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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江西傩舞课程资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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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江 曲傩舞 以其历 史 久 远 、 形 态 原始 、 品类丰富 且 白成 文 化体系 而饮誉海内外 。 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 一 部分 ， 散落在赣 鄱大 地 的各个角落 ， 各地 Ⅸ 都有不同 风格 的 允满着勃勃 生 机 的傩舞 。 高师舞蹈 教学肩负着教育

传承 以 及 为基 础教育课 程改革服 务的 莺任 ， 汀 西傩舞课程资 源的 开发利 用 对 义化传承 、 保护 以 及 推动高师民 间舞蹈

教 学改革 有着重 要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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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以傩仪 、 傩舞 、 傩戏为主 要标志的傩文化是

具有 世 界性 影 响 的中国传统 文 化 ， 博 大精深 的中 国

傩 文 化 ， 是 数 千 年 多 种 文 化 的 积 淀 ， 融合 了宗教 文

化 、 民 俗 文化 、 民 间艺 术和 农 业 文 明 ， 不 仅体现 出 中

国古代先 民高扬 生命的神 观 念 ， 也 蕴涵着 人类 向 自

然学 习 ， 与灾害抗争 ， 从 而推动社会进步的智 慧和创

造力 。 在 2 0 0 6 年 5 月 2 0 日 国务院公布的第 一 批 国

家级非物 质 文 化遗产名 录中 ， 江 西 南丰 跳傩 、 婺源傩

舞 、 乐 安傩舞 、 萍乡湘东傩 面具名列其中 。 作为担负

文化 教育 、 文 化传承 的高等院校 ， 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

的保护自然有着 义 不 容辞的 义务 。 课程资源 是新 一

轮 国 家 基 础 教育 课程 改革 所 提 出 的 一 个 重 要 概 念 ，

是指 一 切 对 课程 和 教学有用 的物质 和 人 力 ， 是课程

与教学信息 的来 源 。 当前我们 面临的 一 个重 要课 题

是 如 何 强 化 课程 资源 意 识 ， 提高 对 课 程 资源 的认 识

水平 ， 因 地制宜 地 开发 和利用各种 课程资源 ， 更好地

为教学服务 。 因此 ， 开 发利用 江西傩舞课程资源 ， 也

是 江 西高校舞蹈教育科研必 须关注的重点 ．

一

、 赣傩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形式内容和

特点

傩舞 ， 又 叫
“

大傩
”

、

“

跳傩
”

， 俗称
“

鬼戏
”

或
“

跳鬼

脸
”

， 是傩仪中的舞蹈部分 。 原是古代祭祀性的原始

舞蹈 ， 渊 源 于 上古 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信仰 。 舞者头戴

形 象狰 狞 的 面 具 ， 扮 成传说中 的
“

方相 氏
”

，

一 手 持

戈 、

一 手持盾 ， 边舞边
“

傩 、 傩 … …

”

地 呼喊 ， 奔向各角

落 ， 跳跃舞打 ， 搜寻不祥之物 ， 以 驱除疫鬼 ， 祈求 一 年

平安 ， 时间 一 般从农 历 正月 初 一 开始 ， 至元 宵后 几 天

结束（少数傩班在 二 月 间结束）。 现存傩舞 主要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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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 、 安徽 、 贵州 、 广西 、 山东 、 河南 、 陕西 、湖北 、 福

建 、 云南 、 广东等地 。 傩事活动中不同地 区不同村庄

的傩舞其傩仪 、搜傩 、行傩 、 跳傩各不相同 ， 傩仪是傩

的基本形态 ．， 汀西是中国傩文化的重点省 区 ， 傩文

化资源相当丰富 ， 分布在全省各地 的傩舞 、 傩庙 、 傩

轿 、 傩面具 、 傩符 、 傩服饰 、 傩道 具 、 傩音乐形 成 了 富

有汀 西特色的赣傩文化群 。 赣傩仪式沿袭古礼 ， 有

起傩（开 箱 、 m 洞 、 出案）、 演傩（跳傩 、 跳 魈 、 跳鬼）、 驱

傩（搜除 、 扫堂 、 行靖）、 圆傩（封箱 、 封洞 、 收案）等基本

程序 。 作为中国傩的重要 组 成部分 ， 赣傩 以 其历 史

久远 、 品类丰富 、 形态古朴原始且 自成文化体系而饮

誉海内外 。

傩是上古时期原始宗教的产物 ， 据考证 ， 巫傩活

动在赣鄱大地 最早 可 上溯 至 殷商 ， 殷墟 甲 骨 义 卜辞

中有傩祭的记载 。 周代称傩舞为
“

国傩
”

、

“

人傩
”

， 乡

间 也叫
“

乡 人傩
”

。 据《论语 · 乡党》记载 ： 当时孔夫子

看 见傩舞表演 队伍到来时 ， 曾穿着礼服 站在俞 阶上

毕恭毕敬地迎接（乡 人傩 ， 朝服 而阼 立 于 阶）。 最早 记

载赣傩的是南丰县《金砂余氏族谱 · 傩神辨记》， 其中

说汉 初长沙 王 吴 芮奉命征伐闽越 ， 驻 兵南丰县 军锋

山 ， 为避
“

刀 兵 之灾
”

， 吴芮将军告诫乡 民
“

传傩 以 靖

妖氛
”

。 这 一 点 ， 南丰县志 、 明 正 德版《建昌府志祀典》

中有类似记载 。 唐代文 化鼎盛 ，《开 元礼》对 州 县傩

礼的统 一 规 定 ， 推 动 了 江 两 8 州 3 7 县
“

乡 傩
”

的传

播 ， 如南丰 、 萍乡 、 修水都有庸代建傩庙 、 供傩神的传

说 。 梁代宗懔《荆楚岁 时 记》注引《宣城 记》提到 i 国

吴 时 ， 庐陵郡岁 末有丐傩讨钱的 习 俗 。 两 宋 江 西 经

济文化发 达 ， 赣傩盛行 。 南丰《金砂余氏族谱》记 载 ，

余氏为避唐末战乱 ， 由余干 迁徙南丰 ， 宋初将祖先在

四 川 为官时崇奉的 西川灌 口 二 郎清源 真君神像迁 至

金砂（现紫霄镇黄沙村），

“

立 庙奉祀 ， 岁 时香火 ， 遗其

制 曰
‘

驱傩
” ’

。 萍乡 考 证 ， 太平天 国年间始建的石源

仙帝庙 ， 供奉傩神唐宏 、 葛雍 、 周 武 三 将 军 。 宋室南

渡 ， 隆佑孟 太后驻跸南丰觉 源寺 ， 大批 赵 氏宗室成员

流寓南丰 ， 家乐伎艺聚集 ， 百 年
“

景象繁华
”

。 南丰隐

士 刘 镗作《观 傩》古诗 ：

“

鼓声渊渊管声脆 ， 鬼神变 化

供剧 戏 … …

”

明 清 两 代是 赣傩繁荣 时期 ， 分布广 泛 ，

流传久 远 。 江西 三 十多个县市均有乡傩记载并遗存

至 今 ：赣东 以南丰为最 ， 清末 至今有 一 百 八 十多个村

庄 组 建过傩班 ， 现仍有
“

跳傩
”

、

“

跳 竹马
”

、

“

跳 和 合
”

、

“

跳 八仙
”

等 一 百 一 十三 班 。 乐安有
“

滚傩神
”

、

“

戏头

鼓
”

和
“

玩喜
”

， 崇 r 有
“

面仂 公
”

和
“

跳 八 仙
”

， 宜 黄 有
“

跳傩
”

， 广 昌有
“

孟 戏
”

和
“

跳 魁 星
”

， 黎川 有
“

跳 和合
”

与
“

跳 八 仙
”

， 抚州 、 南城 、 金 溪 也 有傩 俗 记 载 。 赣 西

数萍乡最多 ， 傩舞称
“

仰 一 傩神
”

或
“

耍傩案
”

， 傩庙 、

傩面 、 傩舞谓之
“

三 宝
”

。 万载称
“

跳魈
”

或
“

搬案
”

， 分

“

闭 口 傩
”

和
“

开 口 傩
”

两种流派 。 宜春亦有
“

闭 口 傩
”

、

“

开 口 傩
”

和
“

旁白傩
”

之分 。 遂川流行
“

斗牛舞
”

。 赣北

记 载甚多 ， 南昌 和新建称
“

大傩
”

， 高安和 上高有
“

逐

疫
”

， 靖 安 和 奉新名
“

掸傩
”

， 修水叫
“

行傩
”

， 武宁 唱
“

傩歌
”

， 德安
“

行傩 礼
”

， 瑞吕有
“

神傩
”

， 都吕谓
“

逐

疫
”

， 彭泽
“

赶花猫
”

是傩俗 。 赣中是乡傩活跃 区 ， 清代

峡 汀元宵
“

有傩
”

， 清汀 和丰城的傩戏流传到 云 贵 。 赣

东北 以婺源有名 ， 傩舞称
“

跳鬼
”

， 清代有 3 6 傩班 、7 2

狮班之说 。 浮梁有
“

五举戏
”

， 先跳傩 ， 后舞狮 。 在赣

南 ， 宁都有傩舞遗存 ， 瑞金有傩俗记载 … … 经 i 千年

的沿袭 、 发展 ， 其中的许多民俗遗存和影 响 一 直延续

至今 ， 江 两傩 文化形成了历史 积淀丰厚 、 原始形态古

朴 、 文物遗存众多 、 文化体系完整等鲜明的特点 。 据

1 9 9 5 年调查 显 示 ， 江 两全省 至今仍有 2 5 个县（市）有

傩事活动 ， 保留的傩舞傩戏节目 2 4 7 个 。 据曾志 巩 先

生 《江西南丰傩 文化》2 0 0 3 最新统计 ：

“

从 清代 后期

至 二 十世纪末 ， 南丰有过 一 百 八 十多个傩班 ， 现仍有

一 百 一 十班 。

” “

流传 一 百 一 十多个傩舞节 目 和 一 百

八 十多种 二 千 i 百多枚面具 。

”

傩面具是傩义化的象

征符号 ， 在傩仪中是神的载体 ， 在傩舞中是角色的装

扮 ， 赣傩 现存面 具约 四 百 多种 i 千多个 。 萍乡傩面的

古朴浑厚 ， 婺源傩面的夸张奇异 ， 南丰傩面的色彩亮

丽 ， 可谓赣傩 面具 i 大特色 。 面具赣傩也 因 此被学术

界誉为古代文化的
“

活 化 石
”

， 备受瞩 目 ， 多次应邀 远

赴法 国 、 日 本 、 韩国 、 新加坡等同 及 香港 、 台湾 地 区 表

演 、 交流 ， 产生了 一 定的影响 。

傩舞就其表演形式可 分为文傩与武傩 ， 义傩场

面变 化复杂 ， 表演细致 严谨 ， 生 活 气息浓 厚 ， 动作古

朴庄重 ；武傩则气势威武磅礴 ， 情 绪奔放 开 朗 ， 节奏

热烈明快 ， 动作刚劲有力 ， 激烈遒劲 。 按 照表演 人数

也可 分为单人舞 、
双 人舞 、

i 人舞 、 群舞和 小舞剧 。 从

傩舞的节 目 上 看 ， 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 大多取材神话

传说及历史典故 。 如 驱 鬼逐 疫 的《开 山》， 演 义传奇 人

物 的《关公 祭 刀》；农耕 义 化 情 结 的《獭 捉 鲤 鱼精》；

表 现 崇 拜 神 灵 和 祖 先 的《纸 钱》 、《雷 公》 、《跳 凳》；

祈求吉祥平安 的 《财神》 、《魁 星》 、《傩公 傩婆》 、《和

合》、《鸡嘴》 、《猪嘴》；取 材 于 民间传说的《孟 姜女送

寒 衣》 、《鲍 i 娘 与 花 关索》； 表 现 神 话 故 事 的 《哪

吒》、《过 流沙河》、《关公》等 。 以 表 现神 灵崇拜 、 祖 先

崇拜为内容的较为接 近傩仪中的傩舞 ， 动作粗 犷剽

悍 、 古朴遒 劲 ， 具有 阳 刚 之 美 ， 义 富 于 浪漫 色彩 ， 表现

jm 原 始 、 天 真 、 拙朴 的宗教情感 、 观 念 和 理 想 。 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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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傩舞的特点 ， 以
“

近戏乎 ， 非真戏也
”

为 主要特

征（见南丰县 石邮村傩神庙门前楹联 ：

“

近戏乎 、 非真

戏也 ， 国傩矣 ， 乃 大傩焉
”

）。

二
、 开 发 利 用 江 西 傩 舞课 程 资 源 对 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跨入 2 1 世纪时 ， 世界上 出现了 两大生态

保护潮流 ：
一 是 全球自然生态保护潮流 ； 二 是世界文

化生态保护潮流 。 傩舞作为江西 民间文化的重要 组

成部分 ， 它与人们的宗教信仰 、 劳动生活 、传统观念 、

民俗活动紧密结合 ， 具有鲜明的地 域色彩 ， 是在当地

群众中直接传承的最为朴拙 、 最富有 生命力 的舞蹈

形式 。 傩事活动在漫长的农耕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

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 方式 ， 原生 态傩舞的各种 文化因

素 ， 蕴藏在舞蹈的动态形象 、 表演程式 、 服饰 、 道具以

及 场 地 设 置 中 ， 而 且 只 有 在 特定 环 境中 、 在 群 众 之

间 ， 通 过其傩仪 、 搜傩 、 行傩 、 跳傩 的表演 ， 这 些 文 化

冈素及其生命力才能充分体 现 出来 ， 使所有参与者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浸润 。 赣傩文化作为

中国傩文化中最枝繁叶茂的 一 枝 ， 历史之悠久 、 内涵

之深厚 、 意蕴之深远 ， 为世人所瞩目 。 不少海内外学

者 一 致认为 ， 赣傩是具人类学 、 宗教学 、 民俗学 、 考古

学 、 艺术学等多方面价值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 是中

国 古代文化与 人类文 明 的
“

活化 石
”

。 因 而 ， 发掘赣

傩 文化 、 保护 赣傩 文 化 、 弘扬 赣傩 文化 ， 显 得尤为迫

切 。

教育肩负着人类 文 明发 展进程中文化基因的传

递 、 文化遗产的认知 ， 肩负着文化传统创造发展的使

命 。 如何将赣傩 文化中丰富多彩 的 文 化艺术 基因 、

生存智慧和 民族审美 心 理 以 及许多富有人 性和自然

亲 和力 、 纯朴健康的伦 理 道 德价值 观传递 给青 少年

群体 ， 这同样是 文化保护 和 文 化创新发 展 的重 要 环

节 。 中 国 民族 民间舞蹈 文 化 的传 承与保护 ， 其实 质

是 中 国 文 化精神与 民族审美 心 理 的传 承与保护 ， 广

为 分布的 民 间舞蹈 由 于 受 现 代 文 明 的 影 响 ， 其传统

文 化正 在悄然发生 变化 ， 在这个意义 上 ， 傩舞进人 高

等 院校 舞蹈 学专 业 民 间 舞课 堂 ， 对 于 民 间 舞蹈 文 化

的传承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三 、 开 发 利 用 江 西 傩 舞 课 程 资 源 对 充 实

高师 民 间舞教学内容的 重 要 意 义

课程在学校 教育中处 于 核 心 地 位 ， 教育的 目 标 、

价值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 ， 课程体系是人才

培养的关键所在 。 江西省文艺学校从 1 9 5 7 年开始招

收中专舞蹈学员 ；2 0 0 0 年全省部分高校增 设舞蹈学

专业 ；到 2 0 0 7 年 ， 全省有 二 十多所中专 、 高校相继开

设了舞蹈学专业 。 从课程看 ， 高校舞蹈学专业的课程

设置尚无统 一 的国家大纲 ， 各中专 、高校大都根据各

自学校的师资情况 、 生源情况 ， 借鉴北京舞蹈学院等

专业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进行规划 ， 开设芭蕾基训 、

中国古典舞身韵 、 民族 民间舞 、 现代舞 、 舞蹈编 导 及

舞蹈 理论等课程 。 在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上 ， 大多遵循

北京舞蹈学院民族 民间舞系现行教材 ， 以 八大地 区
、

五 大 民问舞蹈 ， 即汉 、 藏 、 蒙 、 维 、 朝 五 大 民族舞种为

主体教材 。

作为职业舞蹈教育 ， 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的

民间舞蹈教材浓缩了东西南北中不同地 区 ， 稻作 文

化 、 游牧文化 、 海洋文化等不同文化特征的舞蹈类

型 ， 无论从教学 、 创作 、 科研等各项 学术品质 上 都值

得借鉴 ， 但就课程反 映不同地 区 、 不同学校的差异性

和多样性来说 ， 这套教材无法涵盖全部 ， 也 不适应于

高师培养目标 。 高等师范院校舞蹈学专业 的人才培

养目标与北京舞蹈学院的职业舞蹈教育的培养目标

有 一 定程度的不同 。 高师培养目标是中小学舞蹈师

资及群文 工 作者 ， 面向全国的社会舞台而非职业表

演舞台 ， 要 培养
“

宽 、 泛 、 广
”

舞蹈教学 、 研究人才而非
“

高 、 精 、 尖
”

具备娴熟技能 、 技巧 的舞蹈表演人才 。 作

为大学舞蹈教育 ， 对人才的培养不能 只停留在动作

技术层 面 ， 尤其是高师舞蹈教育 ， 应适应社会需求的

广泛 性 、 多样性 、 复合性 。 随着 民间舞蹈 文化保护 呼

吁的高涨和中小学艺术课程改革的需要 ， 高等师范

院校舞蹈学专业的 民族民间舞蹈课程建设要适应 地

区 差异 、 不同学校 的特点 以 及 学生 的差异 ， 为学生 提

供更多更宽泛 的选择 。 当我们青睐于藏族的弦子 、 锅

庄 ， 蒙族的硬肩 、 马步 ， 维族的 三 步 一 抬 ， 鲜族的鹤步

柳手 ， 傣族的 三 道弯 … … 是否 也 该把 目光投向我们

身边 的 民间舞蹈 ， 将 汀 西 的 原 生 态傩舞素材进行提

炼 ， 编成适 合课 堂教学 的地 方性 民间舞蹈教材 ， 介绍

给生长在这块 红 土 地 上 的年轻 一 代 ， 而非全国人 民

同跳 汉 、 藏 、 蒙 、 维 、 朝舞种 。

江西 傩舞课程资源 的开 发在专业 民族 民间舞蹈

教学 、 教材 上 尚处 空 白 ， 全省 二 十多所高校 的舞蹈 学

专业 中 ， 仅赣南 师范学院根 据地 区 资源 开设 了代表

客家文化 的地 方性 民间舞蹈 — — 赣南采茶歌舞 。 笔

者在 2 0 0 5 年 江 西 国 际傩文 化 艺 术节 闭 幕式 晚 会 担

任 大 型 民 俗 风 情 歌舞《赣傩 的表情》的 执 行编导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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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中发现江西各文艺学校培养的青年舞蹈演员 不

熟悉汀西最有代表性的赣南采茶舞和傩舞的舞蹈语

汇 ， 尤其不熟悉傩舞 ， 许多演员 不仅没看过傩舞 、 采

茶舞 ， 甚至没听过 。 究其原因 ，

一 是赣南采茶舞和傩

舞没进入 中专艺校及大学舞蹈课堂教学 ； 二 是 以傩

舞和采茶舞为素材的舞蹈创作还 不够丰富 ，《赣傩的

表情》 是在全国首次以傩为素材的大型舞蹈创作 。

傩舞动作古朴豪放 ， 道劲洒脱 ， 进 入高师课堂不仅能

填补地方 民间舞蹈教材的空白 ， 而 且 对挖掘 、 传承 、

发展当地 民间舞蹈有着重要意义 。

四 、 傩舞课 程 建 设 对 于 江 西 新 艺 术课 程

的实施有着上贯下通的重要意义

随着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 程 改革 纲 要》( 试行 ，

2 0 0 1) 的颁布 和 实施 ， 中国建国 以 来力度 最大 、 范围

最广的 一 次课程改革 正与世界性课程改革浪潮同步

进行 。 1 8 套《课程标准》和各种版本各学科的新编教

材正在全国基础教育的实验区 开展实验 。 根据 2 0 0 1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基础建设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及

《中小学艺术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 ， 基础 教育阶段

艺术课程的标准以促进学生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的

整合发展为主要 目标 。 课程资源是新 一 轮国家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 一 个重 要 概 念 ， 也 是形 成课

程的要素来源 以 及实施中小学艺术课程改革的 必要

而直接的条件 。 高师院校肩负着基础教育教 师
“

专

业化培养
”

的责任 ， 高师的课程 和学科教学 理应为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服务 。 随着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

的进 一 步深 入 和非 职业舞蹈 教育的蓬勃发展 ， 对 中

小学舞蹈教师提出 了新的要求 ， 高师能 否培养 出 具

有较高品质的符合新要求的中小学音乐舞蹈教师是

基础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 。 这就要求高师教育转变

课程与教学理论 ， 摈弃被动式 的课程教学方式 ， 倡导

研究性学习 与教学 。 在教学方法 上 、 课 程 建设 、 教材

建设方面要走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前面 。

江西傩舞课程建设不但能够增加地方性课程建

设的内容 ， 而且避免了 民间舞蹈教材资源的浪费 ， 民

间文化资源的浪费！让这些丰富多彩的 、 富有地方特

色的民间舞蹈不再沉睡在乡野僻壤 ， 不再默默无闻 。

因此 ， 傩舞课程资源的开发对推动新艺术课程的实

施有着上 贯下通的重要意义 ， 傩舞课程资源的开发

应成为当前江西各高校舞蹈学专业在民族民间舞蹈

课程建设中必须研究的重 要 课题 。

傩舞课程开发中 ， 教师既是课程的研究者 、 开发

者 、 实施者 ， 更是傩舞进 入高校课堂的推动者 。 要树

立 正确全面科学的课程 观 ， 尤其要清晰认识傩舞课

程建设的涵义 、 功能 、 特点 、 目标 、 原则 、 方 法 、 内容 ，

充分了解傩舞 ， 深入 挖掘傩舞 ， 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提

炼 ， 合理设计 ， 依据课程 建设合目的性 、 合科学性 、 合

发展性 原则 ， 从 原 生态傩舞动态 形象巾发掘 提炼其

所 展 示 的 文 化精神与 民 族审 美 心 理 的各 种 文 化 因

素 ， 并体现 在 教学 规范 性 中 ， 形 成傩舞教 学 、 创 作 、

表演 、 研究为 一 体的教学体系 ， 从而推动傩舞课程建

设向纵深发展 ， 完成傩舞从民间 — — 课堂 — — 舞台

创作的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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