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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镗 《观 傩》与

  

傩 舞 戏

  

余 大 喜

      

吴芮传傩祭山， 只能说明汉代江西就有

  

傩祭活动， 而现今广泛流行于江西， 以舞蹈

  

为主， 具有故事内容的傩舞戏， 究竟产生于

  

什么年代？ 这确实成为人们极为关 瞩 的 难

  

点， 近几年来不少同仁作过探索， 但孰是孰

  

非， 各说不一
。 笔者在查阅《江西诗徵 》时

  

检得一诗， 为论述方便， 全文抄录如下 ：

      

刘 镗， 号秋麓， 南丰人， 螈之叔父，

  

高年隐居著作不倦， 尤长绝句。 曾元伯刻其

  

遗吟， 以绝句为首， 其书不传。

 

 <观傩 》：

      

寒云岑岑天四阴， 画堂烛影红帘深。

      

鼓声渊渊管声脆！ 鬼神变化供剧戏。

      

金洼玉注始淙潺， 眼前倏已非人间。

      

夜叉蓬头铁骨朵， 赭衣蓝面眼迸火。

      

越蜮网象初偏伶， 跪羊立豕相暖嘤。

      

红裳姹女掩蕉扇， 绿绶髯翁握蒲剑。

      

翻筋踢斗臂膊宽， 张颐吐舌唇吻乾。

      

摇头四顾百距跃， 敛身千态万犟索。

      

青衫舞蹈忽屏营， 采云揭帐森麾旌。

      

紫云金章独据案， 马鬈牛权两披判。

      

能言祸福不由天， 躬履率越分愚贤。
’

      

蒺藜奋威小鬼服， 益碜扬声大鬓哭。

      

白面使者竹筱检， 自谤搜捕无遗藏。

      

牛冠箝卷试阅检， 虎胄肩戟光较闪。

      

五方点队乱纷纭， 何物老妪鳓犹熏。

      

终南进士破辊绔， 嗜酒不悟鬼看观。

      

奋髯瞠目起婆婆， 众邪一正将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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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发将毕飞一诀， 风卷云收鼓箫歇。

    

夜阑四坐惨不怡， 主人送客客尽悲。

    

归来桃茹坐深简， 翠鹑黄狐犹在眼。

    

自歌楚些大小招， 坐久魂魄游逍遥。

    

会稽山中禹非死， 铸鼎息壤乃若此。

    

又闻鬼好多冯人， 人奸冯鬼奸入神。

    

明日冠裳好妆束， 白昼通都人面目。

      

《江西诗徵 》卷二十四

    

全诗24 行336 字，气势勃勃， 生动形象地

  

记述了当时傩舞戏的演出情况， 是傩学研究

  

中难得的资料。 从内容上看 ：

      

第一段 ： 1至3句为环境和气氛的描写。

      

第二段 ： 第4至第9句为假面异服的妖魔

  

邪魅， 群魔乱舞， 作祟人间。

      

第三段 ： 第10 至第18 甸为阎罗、 判官勾

  

簿， 钟馗、 小鬼镇邪。

  

‘

      

第四段 ： 第1  9至24 句作为作者观傩的感

  

受， 联想。

      

其登场人物有： 蓬头铁骨的夜叉， 跪着

  

的羊面鬼I 立着的猪面鬼， 拿芭蕉扇的红裳

  

姹女， 握蒲剑的绿缓髯翁I 紫云金 章 的 阎

  

罗t 戴马面的判官， 饰牛头的判官， 舞蒺藜

  

的小鬼， 惊慌失措的老妪l 破绔筒靴的钟馗

  

等等。 诗中所记甚详， 有人物装扮， 有故事

  

情节， 有表演， 有乐器伴奏 （
“

鼓声潍渊管

  

声跪
”

）有说白或歌唱 （
“

能言祸 福 不 由

  

天
”

）， 真是一出地地道遭的驱傩歌舞戏。

  

在宋代亦有一出与此相同的驱傩舞戏。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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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梦华录 · 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 》载：
…

  

…忽作 -

．0 如 霹 雳 ， 谓 之
“

爆 仗
”

，

  

则蛮牌者引退， 烟火大起， 有假瓜披发， [I

  

吐狼牙烟火 ， 如鬼神状者上场。 着青贴金花

  

短后之衣， 贴金皂裤， 跣足， 携大 锏 锣 随

  

身 ， 步舞而进退 ， 谓之
“

抱锣
”

。 绕 场 数

  

遭， 或就地放烟火之类。 义一
声爆仗， 乐部

  

动 < 拜新月慢 》曲， 有面涂青绿 ， 戴面具，

  

金睛， 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 谓 之
“

硬

  

鬼
”

， 或执刀斧， 或执杵棒之类 ， 作脚步蘸

  

立， 为驱捉视听之状。 又爆仗一声 ， 有假面

  

长髯， ， 展裹绿袍 、 靴筒， 如钟馗像者。 傍一

  

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 谓之
“

舞判
”

。 继有

  

二三叟， 以粉涂身， 金睛白面， 如髑髅状，

  

系锦绣围肚看带 ，手执软仗 ，各作魁谐趋跄，

  

举止若排戏， 谓之
“

哑杂剧
”

， 又爆仗晌，

  

有烟 火就 涌出， 人面不相睹。 烟 中 有 七

  

人 ， 皆披发文身， 着青纱短后之衣 ， 锦绣围

  

肚看带， 内一人金花小帽， 执白旗， 余皆头

  

巾， 执真刀 ， 互相格斗击刺， 作破面剖心之

  

势， 谓之
“

七圣刀
”

。 忽有爆仗响， 又复烟

  

火出， 散处以青幕围绕， 列数十辈， 皆假面

  

异服， 如祠庙中神鬼塑像， 谓之
“

歇帐
”

。

  

文中
“

假面披发
”

，

“

口吐狼牙烟
‘

火
”

，

    

“

绿袍靴筒， 如钟馗像者
”

等， 与刘镗诗中

  

所描写的内容完全～致。 特别是上文
“

忽有

  

爆仗响， 义复烟火出， 散处以青幕围绕， 列

  

数十辈， 皆假面异服， 如祠庙中神鬼塑像，

  

谓之
“

歇帐
”

的舞台艺术处理手法 ， 与刘镗

  

诗中
“

采云揭帐森麾旌
”

， 舞台上 列 出 阎

  

罗、 判官钟馗等神的艺术手法极为相似， 如

  

出一辄。 值得注意的是 《观傩 》诗中的“
帐

”

  

与
“

歇
”

字的运用， 正好用在剧情的发展和

  

结昆处， 与上条也完全吻合， 也许在当时这

  

种艺术手法已成为一种戏剧程式， 乡人如法

  

效仿。

  

“

帐
”

今日之 幕 布，

  

“

歇
”

幕 间 或

  

剧终也。 宋代杂剧常用
“

歇 帐
”

来表 示 间

  

歇， 变换场子， 连续故事， 剧终等。 刘镗将

  

“

帐
”

，

  

“

歇
”

二字拆开使 用， 其 意 思 与

  

上条
“

歇帐
”

完全相同。 假如我 们 把 刘 镗

  

所描写的内容联系起来， 彳：难看出这是一出

  

有故事情节的傩舞戏： 音穿声起， 先是一群

  

鬼怪邪魅在群魔乱舞， 作祟人间，
～阵舞蹈

  

后 ， 突然
“

采云揭帐
”

， 只见阴森 的 麾 旌

  

下， 紫云金章的阎罗独据中堂， 两边是戴牛

  

头马面的判官：
～番念白后 （

“

能言裙福不

  

由天， 躬履率越分愚贤
”

），

“

白面使者
”

、

  

“

小鬼
”

等手执竹筱枪、 蒺藜等镇邪捉鬼，

  

判官清点鬼魅，
一一勾簿 （

“

牛冠箝卷试阅

  

检
”

）顿时妖魔鬼怪， 鬼哭狼嚎， 乱作一团

  

（
“

五方点队乱纷纷
”

）， 钟馗瞠 目舞 婆

  

娑， 奋威驱逐， 众邪就擒，
一声 u 诀全剧终

  

（
“

风卷云收鼓箫歇
”

）两条相比无论从内

  

容到形式如同一种表演， 这绝不是偶然的巧

  

合， 傩在宋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汉至

  

唐， 傩祭一直由方相氏严格把持， 宋以后却

  

被皇城亲事官诸班直和教坊伶人取而代之。

 

 <东京梦华录 》卷十云 ：

  

“

禁中呈大傩仪，

  

并用皇城亲城官诸班直戴面， 绿面色衣， 执

  

金枪龙旗… …教 坊 南 河 炭丑恶魁肥， 装判

  

官， 又装钟馗、 小妹、 灶神之类…… ”

。 这

  

一变化赋予了娱神娱人的成份， 为傩向歌舞

  

戏迈进打开了大门， ， 宋以后傩祭中常出现钟

  

馗形象， 今日在民间仍有遗痕。 南丰县石邮

  

的
“

搜傩
”

仪式，
一直由钟馗主持在房屋厅

  

堂， 沿门逐除， 不妨再看该傩班的一出《钟

  

馗醉酒 》小戏： 钟馗黑面长髯， 手持酒壶，

  

嗜酒不停， 片刻酒醉作睡眠状， 两小鬼窥其

  

状， 时而偷其剑， 时而偷其酒， 与《观傩》

  

申
“

终南进士破靴绔， 嗜酒不悟鬼看观
”

何

  

等相似， 可谓宋之遗响。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刘镗其人。 刘镗高年

  

隐居， 生平不详， 方志野史再无记载。 尽管

  

《观傩 》一诗置 《诗徵 》宋代篇， 但究竟是

  

北宋， 还是南宋？不得其解。 笔者以
“

爆之

  

叔父
”

，

  

“

曾元伯刻其遗吟
’’

为线索，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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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尤为难得的资料， 为我们确定(观傩》

  

作于北宋、还是南宋提供丁可信佐证。关予刘

  

螵， 明正德版 < 建昌府志 · 人物名士 》中有

  

记载： 刘埔 ， 字
。汝（起潜 ）， 号水村，

‘

融丰

  

人， 膺荐本州儒学教授
”

。 仅此片语， 无法

  

考从， 而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记载甚详：

  

“

文IJ爆 （1240--1319 ）字起潜， 南丰人，

  

生于宋理宗嘉熙四年， 卒于元仁宗 延 i靠六

  

年， 年八十岁， 博览诗文。 至大四年 (  1311

  

年 ) ， 为南剑州学官， 后为延平教授卒。 爆

  

才力雄放， 尤长四六， 著有 < 隐居通议 》三

  

十一卷， 《水云村稿》十五卷， （均四库总

  

目）又有《英华象》， 并行于世
”

。 这里明

  

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刘嫖生于南宋理宗嘉熙

  

四年， u口公元1240 年， 卒子 1319 年， 享年80

  

岁。 那么， 叔侄之间究竟相 差 多 少岁？顺

  

线而下 ， 义在刘蟓著 《隐居通议 · 学官灵星

  

门制 》中找到了答案。 刘云 ：

  

“

州县学官旧

  

制外门日
．灵星门

’

， 未详其义， 余叔父秋麓

  

先生博学多傩， 洞究古谊， 当著其说云， 汉

  

祭祀志日龙左角为天田 ， 天田号灵星… ” ．

；

  

以上皆叔父所著说， 叔父当以明经两试天子

  

之廷而博考经史百家， 多所论著， 尤于孔门

  

诸子之学， 多所发明， 著 《圣门言行录 》若

  

干卷， 蓥勤订凡数十年而后成， 又自类所日

  

《山鸡爱影集 》， 近得而读之， 笔力超绝。

  

虽老师宿儒不散望其藩也， 念昔垂髫从叔父

  

学辱承奖掖。 今叔父八十有七， 余亦六十有

  

六， 老冉冉至怀旧凄然… … ”

。 从此条可得

  

知， 刘镗比侄子刘燥只大2l 岁， 按 二I
二 支 次

  

序推算 ， 刘镗应生于南宋理宗赢 定 庚 辰 年

 

 ( 1219) 。 剩下的问题是 刘镗 作《观 傩 》

  

是后人误传， 还是确有其事？又有清乾隆版

 

 <南丰县志 · 轶事 》为证 ：

  

“

曾有富， 字元

  

伯， 号水心， 博学笃行， 为诗挥橱纵横， 精

  

丽妥贴各当其体， 而乐府尤工， 荐为盱江书

  

院长， 宋亡不仕自称逸民， 爱邑人刘镗诗，

  

怜其尤传为捐金刻之 ， 丽已所著 《雪 笠 H≯

  

稿 》甚为名流所赏， 未暇梓也， 镗字秋麓，

  

学问渊博著书至老弗倦， 与人 交谦谦， 然

  

长者所刻《山鸡爱影集 》外， 尚有 < 圣门言

  

行 》、 《论语时习记 》， 而 《观傩 >
一首，

  

奇气勃勃， 当时学者争宝涌， 故至今独传
”

。

      

综上所述， 刘镗生予南朱， 隐士 ， 博学

  

超群， 作有《观傩 》
一诗， 并由同乡人曾元

  

伯捐金刻之， 当属无疑。 至此， 我们可以下

  

个结论 ； 江西傩舞戏最迟产生予南朱， 距今

  

已有七 、 八百年的历史。

      

参考书目：

  

①张庚、 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

  

②周贻白《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 》．

      

（作者 ： 江西省舞蹈家协会干部

      

责任编辑： 吴旭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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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 < 广信府志 》卷二 “
建置劳

。

   

 @光绪 《婺源县志》卷一六 搿食货五 · 恤政”
。

  

⑩
“普济堂记”

， 雍正 《江西通志》卷一三五 “
艺文· 记十四 ,

。

  

◎陈用光．
“水灾义冢记’’

， 同治 《新城县志》卷二 “建蟹一
。

 

 @③ “义冢记 "
， 光绪 《扼州府志》卷=O  "建置”

。

 

 @同治 《庐陵县志 》卷七 “建置”
。

   

 @@ 同治 《玉山县志》卷二 崔建置弦
。

  

◎⑦何庆朝．
“乐善堂记”

， 同洽 《南昌府志》卷 -  --
 .  ~建置矽

。

    

：

  

◎ “
涂基记”

， 同治 《南昌府志 》卷一二 “建置纾
。

 

 @同治 《兴安县志 》卷五 “寺观 ,,
。

   

 @同治 《赣县志 》卷一三 “寺观”
。

  

⑤忙i治 《德化县志 》卷一三 “
建置

”
。

      

（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

  

’

责任鳊辑 ： 关旭 it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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