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非遗

电话：028-86641711 投稿邮箱：scjjrbwhb@163.com

责任编辑席永君 编辑文强 美编敬雅云 校对胡玉萍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本报声明
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

编辑出版，应经本报许可同意，
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
费。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四川经济日报
微信公众号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四川经济
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欢迎
和我们的话题#川行无边# #地
球是圆的#互动。

四川经济日报
微博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傩舞又叫“傩戏”、“跳傩”，
俗称“鬼戏”或“跳鬼脸”，是古代

“傩祭”仪式中的一种舞蹈，它起
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仪式中
的傩祭。傩祭时人们身披兽皮、
脸戴面具，跳跃呼号，或扮成鬼
神歌舞，表现神的事迹，合唱充
满巫术意味的祭歌以驱鬼逐疫。
傩舞到商朝时已经形成为一种
固定的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周
王朝时这种发源于民间的傩舞
得到周天子及诸侯们的喜爱，把
它引进了国祭的仪式中，每年都
会定期举行“大傩”、“国傩”。

在傩舞的演变进程中，出现
了相当多的门类，如廷傩、官府
傩、民间傩（乡人傩）、军傩和寺
院傩。在民间傩舞里又分成社
傩、族傩、游傩、愿傩和丐傩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
傩舞也几度浮沉，几度兴衰。尤
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傩舞受到
禁锢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改革开放后，作为“戏剧的活化
石”，傩舞在政府的重视与文化
部门的抢救下，在不少地方又开
始重见天日，重现生机。

在位于四川东北部的南部
县，不少偏远的乡村至今还保存
着原生态的傩舞。这里的人们一
般称呼傩舞叫“傩堂戏”、“端公
戏”，傩舞演出时称为“跳傩傩”
或“耍傩傩”。近年来，不少专家
学者前往这些乡村实地考察后
都为之赞赏叫绝，认为南部傩舞
是巴蜀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艺术
形式之一。南部傩舞独特的风采
与韵味，让它于 2009年 6月跻身
于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行列。

南部傩舞：别有风采耀巴蜀
□ 贾登荣

博采众长
成就南部傩舞风采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更培育了一方文
化。南部、阆中、苍溪等地，是古代“巴渝舞”的
发祥地，又是巴蜀文化、道教文化、巴渝文化以
及中原、荆楚文化的渗透融合之地，这些多元
文化中的巫文化的底蕴为南部傩舞的产生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谈到南部傩舞的产生，在南部有这么一个
美妙而忧伤的传说：傩傩是个孤儿，他三岁亡
父，七岁丧母，流落到南部县双峰乡一带，给一
户员外家养马。员外有位小姐不愿许配人，员
外问她原因，她说：“家中饲养的白马给我托
梦，说他不是马，是人，小姐应与白马婚配，媒
人就是傩傩。”员外叫来傩傩，怒斥他从中捣
鬼，一脚将他下颏踢掉（故傩傩戏的面具无下
巴）。员外又命人把马杀掉，将马皮挂在树上，
数月后马皮腐烂生虫，虫吃树叶，口吐丝，树为
桑树，丝为蚕丝。傩傩把丝送给老百姓，造福人
们。后来傩傩死了，老百姓就用“跳傩傩”这一
形式来纪念他。

南部傩舞主要流传于双峰、升钟、大坪、柳
树、楠木、三清等偏僻的乡村。不过，这种独特
的民间艺术，当地人们一般称作“跳傩傩”或

“耍傩傩”。早期的“耍傩傩”，主要是在办丧事、
举行祭奠仪式或者发生瘟疫疾病时表演；表演
的地方也是在住户的堂屋里、院坝中，内容以
驱鬼请神为主，并没有多少故事情节。

“耍傩傩”时表演者头戴面具，身着黄褂，
下穿红裤加靠腿，脚穿草鞋或麻鞋，背小包袱，
持擀面棍、洗锅刷等。傩傩在歌声乐声中亮相，
走叉步、丁字步、前后退步，动作风趣滑稽。表
演内容有“行罡布斗”、“书符召将”等。与傩傩
一道的其他表演者也头戴面具，手持盾牌戈
斧，跳叉行丁，有的刚正肃穆，有的和蔼慈祥，
有的狡猾狰狞，有的滑稽有趣，形态多异，古怪
而生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耍傩傩”在原始驱鬼除
疫的基础上，慢慢从宗教迷信向文化艺术转
化，民间艺人充分吸收川剧、花灯、民歌、巴渝
舞等各种艺术表演形式，对“耍傩傩”的形态、
内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从而出现了走村
串户表演傩舞的专业戏班子。

傩舞班子以民间传说和社会底层故事作
为创作元素，借鉴戏剧的手势、步法、唱腔等形
式，融合了历史、宗教、民俗、戏剧、舞蹈等内
容，来丰富傩舞的表现手段，逐渐形成了南部
傩舞两个体系：傩坛戏和傩阳戏。傩坛戏又叫
端公戏,表现内容主要为设坛驱鬼逐疫，也就是
人们所称的“地下三十二戏”；傩阳戏又称提线
木偶，反映天上神仙劝人为善，消灾去邪，保佑
平安为正坛，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天上三十二
戏”。

“地下三十二戏”表演的是傩傩生前做人
的故事，演员须戴上面具，身着戏袍边歌边舞，
面具狰狞，无下巴，大红大绿，极度夸张，具有
不对称性的美感；其面具用桐子木做成，面具
木板用刻刀和凿子由艺人做就，涂上各种颜
色，面具形态有的凶恶有的慈善；演出时穿的
戏服服饰奇特，表演形式颇为神秘，动作凝重，

言语古怪，以说、唱、跳等方式驱鬼逐疫，娱神
娱人。

“天上三十二戏”表演的是傩傩死后有关神
的故事，难度较大，全由提线木偶表演，以白布画
成的各种图样做背景，称作神案；提线木偶的头
也是用桐子木雕刻而成，身子则用竹子编制，用
各种颜色的布做成衣服，有四根线提起木偶，伴
奏乐器一般是戏剧锣鼓、唢呐、二胡等。

南部傩舞表演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
辅助工具，就是傩面具。傩面具以傩神为素材，造
型大多狰狞怪异。傩戏中的面具由于表演的内容
不同，会在面部进行不同的彩绘、勾画、雕刻、修
饰，从而产生了众多相异的人物形象。

傩面具着色古朴典雅,颜料以矿石药材炼
制而成。面具寓意的基本模式为：红色为忠，白色
为奸，黑色为正，黄色为暴，蓝色为莽，绿色为侠，
金银为神妖等。其制作材料也有许多种类，既有
木雕的，也有金属浇铸的，还有用葫芦雕刻的，甚
至也有泥塑的，以及软材布、皮毛等缝制而成的
等。在传统傩面具制作过程中，艺人们大都不讲
究比例关系，在构图上也显得不很规矩，因而面
具形象怪异夸张，显得神秘而粗犷。

杜家班
南部傩舞的代表

在美丽的升钟湖畔，一个叫胖土地村的地
方，三百年前，出现了第一个“耍傩傩”的表演
者，从此以后，作为家传技艺，一直传承了下
来。在长期的表演过程中，杜姓艺人开始把单
纯的跳神转化为舞蹈，把驱鬼令转化为戏剧语
言，融合评书、川剧等文化形式，以跳神步法为
基础，借鉴木偶、花灯、川剧的脸谱绘制面具，
形成了“耍傩傩”、唱灯、庆坛这一套完整的

“傩”、“坛”、“灯”交相辉映的傩舞综合艺术。由
于胖土地村所在的双峰乡地处边远，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很少有外来的戏剧班子，所以，
杜家班傩舞的出现，恰好弥补了人们精神生活
的空缺，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胖土地村周
边十里八村的人家，大凡操办红白喜事都要邀
请杜家班前往演出。

那时，杜家班傩舞作为地方戏的一种，几
乎垄断了当地的演出市场。据杜氏家谱记载，
杜家班第一代先祖杜先福，曾学巫道，授“文
昌”职，在南部、阆中、盐亭等地作庆坛、唱灯
戏。其后的几代传人分别是：杜维先、杜天元、
杜春和、杜秀石、杜洪生等，第七代传人是杜南
楼，每代传人都是单传一个。杜南楼从十七岁
开始，接过父亲的传宗技艺，并对傩戏进行了
大胆的改编，将唱词进行诗歌化、通俗化的处
理，先后整理出了 40多部傩戏进行演出，从而
使杜家班傩戏成为南部傩舞最重要的代表，享
誉中外。

杜家班傩戏的剧目构成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是“正坛”的法事仪式戏剧，一是“耍坛”演出
的灯戏。这是杜家班最具特色的表演，即“灯坛
两开”。“正坛”分四大类 56折，耍坛有 34个剧
目；唱腔则有7大种类，还有丰富多彩的傩面具
等。杜家班傩戏的“正坛”法事仪式戏剧中，傩
傩是一个中心人物。

“耍坛”演出的灯戏，最早叫“唱灯”，是一
种坐唱形式，不化妆，用一把胡琴伴奏，先是一

人坐唱，后来增加到二到三人，再发展到灯戏，
戏中的主角叫“灯官”，主要表演审案一类的
戏。杜氏傩戏最初的灯戏剧目有《张公道讨口》
和《包公审城隍》等。傩戏表演人数多至 12人。
扮演者一般分为开路先锋1人、赶会5人、点坛
1人、耍傩傩2人、假和尚赶斋1人、张公道讨口
1人、二郎神清宅扫荡1人。

改革开放以后，杜家班傩戏引起了省文化
厅、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南充市文化馆的高度
重视，他们联合摄制了杜家班傩戏专集。专集在
一些傩文化研讨活动中播出，引起了许多专家学
者的兴趣，他们一致认为，杜家班表演的傩戏节
目丰富、形式新颖，艺术性极强，充满着浓郁的地
方特色，值得加以保护与传承。很快，由杜家班傩
戏第七代传人杜南楼整理表演的傩戏作品被介
绍传播到国外，并获得美国、英国、日本、土耳其
等国专家的赞誉，日本傩文化研究者还不远万里
专程来到偏僻的双峰乡，拜访杜家班第七代传人
杜南楼，与他面对面的交流切磋。

薪火相传
与时俱进

近年来，一些民间傩舞艺人相继离世，特
别是杜家班傩戏第七代传人杜南楼先生逝世
后，如何留住南部傩舞这个民间艺术“活化
石”，成为摆在南部县文化部门面前的严峻课
题。2006年，南部县将杜家班傩戏列为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并成立抢救保护与开发工作领
导小组，组织人力收集、整理杜家班的剧目资
料，并根据杜家班傩戏留存的图案，制作了一
批傩面具加以收藏。2009年 10月，南部县举办
了首届“中国·升钟湖钓鱼节”，为让更多人了
解南部傩舞，县文化馆抓住这个机会主动与景
区旅游开发部门对接，精心打造出一批傩舞面
具作品，进行旅游产品开发。这些旅游纪念品

被设计成中国结、小车装饰品、瓷盘、坐式摆件
或竹挂件等样式，或祈福消灾，或保佑平安，而
无论哪种设计，其主人公均为傩戏面具，它们
从不同侧面展示着傩舞艺术的魅力。

为了让南部傩舞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在
新时代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喜欢，从而有更多
的人参与到继承保护的行列中来，南部县与
时俱进，不断进行创新，让珍贵的文化遗产
不断焕发出新的风采。南部傩舞过去演出的
一般都是鬼神戏、妖魔戏，为了适应现代社
会人们的审美需求，南部县在传承老剧目的
同时，还大胆创新，先后编演了《钱迷心》等
现实题材的剧目，做到“旧瓶装新酒”，受到
观众的好评。

近年来，县文化馆与县舞蹈协会合作，聘
请省上的舞蹈专家，对傩舞表演进行了推陈出
新的专门设计，编排了《祈丰年》《和谐的祈
祷》等耳目一新的傩舞。新编排的傩舞既继
承了传统傩舞的风韵，又加入了时尚元素，
简单精炼，非常适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
内容多以讲故事的形式，并融入了许多现代
气息。舞蹈演员们头戴面具，手持不同道具，
角色既有面目狰狞的鬼，又有制服鬼怪的
神，还有貌美如花的仙女。传统与时尚的结
合，让南部傩舞展现出青春的活力与时尚的
美感，并成功亮相在成都举办的西博会。早
在 2008 年 4 月，上海东方卫视《非常有戏》栏
目组就专门来到南部县，对南部傩舞进行拍
摄，使南部傩舞走出四川，在更广阔的舞台
传播。同时，南部县文化部门还与教育部门
加强协调，在一些学校进行傩文化的宣传普
及。在南部三中、升钟职业中学、双峰小学
等，傩舞都相继出现在校园中，成为学生们
课余练习、表演的内容，保证了南部傩舞薪
火相传，后继有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南部县委宣传部
提供）

南部乡村节庆时常有傩舞表演

傩戏俗称“鬼戏”或“跳鬼脸”，起源于古代“傩祭”仪式

风景美丽的升钟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周边乡村是南部傩戏的发源地（黄昌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