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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南阳是我国出土汉画像石（砖）最多的一个地区。南阳汉画像石

（砖）保存着丰富的虎舞形态图像资料，在其中的“逐疫升仙”“方士升仙”“羽

人·二龙穿壁·牛虎”等场景中，虎舞表达了汉代人们希望借助虎这一祥瑞神

兽顺利升仙的愿望；在“虎食鬼魅·天马”“双鹿·人面虎”等场景中，虎舞表达

了汉代人们祈求通过虎来驱鬼辟邪的思想；在“牛虎斗”“象人斗虎·牛”“斗牛

牵虎”“格斗·刺虎·驯虎”“驯象·虎”等场景中，虎舞的斗兽娱乐功能非常明

显。南阳汉画像石（砖）中保留的大量虎舞场景，蕴含了道教“永远长生、得道升

仙”和佛教“脱俗升仙”的宗教文化内涵，体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文化思想。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虎舞的功能经历了从

汉代的祥瑞升仙、驱鬼辟邪、斗兽娱乐等，到明清时期的娱乐功能，再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功能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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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在河南民

间，民俗文化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其中虎舞表

演尤其精彩。虎最早是作为氏族的首领，关于

它的最早记载是虎氏族跟随黄帝出战。氏族

的人们将虎视为图腾，用虎舞来表达对所崇拜

之神的喜爱、敬畏之情。《虎图腾文化起源探

析》指出，虎舞起源于远古的神话时代［１］。夏

商时，也有传说桀统治时，有三万女乐，利用猛

虎进行娱乐，使观众非常惊叹。可见夏商时

期，民间开始驯养猛虎，以虎为道具的虎舞这

一观赏娱乐性表演已开始出现。

河南南阳是我国出土汉画像石（砖）最多

的一个地区。在南阳汉画像石（砖）当中，保存

着丰富的虎舞形态图像资料。目前，学界有关

汉画像石（砖）中虎舞的研究，有的是从宗教的

视角对汉画像进行试析，有的是将虎作为动物

题材进行研究，而从舞蹈视角对其进行的研究

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以南阳汉画像石（砖）中

的虎舞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南阳汉画像石（砖）

中虎舞的功能与文化内涵，探寻现今河南民间

活化态的虎舞表演形式所形成的原因，以期对

这一传统民俗舞蹈形式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南阳汉画像石（砖）中虎舞的

功能

　　画像石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

产，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南阳

汉画像石（砖）中，有着十分丰富的虎舞形象，

其中，“牛虎斗”“斗虎”等舞蹈场景最具代表

性。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的虎舞具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功能。

１．祥瑞升仙

“祥瑞升仙”的观念由来已久。汉武帝崇

信神仙，曾想如果能升天的话，妻妾、儿女都可

以不要；王莽也对升仙深信不疑，更是为了升仙

造出豪华的马车，高声呼喊要升仙。河南地区

也流行黄老道家神仙说［２］。阴长生是南阳人，

其留有《金丹诀注》一书，该书介绍了道教中炼

丹成仙的法术。这种升仙的迷信思想还反映在

古代流行的谶纬之风当中。汉光武帝笃信谶纬

迷信思想，并在其统治时期给予这种思想很高

的地位。在当时，河南地区也十分流行这种迷

信思想。张衡是南阳人，因看到这种思想风靡

一时，给社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专门

著有《请禁绝图谶疏》，批判这一思想。

在以上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南阳汉画

像石（砖）中出现了许多以“祥瑞升仙”为主题

的虎舞画面，由于汉代人们重视谶纬迷信思想，

认为虎能够卜算所有事情的后果，虎便成为人

们生活中的祥瑞神兽，成为人们升仙思想的载

体。因此，南阳汉画像石（砖）中利用虎升仙的

画面比比皆是，如在“逐疫升仙”“方士升仙”

“羽人·二龙穿壁·牛虎”等场景中都有体现。

在南阳“逐疫升仙”汉画像石（见图１）中，

右侧有呈奔腾之状的白虎，白虎背上有一左脚

站立、拉弓欲射猛兽的仙人，猛兽受惊边跑边回

头，左立神兽朱雀，展翅曲颈，呈现出仙人骑虎

与猛兽相斗而舞的场景。在南阳“逐疫升仙”

汉画像石（见图２）中，画面左侧刻有一骑虎的

仙人，右侧刻有一仙人与回首的龙嬉戏，还刻有

一仙人似乎在跑，画面呈现了仙人骑虎与神兽

相斗而舞的和谐场景。在南阳东汉军帐营汉墓

出土的“方士升仙”画像石（见图３）中，右侧刻

有一方士，作为升仙的导引者，他手执牛角作狂

奔状，另二仙人执仙草与龙虎相戏；左侧刻有翼

虎与牛（疫鬼的化身）相斗，整个画面反映了在

方士的引导下人虎共舞的场景。在“羽人·二

龙穿壁·牛虎”空心画像砖（见图４）中，右下方

刻有一头作攻击状的牛；中间刻有二龙交尾，交

叉于壁中；左边刻有一只猛虎正向前走，虎背上

刻有一位羽人，两手拿着灵芝。在古籍的记载

中，羽人是身上长有羽毛或者穿了带羽毛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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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羽人拿上灵芝，骑上猛虎，表达了羽人迫

切升仙的愿望。

２．驱鬼辟邪

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的虎舞还具有驱鬼

辟邪的功能。随着谶纬之风的兴起，驱鬼辟邪

的思想日益流行，虎被视为驱鬼辟邪的神物。

古人认为如果想要升仙，就必须先除掉恶鬼，于

是就在生活场景周围刻画猛虎，用来驱鬼辟邪，

因此在汉画像石（砖）中经常可以看到虎与神

人、方相氏（驱鬼辟邪的神灵）等相伴而舞的画

面。在古代，人们大多迷信，以为天不下雨是因

为鬼魅在作怪，于是便将希望寄托于神虎，认为

神虎能降伏鬼魅，是驱鬼辟邪的神物。

在南阳出土的东汉时期“虎食鬼魅·天

马”画像石（见图５）中，右侧刻有一飞奔带翅膀

的天马；左侧刻有一只猛虎张口咬住一鬼魅的

左腿，鬼魅举手张臂，右腿蹬地用力欲拽出被猛

虎咬住的左腿，鬼魅似人状，尾巴着地，面部惊

恐。在南阳市唐河县电厂出土的西汉时期“双

鹿·人面虎”汉画像石（见图６）中，左侧刻有二

图１　“逐疫升仙”汉画像石一（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图２　“逐疫升仙”汉画像石二（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图３　东汉军帐营汉墓“方士升仙”画像石（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图４　“羽人·二龙穿壁·牛虎”空心汉画像砖（拍摄于新野县汉画像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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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一只站立回首，一只奋足奔跃；右侧刻有一

具有老虎身子、人面相的神兽，似在模拟老虎而

舞，以取悦神虎，达到实现愿望的目的。在神话

传说中，杌、马腹等神兽均为人面虎身的形

象，这是古人对虎的一种神化。汉代人们常把

这种人面虎身的神兽刻画在墓室中，以表达人们

利用虎舞取悦神虎、驱鬼辟邪的思想。

以上南阳汉画像石（砖）中，有虎与鬼魅相

斗而舞，有模拟神虎而舞的人面虎，这些虎舞场

景表现了虎舞驱鬼辟邪的功能。

３．斗兽娱乐

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就开始驯养虎兽将它

们用于观赏娱乐性的表演。提起斗兽娱乐，人

们不免会想起汉代拟兽舞《东海黄公》，它以人

虎相斗的形式再现黄公被虎所杀的场景。《西

京杂记》记载：东海有个叫黄公的人，年轻时擅

长法术，能擒获老虎，在秦末时期，遇一白虎，由

于年迈，力不从心，法术无效，被白虎所食［３］。

在汉代，这种斗虎娱乐的现象普遍存在。南阳

汉画像石（砖）中就有“牛虎斗”“象人斗虎·

牛”“斗牛牵虎”“格斗·刺虎·驯虎”“驯象·

虎”等场景，主要表现人的英勇善战与虎的凶

猛气势。人与兽相斗也表现出人的无畏和征服

自然的气概，反映了当时盛行的斗兽娱乐、尚武

之风。

在南阳市新野县出土的“牛虎斗”汉画像

砖（见图７）中，右侧刻有一虎，前肢伸起、张口

翘尾，向左边一牛扑去，牛则引颈挺角击打来

敌，呈现出牛虎相斗而舞的场景。在南阳佟庄

出土的东汉时期“象人斗虎·牛”汉画像石（见

图８）中，一人戴面具，兼与两侧之牛、虎相搏，

其左手紧抓牛的一只角，把牛的头撂在地上，同

时用右手抵御从另一侧扑来的猛虎［４］。在南阳

出土的“斗牛牵虎”画像石（见图９）中，右边刻

有一人与牛相斗；左边刻有一人右手拿一钺扛

在肩上，左手牵一用绳子绑着的虎。画面云气

缭绕，反映了当时人们利用虎牛斗兽娱乐的社

会风气。在南阳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格斗·刺

虎·驯虎”汉画像石（见图１０）中，左边刻有两

人各手拿兵器，持长矛和盾相斗，右边刻有一人

头戴高帽、身穿盔甲、手拿长矛刺向对面飞奔而

来的猛虎，呈现出的虎舞画面激烈而精彩。在

图５　“虎食鬼魅·天马”汉画像石（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图６　“双鹿·人面虎”汉画像石（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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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英庄出土的东汉时期“驯象·虎”汉画像

石（见图１１）中，右侧刻一胡人（西域人），头戴

高帽，持钩驯象；左侧刻一虎作奔走状。东汉时

期，河南地区角抵戏十分兴盛，主要有象人斗

牛、象人斗虎等［５］。这种斗虎娱乐的形式是当

时百姓喜爱的节目之一。

图７　“牛虎斗”汉画像砖（拍摄于新野县汉画像砖博物馆）

图８　“象人斗虎·牛”汉画像石（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图９　“斗牛牵虎”汉画像石（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图１０　“格斗·刺虎·驯虎”汉画像石（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图１１　“驯象·虎”汉画像石（拍摄于南阳汉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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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从南阳汉画像石（砖）中虎舞呈
现的不同场景来看，虎舞的功能受到社会风气

和宗教信仰等影响巨大，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

想观念。“祥瑞升仙”的思想在南阳汉画像石

（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驱鬼辟邪”的思想在

墓室壁画中也多有体现，斗虎、娱虎的场景在南

阳汉画像石（砖）中比比皆是，这反映出当时虎

舞已很常见，体现出虎舞的斗兽娱乐功能。

　　二、南阳汉画像石（砖）中虎舞的文

化内涵

　　虎文化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有关虎的思想、
习惯、信仰等综合文化［６］。我国虎文化源远流

长。有学者认为，虎是远古人们狩猎的动物之

一，而龙是人们农耕时祭祀祈雨过程中意识想象

的神灵，人类文化最初是从狩猎开始，所以虎文

化要早于龙文化［７］。在原始社会祭祀活动中，虎

被看作氏族的图腾，人们模拟老虎而舞来取悦这

一神灵，祈求得到它的庇佑，因此，虎舞常见于古

人的生活中。南阳汉画像石（砖）中保留的大量

虎舞场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虎文化内涵的理

解。南阳汉画像石（砖）中虎舞所蕴含的文化内

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宗教文化
古时，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会寻找一种信

仰，以给予自己无穷的力量。而人们认为事物

的发展都是由神灵主宰的，于是就把这种信仰

寄托于有生命的动物或者植物，这些动物或植

物被称为图腾。图腾作为统一全族社会意识的

徽帜，能使族人同心同德，自愿接受约束和引

导，遵循现实社会的等级划分［８］。虎在古代被

视为图腾之一，虎舞便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文化。

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的虎舞蕴含了道教

“永远长生、得道升仙”的文化内涵。早在春秋

时期，老子就汲取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积淀的

丰富精华，以原始宗教、创世神话、巫史文化、帝

王经验为思想渊源，著《道德经》，开创了道家

学派。作为道教中的神兽，虎是道者登天的工

具。作为道教的神仙之一，赵公明的画像常伴

一只黑虎，具有骑虎升仙的寓意。在南阳汉画

像石（砖）中，出土了丰富的以升仙为主题，骑

虎、斗虎等而舞的虎舞场景，有逐疫升仙、方士

升仙等功能，这些场景中的虎舞充分体现了道

教“得道升仙”的文化思想。

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的虎舞还蕴含了佛

教“脱俗升仙”的文化内涵。在大量佛教与虎

的故事传说中，佛教高僧常以驯虎进行修炼，以

求增加法力，达到脱俗升仙的目的。与道教利

用虎舞升仙的方式不同，佛教中高僧是以驯虎、

娱虎等达到升仙的目的。南阳汉画像石（砖）

中出土有丰富的驯虎、娱虎等虎舞场景，如“格

斗·刺虎·驯虎”“驯象·虎”等，充分体现了

佛教“脱俗升仙”的文化思想。

２．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战国人邹衍提出的，其主

要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思想对其

他学说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阴阳

五行学说把方位上的“东南中西北”和四季变

化的“春夏秋冬”相结合，从而指导天子按照

“金木水火土”周而复始的运行规律做事，人们

认为这符合上天的安排，是祥瑞的征兆；在天文

学方面，古人将黄道和赤道的２８个星宿分为四
部分，这四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个方位，其中

西方七个星宿连起来像一只虎的形象［９］。因

此，白虎代表西方神兽，并配合秋季主宰着西方

的安危凶吉。

远古时期，四神最初是氏族社会的图腾，后

来，由于谶纬迷信的盛行，人们把它们加入阴阳

五行的内容，将其说成是可以守护四方、驱逐邪

恶的神物。虎在阴阳五行学说中是代表西方的

星座神，被称为白虎星座。因此，古人认为，白

虎是主管西方驱鬼辟邪、保佑平安的守护神。

在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白虎在虎舞中被赋予

特定的寓意，其或与鬼魅相斗，或被人骑着作为

坐骑相戏而舞以求登天升仙等，这都体现了阴

阳五行学说中“神兽白虎驱逐邪恶、保一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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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文化内涵。

　　三、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的虎舞功

能与文化内涵在现今虎舞中的演变

　　现今河南民间表演的虎舞，其起源最早可
追溯至明清时期，创作的目的是以取乐为主，突

出虎舞的娱乐功能。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的

虎舞所具有的“祥瑞升仙、驱鬼辟邪”的功能，

已经很少体现在现代虎舞的表演中。现今河南

虎舞的表演主要分布于开封、商水、永城、新野、

焦作５个地区，其中尤以焦作地区的虎舞表演
最为壮观，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在现今河南的虎舞表演中，虎舞的娱乐功

能非常突出。为了增强观赏性，人们加入了

“狗熊”的角色，将纸糊的老虎作为伴舞，充分

利用方桌、板凳和刀枪棍棒等道具来增加虎舞

的观赏性，还创造出带有火星的虎舞演出形

式———“火老虎”，用于夜间演出，十分美观。

此外，南阳市新野县的虎舞在保留汉代“牛虎

斗”表演形式的同时，加入了猎人的角色与道

白，使虎舞表演更具观赏性。

河南虎舞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还具有政治

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家虎舞”在

表演中在道具“虎头”上挂着写有“美帝国主

义”的布条，“老虎”代表美帝国主义；改革开放

后，其虎舞表演多用来歌颂党的富民政策，表达

人们期盼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望。

南阳汉画像石（砖）中虎舞的功能与文化

内涵自汉代以后已逐渐淡化，其主要功能向两

个方向演变：一方面，保留虎舞斗兽娱乐的功

能，体现出虎舞的娱乐观赏性；另一方面，发挥

虎舞特有的政治功能。由此可见，虎舞经历了

从汉代的祥瑞升仙、驱鬼辟邪、斗兽娱乐功能，

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娱乐功能，再发展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娱乐、政治功能的演变轨迹。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会遵循时代变化的规

律，最终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虎舞的功能与

文化内涵的发展也不例外，这充分体现了时代

的发展和人们思想、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的

变化。

　　四、结语

　　虎舞不仅是河南民间的传统舞蹈之一，而
且还是我国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重要组成部

分，弘扬和发展河南虎舞具有重要意义。推动

河南虎舞的弘扬和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应对虎舞进行提炼、加工、创作，使其走进

高校舞蹈课堂；其次，应成立河南虎舞理论研究

机构，提供学术理论研究平台；再次，应利用多

媒体大力宣传，使河南虎舞走出去；最后，应建

立保护制度，使河南虎舞在规章制度的保护下

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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