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乐堂与能面 

 

能乐堂 

能乐是日本传统戏剧之一，14 世纪以来一直由数家流派表演。能乐除了饰演主角的

“仕手”和配角侍从以外，还包括乐手、舞台助理以及负责解说和旁白的“地谣”。多数场合，

主角通过姿势和动作表现自身情感，而台词则由地谣负责朗诵。能乐演员通常会戴特定

人物角色的“能面”（能乐面具）表演，面具使演员的表情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必须用肢

体语言来表达微妙的情感变化。 

能乐最初在室外演出。目前室内舞台上方的屋顶和后方墙壁上所画的松树正体现了

这一传统。支撑屋顶的四根柱子是不可或缺的舞台标记，因为主角们因佩戴的面具几乎

看不见舞台。与主舞台相连、带有屋顶的廊桥用于演绎主舞台剧情外如旅行等状况的副

线场景。 

 

能面 

自能乐诞生以来，能面就是其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面具虽然遮住了演员的脸

部，但当演员抬头或者低头时，面具可呈现亦柔亦刚的表情。曾有一段时期，能面式样

各异，种类繁多，但逐渐根据特定角色及原型的特征进行了规整统一。 

能面除了“翁”这种老年男性角色使用的面具以外，还有长老（尉）、女性、男性、

鬼神、精灵（灵魂）等种类，而这些种类又有很多相关的衍生。面具总共有 60种基本类



型，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250 多种不同的人格。博物馆的藏品涉及到能乐各种领域，其

中包括 20 世纪初，井伊家第十五代藩主井伊直忠（1881-1947）几十年间购买或收集的

能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