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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俗生活对萍乡储舞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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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馀作为一种多元化艺术形态，是民俗文化、宗教文化、

艺术文化的融合体，对原始文化、 民俗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已成为本人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异彩纷呈的一颗明珠。

关键词：民俗生活；萍乡；锥舞

萍乡 ， 今之赣西名域，历史悠久，山川灵秀，物产丰富，

储舞就在这块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的沃土上植
根、繁衍。作为独具特色的储舞代表，萍乡储舞不仅历史悠久，

且保留完整，种类繁多，它不仅是江西储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被誉为中国舞蹈的活化石。 它以巫神文化为基础，融汇地

域性的传统民俗，祭祀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

至萍乡储舞申遗成功后，已吸引着国内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
来对储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并发掘它对整个文化、艺术

教育领域和传承的作用。身为江西人，本人虽然在饰文化氛围中

成长，但是对家乡储舞并不是十分了解。臼 2004年参加了江西储

文化艺术周《赣饨的表情》大型舞剧演出后，便对储舞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通过对大量资料的阅读，发现储舞的生成、发展都离

不开民俗生活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储舞得以流传至今。作为

最为普及的民间文化，保舞的生存方式也反映了民俗传统艺术在
当代的生存方式，它的传承与演变都体现了不可代替的民俗文化

和风土人情。通过这篇论文的阐述，希望能让更多入了解原生态

萍乡储舞，也希望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广泛的弘扬与发

展。

一、萍乡储舞的民俗性特征
（一）储舞的起源、萍乡储舞的形成与发展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为了生存、劳动的需要，创造了语音，从

而产生了歌舞。在原始人看来，歌舞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神

秘的巫术，人们通过歌舞可以获得神赐的力量，使自己和神联系

在一起。这种歌舞渐渐的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宗教仪式，储仪就

产生了 。

储仪是原始宗教仪式，储舞是其舞蹈表现手段，储舞是储仪

中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储舞达到与神沟通的目的。由于社会

生活的纷繁复杂人们祈求与报答神灵的对象也就繁多，从而促进

了储舞的发展，使储舞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

（二）萍乡储舞的民俗性特征
江西的储舞文化资源相当丰富，主要分布在萍乡、南丰、乐

安等地，其中萍乡储舞为最具特色的储舞代表，是江西储舞文化
重要的组成部分。萍乡储舞深具民俗性特征，是萍乡民俗文化不

可缺少的表演形式，在萍乡民俗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

萍乡储舞资源能保存的如此丰富，离不开民俗生活的需要。
民俗生活的需要促使了保舞的诞生与发展，他的传承与演变都体
现了不可代替的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

二、民俗生活对萍乡储舞的促进

自古以来，萍乡储舞一直根植于萍乡各地民间乡里的各个角

落，储事活动的参与者都是普通农民。 储舞都是伴随着民俗生活

进行的，具有浓郁的地方民俗风采。 在萍乡村村户户用储舞来欢

庆节日、祈福纳财。民俗生活带动了储舞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民俗生活对萍乡储舞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萍乡储舞民俗生活的一部分，它的表演风格都配合着民俗生

活的需要，民俗生活促进舞蹈风格的生成。

l 以古朴庄重，典雅文静为表现风格

在民间，疾病、自然灾害等困扰着人民的日常生活，于是人

们开始祈求神灵，求得神赐的力量，希望可以给予拯救。 储舞’作

为人们心灵之寄托，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储舞形式，来满足人们的

需要。在萍乡，人们把“保神”称为“将军”，手持武器，威武

庄严的形象深受人们尊敬。正直刚毅、警恶惩奸，正是人们心中

英雄形象的塑造。

萍乡储舞多是围绕“保神”的英雄形象进行表演，古朴庄
重、典雅文静是它的主演舞蹈风格，体现了人们对“将军”的审

美要求，强健有力、正直刚毅，能够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

2. 以激烈奔放，对踌而舞为表现形式

萍乡储舞融入民俗生活，储舞不仅仅只是驱鬼逐疫，神、鬼
之间交流的手段，而是民间舞蹈的重要组成不分。千百年前流传
下来的古老民间舞蹈形式，己近植根与民间生活当中，接令、春
节、集市等都离不开储舞的表演。民间生活的不断丰富，锥舞的

技巧，形式也随之丰富起来。 储舞艺人为了调动观赏者情绪，烘
托表演气氛，多采用双人对峙而舞，通过双人对峙的“武戏”，

来充分展现储舞技巧。以对峙舞蹈动作为特点，具有造型感强，
动作充满战斗气息。

3. 以雄壮彪悍，风趣诙谐为表现手段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风俗。 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方

文化、风俗也是不同的。萍乡也不例外，除中国人特有的传统节

日像春节、元宵节、端午节、 重阳节外，萍乡还有自己的节日如
“吃新”、 “春锣”等，储舞是节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萍乡储

舞随着时代发展脱离了原始宗教并服务于民俗生活，其颇具诙谐
幽默的表现手段在节庆中深受观众喜爱。走街串巷， 烘托节日气

氛，逗乐、风趣等舞蹈形式为人民生活添加乐趣，进而形成娱人

的民间舞蹈形式。

三、民俗生活对萍乡储舞的保存、发展起积极作用

萍乡民间文娱活跃，人们为了丰富生活，开展了大量的储舞
活动，使储舞融入民间文娱活动，成为一种独立的、 “娱人”的

民间舞蹈形式。储舞已经成为萍乡人民节庆、红白喜事不可缺少

的表演活动。

一年一度的迎春耍饨，庙会集市，元宵等节目都会请保班来
进行表演， 渲染喜庆气氛。 储舞与春节及其他喜庆节日活动融合

在一起，能够满足终年辛劳的乡民们祈福消灾愿望的仪式，又是

自娱自乐的群众活动形式，它已经成为民间节日中不可缺少的部

分。不仅在春节，节日会邀请储舞进行表演， 在日常生活中， 比

如民间新屋落成，建桥修路竣工等， 也离不开储队的演出。

丰富的民间文娱活动，为保舞的发展及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发

展空间，为萍乡储舞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由于民俗

文化的不断发展，对观赏性舞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使俄舞在
其基础上不断的丰富，技艺不断的提高，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储

舞表现形式。

现在的萍乡，随着民俗生活不断地丰富，大大地推动了储舞

的发展，储舞不再局限于乡村。 每逢春节期间，各地储队不仅在

本村活动， 还会进城到一些单位表演，萍乡储舞的影响己扩大到

全国乃至海外。我们要让储舞走出农村被更多人所认知、了解，
让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光彩。

结语

本文通过民俗生活对萍乡储舞发展的影响的阐述，希望古老

遗传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我们不应该只批判其迷信色彩，要认
识储舞其本质，它是人们社会发展中必然的俨物，它源于民俗，

发展于民俗。萍乡储舞己申遗成功，它将迈向另一个崭新的阶
段。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相信萍乡储舞这一古老文化终将
迈出农村，走向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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