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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 要］储舞是江西最富特色的民俗文化之一，本文就万载储舞形成，发展及其演变加以考证，

同时介绍了万载储舞的主要活动及其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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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载储舞俗称“跳魁，．．主要是由先民驱鬼逐疫 万载所祀的储神与萍乡、宜春一带同为一位武

发展而成。 万载跳储起源较早，流传较广，且具有较

强的地方特色，因此万载享有“侬舞之乡”的盛誉。 本

文就万载储舞诸方面作些考证。

一、万载储舞的形成与发展

I 、年代考

传说上古黄帝时代就有做祭；周代，岁终则以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

（《周礼·夏宜司马下》）之畏怖貌，帅百隶，索室驱

疫。到汉代宫廷的大储．除方相氏外，又将百隶改为

有衣毛角的十二兽，与一百二十人的依子持炬火在

前后和四周欢呼鼓噪送疫出端门。经历了唐、宋，这

种蕴含宗教意识的攘灾逐疫、祈求太平的跳饨，在我

国民间逐渐形成一种风俗，发展到明代便有了祭祀

储神的庙宇。据〈万载县志》（公元 1826 年六修县志

卷二之三）记载：“俺庙，祀杨吴将军欧阳晃凡八，”另

据保舞老艺人介绍：“凡储舞队必须先会跳储而后建

庙。”推而可见，万载保舞最迟在明初就已形成。

2、馀神考

跳饨虽年代久远，但在全国却无统一供奉的做

神，各地按照社会风情习俗，人们各自选择着心目中

所崇拜的灵魂为储神。如明代湖北新州等地崇上古

时代瓶颈之妃溃氏所生第三子名将杭为做神；湖北

武昌等地则尊远古茧尤为储神；而湘黔川的做班所

供储神却是伏毅、女娟（或姜良、姜妹），俗称为“保公

储婆”，江西南丰县石邮乡蝶头山俺庙中供奉的储神

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所以又称“太子神”。

将，姓欧阳名晃，俗称“欧阳金甲大将军”。 这位保抑

的由来，在当地做班老艺人中是这样传说的：宋朝皇

帝（一说唐王李世民）为试龙虎山张天师的法术，叫

二十四名鼓乐手藏于宫殿地底下，奏乐不停。 声称宫

中闹鬼常有鼓乐之声，请求张天师驱鬼。 张天师避旨

作法，取一碗冷水．念动咒语，鼓乐手在地下冻得一

阵哆嗦，鼓乐手稍停，后又奏响。 张天师又取一空碗，

念完咒语后，用筷子在碗面上一抹，二十四名鼓乐手

的人头全部落地。 此后，这二十四名冤鬼在宫内闹腾

不休。皇帝无奈，只好封他们为“锥神”，为首者“教封

欧阳金甲大将军”，千年万载，享受香火。 二十四名冤

鬼受封后立即飞出宫廷，飞行时身首分离，身子落在

湖南，头落在江西。 因此，江西万载等地在庙里供的

保神，只有头而没有身子。 保舞也因此又称“二十四

戏”。

3 、馀庙考

按“跳储而后建庙’．之说，据｛万载县志》（ 1826 年

第六修）记载，全县共有储庙八幢，分别建于：“一在

耕舍布曰耕舍庙（今马步乡）；一在邑北范糖（今臼良

乡）；’一在沙江桥曰沙桥庙（今漂埠镇）；一在马鞍岭

名马鞍祠（今黄茅镇），嘉庆三年熊姓募建，道光二年

役复拓修；一在下罗名下罗祠（今黄茅镇），道光三年

汤竹轩裔重修，后神像朽坏，同治九年汤云等倡捐重

修：一在格树潭（今株潭镇）名古汤祠，汤姓募捐； 一

在县城帝万寿宫内（今县城），嘉庆间募建；一在桐溪

（今株潭镇）高姓建。 ”现仅存沙桥保庙，其余皆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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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作者简介l贺绍恩（ 1965一），男，江西莲花县人，万载县委副书记；周庆富（ 1962一），男，江西万载人，万载
县社联主席，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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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倒毁。

4、流派考

万载储舞分为“开口储”和“闭口饨”两种流派，

虽然表演风格各有不同，但供奉的主帅均为“款封欧

阳金甲大将军”。潭埠、黄茅、双桥、岭东 、高城等地的

储舞队是“闭口傲”，马步洞口耕舍布和自良范塘两

处则属·‘开口傲”。

“开口饨”几乎每角必唱，可谓唱 、 做、念、打齐

全，以唱为主，动作古朴、粗矿。《比刀》是“开口傲”的

重点节目，它既不象戏剧表演的程式化，也不同于武

术，而是集结了古代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劳动操作等

形体动作之精华，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和完善，逐渐

形成一种强悍、干炼、紧奏的独特风格。“开口储”的

〈开山》有二个角色，分别象征日神和月神，从这两个

神话人物的表演中，可以看出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

的崇拜。“开口锥”还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主要叙述

《三国演义》 中关云长失荆州的片段故事，因此节目

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从第三个节目“关王下书”开始，

人物也一直贯穿始终。 后来，“开口傲”逐渐向“做戏”

发展了，作为跳饨的民俗形式逐渐消失。

“闭口怖”在万载流传较广，共有节目 17 个。按

出场先后为 《开山》、《走地上《先锋》、《功曹》、《绿

品》、《杨帅》、《鲍三娘与花关索》、《小鬼钻圈爬杠上

《判官捉小鬼》、《上、下关比武》、《前司即生、《城惶传

旨》、《土地》、《，点兵》、《雷公》 、 〈四大天将》、《团将》。

其中〈先锋》为“文饨”，余者皆称“武锥”。 “文饨”面目

清秀，身穿长袍水袖，手持三角令旗，右脚跟鞋，其身

份有如古代军营中的文书。

“闭口保”由衫，、桥饨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一直

流传至今。 以下重点介绍“闭口饨”的情况。

二、万载佛面具及表演的基本动作特点

I 、体面具及其“开光”

万载储舞共有大小面具二十四具，除储神（又称

大菩萨）面具较一般面具大一倍左右外，余者皆如人

脸大小，均系榕木雕刻而成。 他们的名称是：开山、先

锋、功曹、绿品 、杨帅、鲍三娘、花关索、小鬼、判官（钟

尴） 、上关 、下关、童子、前司郎、城惶、皂班、土地、点

兵、四大天将、雷公、储神（即欧阳金甲将军，俗称大

面子），除小鬼外，皆是“款封欧阳金甲将军磨下”的

兵将。

二十四面具，面目各异，造型生动，制作精细。 面

具分红 、绿 、黑、 白脸四种，有的绿脸黑须，目瞪口阀：

有的黑脸粗眉，形态凶恶；有的白脸秀眉，和善文静；

有的黑脸黑须，威武雄壮；有的凶神恶煞；有的滑稽

可笑，个个栩栩如生。

侬神面具雕刻尤为精细，其脸黑嘴阔，两眼微

突，黑眼珠用黑袖瓷珠装嵌，眉心有一道神明印，两

道粗眉高高扬起，一双硕大的顺风耳更增添了威风

凛凛的气势。头戴一顶镀金铜丝穿制成的紫金冠，一

顶六尺长的大红风帽戴在紫金冠之上。 传说清初ti;

桥储舞队曾有过一个檀香木雕刻的保神面具，有一

次跳储中不小心鼻子被碰掉了一块，当地群众即自

动捐资用金复修。 那掉下的一小块，置于香炉中焚

烧，七天七夜香气不绝。太平天国（ 1852 年）那年，有

一扮作客商的湖南湘潭人，听说后连夜把这梅檀香

面具偷走了，但每年每逢农历九月初一，他的灵魂都

会回 ti;桥过生日，只要他一回来，储庙即刻满室生

香。

新雕的锥神相面具，要举行“开光”仪式，对原有

的储神面具每隔数年也要“开光”。当地老艺人说，经

过··开光”的储神才有灵验，年数久了的做神灵气会

消耗，不倡兵，无兵则不灵，开了光就不断补充了灵

气。 对大菩萨金甲神的“开光”很隆重，需要费时三

夜，请两位华山敦的土师作法。 “开光”主要是为储神

招阴兵阴将，有了阴兵阴将，他就能治住妖邪。 “开

光”一般都在半夜由土师带领村中数百名男丁去往

村中最高的山上。 “开光”上山仪式大概为：（ I ）由约

百人各杠一面晒垫大小的白旗开路在前；（2）十几个

鼓乐手敲锣打鼓、吹着琐呐、号角紧随其后；（3）储神

坐在轿内，由 2-4 人扛行，轿前后高举 4－币把万民

伞，做神轿前是扛抬的“土地”，轿后是扛抬的“总兵

大元帅”；（4）其他村民各持棍、鞭 、矛、火把等紧随其

后；（5）最后由一面黑缎绣龙的三角旗压队，叫“坐兜

旗”。 整个队伍一路吹吹打打，鞭炮、统声轰鸣，簇拥

着储神一直奔上离山。 上山后，储神轿位于中心，前

有“土地”，后有“总兵”和万民伞。 然后土师在“土地”

前地上画一大圈，盘腿坐在圆圈中心，手拿一面三角

令旗不时地挥动着，随着一阵鼓乐、鞭炮和统声后，

土师开始为储神作法，招来阴兵阴将，口中一边喃喃

自语：“……那方兵来了1 ”，村民在旁围聚助威，之后

土师将一只雄鸡头扭下，用新毛笔沾着鸡血点在储

神和“土地”、“总兵”的额头、双目、口、鼻 、耳、心上。

整个仪式约两小时，完毕按原列返村。 第二夜重复一

遍。 第三夜在点完鸡血后，再行．．储室”。 “储室”是先

将村里有威望、名气和附近的达官显贵的活人名字

写好，放在储神脑壳里，旨在借助有威望的人为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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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威。然后再储五室，即以少许金、银、铜、铁、锡置于

储神脑内，有宝就厚实，能保佑人。再备少许龙眼（桂

园）、茶叶及 70 多味中药，如千里眼、顺风耳、隔山

叫、红袍等等置于储神脑内，有的寄放在“土地”、“总

兵”的体内，用这些药名都是比喻储神灵验之意。 储

室做完下山，将储神送入保庙，“开光”完毕。

2、农演的基本动作特点

万载储舞的基本动作比较古拙、简单，但却有严

格的规律和独特的风格，跳储者每动一下必须遵循

其“方、圆、扁、仄（指身子倾斜的意思），“方”指手上

的动作要做得方正有棱角，如《功曹》的“横斧”，两手

从胸前向两侧拉升时要做得方正。 “圆”指转圈，所有

节目中的转圈动作都只能转动半步，或原地转圈，而

且上身必须保持平稳，如《先锋》的“撩旗”，转身时三

角令旗紧贴腰间，脚移半步， 7｝（袖轻拂，上身平稳，给

人一种庄重、悠闲之感。“扁”即要求身子拧过去时，

面向一定要清楚。“仄”指身子元论向哪个方向倾斜

时，都必须把稳节奏。

＃在舞的步法也很有讲究，往往是左脚只能稍稍

提起，而右脚却要高提，如《功曹》的步法，脚 、手 、 头

向一个方向移动，摆动时，身子不能左右摆晃，只能

上下颤动，〈绿品》的“晃棍”其中的顺拐动作，也是这

样。

旧时跳饨，对“文傲”（即《先锋汩的表演要求尤

为严格。初学这个节目的徒弟，演出时，往往在地上

以斗笠划圆，表演者的“转、侧、升、移”，只能在团内

进行，如果表演者的脚移出圆外，鼓师则敲乱点，以

示惩罚，加上他右脚跟鞋，脚不能高捷，每次移动也

只能动半步，因此，“文傲”的表演就显得分外的严谨

和轻盈。

储舞表演中，还有繁多的手势（俗称拗诀），每一

种手势为一种诀，据说这些手势是专门对付鬼邪

的。除《杨帅》外，其余节目只需做一个“虎口诀

《杨帅》贝4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拗什么诀。 如果该

户清吉太平，则只拗一个“卧虎诀”，表示有“虎”镇

宅，万事太平；如果该户有天灾人祸，则需多拗几个

诀，以示鬼邪驱净，最后拗一个“虎口诀”，则可保平

安。手势有“五台山”、“剑诀”、“卧虎诀”、“虎口诀”

等，其结构复杂，造型美观，这也是古代艺人匠心的

结晶。

这些独特的表演技巧，逐步形成了万载储舞悠

闲、庄重、轻盈、洒脱、有力的风格特点。

三、万载跳饨的的主要活动及其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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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你舞的主要活动

各侬舞队每年跳储前都要举行“开饨”（俗称出

案）仪式。 一般都在大年三十晚上，保庙中门大开，燃

烛鸣炮，自储首（做神扮演者）从大庙神鑫上请下储

神，并用新布和清水替做神洗脸，更换新风帽后，将

做神连同其座的 “金交椅”置于神鑫前的长香案上，

其余面具、服装、道具等皆装箱成担，以便出行。正月

初一在储庙进行跳像比赛，由储首根据择优的办法

决定当年出饨的人选，并当场宣布新队员从师何

人。 正月初二，全体跳储队员穿戴整齐，在保庙集中，

燃烛鸣炮，鼓乐齐鸣。 储首念“下马咒”后，将保神请

进二人拾的小轿内，由爬“十字杠”的小鬼在前面开

路，二面三角形的“开路旗”由两位敲大腰锣者杠者，

大腰锣挂在旗杆上，边走边敲。 其余跳储队员分别抬

轿和挑箱扭，爬单杠的小鬼杠“座兜旗”压阵，锥舞队

一路吹灯 、 浩浩荡荡，前往头年有约的人家跳傲。 这

就是所说的“出案”。 每到一处，该户男女老幼皆出厅

接神，焚香鸣炮，俯首念“下马咒”（··咒”的大意是告

诉储神 ， 我们来到某某家，他家有多少人，求佛神赐

福消灾），从轿内请出锥神，置于该户大厅的方桌上，

跳储便正式开始。

每一人物出场，要放一串小鞭炮，表演的顺序

是： ( I ）开山：蓝脸，吓妖魔状，属神类。身穿绣花红短

袄裤，腾部有两片短靠，开山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逢

水搭桥，为扫除魔作开路先行，他右手持饿斧，左手

作“虎口诀”上场。俄斧背上有两个吊环的金鸡头，称

为金凤斧。传说金凤斧造型是因原来妖魔被埋压后，

金鸡用爪扒开使妖魔窜出客人，以后就在绒斧上加

吊金鸡头，以示惩罚金鸡带路寻妖，双环一响，躲藏

的妖魔知金鸡来了 ，便会惊动窜出，“开山”便以斧砍

杀。（ 2 ）走地：白脸面善，身穿绿袄裤。搜索妖精和联

络各神，以仙帚摔五方妖魔鬼怪。 （ 3 ）先锋：白脸黄

袍，手持红三角令旗，能文能武，沉着冷静地抖动令

旗，横扫五方妖邪。 （4）功曹：自脸善相，穿红袄裤。右

手扛斧子肩并不时摇动响铃，左手拿一张折叠的烧

纸，是向天庭上告的“表文”，他砍五方妖魔后，就将

“表文”抛上天。据说，观者若抢到这张纸放在鸡笼孵

小鸡，小鸡易孵出且长得快。 （ 5 ）绿品：绿脸绿耳，穿

短绿袄。他是武将，手拿如意降魔宝棍，棍击五方，打

死妖魔。 （ 6）杨帅：白脸，帽顶有红珠式的帅顶，身穿

红袄裤，手拿俄斧。统领千百万兵拗六诀镇住妖邪。

(7 ）鲍三娘与花关索：鲍三娘是跳饨中唯一的女将，

她白脸白耳，头上部盘龙式的发警中间有一只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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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红绣花对襟衫，下穿罗裙，手拿双刀一对。花关

索，白脸，头戴将军帽，披金挂甲，肩红长续梅花枪，

右手拿一扇，他额中间另有一只眼睛，能上观天庭，

下看地狱。传说鲍三娘原是一个女妖，被“绿品”、“杨

帅”镇压后又逃了出来，花关索前往追擒，鲍三娘败

阵后认输招亲，改邪归正。（8）小鬼钻圈、爬杠：这是

一个杂耍节目，表现两个小鬼嬉戏逗趣。小鬼面兵为

绿色，身穿红衣裤，手挽如意圈，犹如顽童状，要圈完

毕则是翻杠，由四人扛两个根杠，中间以白布捆成十

字状，小鬼在杠上翻腾，场面活跃好嬉。（9）判官捉小

鬼：判官是红脸红须。这“促鬼”以诙谐的手法讲述判

官未捉到小鬼，反而被机灵的小鬼戏谑，最后是如j官

在剑上套绳拴活结，中间夹一块麻辙引诱小鬼，小鬼

取食被捉，判官剑斩小鬼。（ JO）上关、下关、童子：上

关是龙虎山张天师封的赵将军，下关封称关将军，皆

为红脸，是欧阳金甲神的两位护将。上关手拿双刀，

下关手拿大刀，两童子是上关的待从。表演时先是上

关耍一阵双刀，然后坐在台中央，两童子手拿铺斧分

立两旁。（ I l)前司郎：是位伶牙利齿的神，他将人间

的吉凶祸福告知储神，是储神的耳目。他臼脸黑发，

面具突出他一张红唇大阔嘴，露出上九、下九两排自

牙，嘴下唇中部是一块活动的木雕下巴 ，能上下开

合。他一手拿折扇．一手持奏折，奏折交储神护将上

关代收。表演时，“前司郎”希望户家添福，不向保神

报告坏事，只替户家说好话，如“清育平安”、“六畜兴

旺”等等。此时下关出场，他与童子交打后，又与上关

对刀一阵，上关退下，下关坐台中央。（ 12 ）城惶、皂

班：城隆臼脸黑须。皂班是衙役，手拿板子跟随城惶

身后，城隐上场传下玉帝圣旨，圣旨上要求储神保佑

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圣旨囱下关代保神接下。 (13)

土地：这位土地乐观诙谐，他上场念了大段的词，又

唱支新年歌为户家祝贺。（ 14）点兵：红脸红须，身穿

红甲红裤，他手拿笔和簿，他的职能是替大菩萨点记

兵将。 （ 15 ）雷公：黑脸尖嘴，头上有三支红角，身穿短

的黑雷衣，两手张开，衣袖成翅形，一手拿斧一手拿

凿，行走时以斧击凿。（ 16）四大天将：传说是《封神

榜》上的魔家囚将，面具分别为黑、红、黄、蓝。每位天

将头中部刻有金色的云盘座相，掌管“风调雨顺”之

权。 （ 17 ）团将：这是跳储最后一个节目，气氛达到高

潮，鼓乐齐鸣，鞭炮一声比一声高，“欧阳金甲神”在

沉稳庄肃的大锣声中，头戴黑脸面具，身穿黄龙袍威

风凛凛地上场，他手持七星宝剑横举于头顶，左手成

虎口诀举于头顶，指尖向上，往坐台中央。万民伞始

终跟随锥神不停地转动，此时观众抱儿携女挤进万

民伞下沾福以求保佑。其他众将依次上场或站或走

台，分别在储神前参拜而下，“点兵”用笔在簿上一一

记下，万民伞下的观众亦有序散开，此时做神起立，

手舞宝剑大幅度地甩舞着，脚下踩一个“七星斗

后用剑向前刺，又以剑向前方虚写一个大的“收”字

（意即收了所有妖魔鬼侄儿至此，全场跳储便结束

了。最后户家老小及观众均立于大门两侧燃炮送神。

各储神舞队的收像日期各不相同，有的正月十

五收，有的二月收。 l日时潭埠沙桥保队和黄茅马鞍岭

俺队则分别要到农历六月三十日和八月十五日收

饨，收保仪式与开俺大同小异，保神从轿内请出后，

储首口念“起马咒”（意思是大神、小神各归原位），然

后将储神置于储庙正中的神鑫上，其余各面具均挂

于保神两侧，平时保庙全天开放，享万民香火和信士

还愿。

2、储舞的音乐

万载储舞的音乐主要囱民间的打击乐、小曲和

吹打幽牌组成。整个舞蹈以打击乐伴奏贯穿始终。打

击乐的伴奏形式保持着原始的风格和具有独特的本

地色彩，它由一面班鼓和两面直径二尺左右的低音

大腰锣组合伴奏。锣鼓的节奏和舞蹈的风格配合得

珠连壁合。唱方面只有“鲍三娘、花关索”的对唱，它

是由山歌演变而来的一支微词式的民间小曲，用打

击乐的板鼓和一个腰锣伴奏过门，大腰锣配合鼓点，

轻击锣边，配合默契。高低音两支琐呐和一支小琐

呐，仅在保舞结束 《团将》时所用，琐呐配合堂鼓大

锣、大锁和小锣打击乐伴奏，所用的曲子是该县广为

流传的民间传统曲牌《得胜令》，节奏欢快热烈，旋律

阶梯式递进，全曲短小、精悍、古朴，结构完整，配合

舞蹈把情绪推向高潮起到极好的效果。

在行进路上吹吹打打时只吹牛角或海螺，但若

两支储舞队相遇，千万不能吹牛角，否则必招致械

斗，这是祖上留下的规矩。

万载储舞历经 600 多年而流传至今，尽管它贯

穿着许多浓郁的迷信色彩，但作为代代村民除邪求

福的精神慰藉和自娱自乐的好形式，作为一种有着

鲜明风俗特色的地方文化，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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