

永州道县在宋代却出了一位理学大家周敦颐，且其

曾在湘南一带做官达七八年之久。据史载，周敦颐

在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年）调任郴县令，皇四年（１０５２
年）任桂阳县令，至和元年（１０５４年）升任京朝官。
周敦颐在湘南为官期间，广兴教育，推行理学，［１４］

对湘南文化、教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是年（按

即庆历六年）冬，以转运使王逵荐，移郴州郴县令。

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有《修学记》。”“七年丁亥，

先生年三十一，作书堂于郴之鱼洚山。”［１５］这自然

会影响到湘南一带的宗祠文化。

戏曲产生、形成、发展于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封

建时代，“戏曲剧本的创作者均是受了儒家教育的

文人，所以，戏曲无论从思想内容的编排、人物性格

的塑造还是价值观念的宣传，无不深受儒学的影

响。换句话说，古代戏曲从里到外都渗透着儒家思

想”［１６］。宗祠演剧是儒家祭祀祖先时礼仪展演的

重要一部分。儒家思想主观上虽然是为维护封建

统治服务的，但其很多精神内核，如求美向善、忧国

忧民、自强不息等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积极的。［１７］

因此，加强对宗祠文化、宗祠演剧的研究，对其给予

适当的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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