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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俺舞之神韵

·梁海波陈鸿

锥舞在l临川区域传承了几千年，始终保存着一整套“起饨”、“演傲”、“搜储”、“圆锥”的宗教仪式，是对古

代侬祭的继承和发展。 l陆川像具有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类别、粗扩刚劲古朴神秘的武文化特色、有违一般运

动规律的动力特征、质朴奇异的饨面具艺术、戏剧化的表演及震人心魄的乐曲伴奏等特征，同时又蕴含着极

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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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古人戴着面具模仿诸”神”、诸“兽”驱鬼逐疫的

原始宗教仪式。在我国古籍中早有记载，《礼祀 ·日令》

载：“季春之月，周人饨，丸门碟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

天子乃饨，御估疾，以通秋气；季春之月，命有司大傲，旁

碟，出士牛，以送寒气。吨周礼·夏宫》也有详尽的记载：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

百隶而时饨，以索室驱疫…… 。 说明在周代一年三季都

有大型储祭活动。 储作为一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

响。 当今，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包括陕、甘、川、黔、桂、湘、

赣、皖的储文化圈。 其中赣饰文化为我国保文化圈中的

重要一环，而赣储尤以抚州的南丰、乐安为代表，本地人

素称南丰为文傲、乐安为武傲。 临川位于江西东部，世代

｜陷川人依山傍水，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临川文

化，临川储舞便是临川文化园地中一支独特的奇施。 据

《临川县志》所载：“文昌在斗而北，谓主抚州。”从古人星

象分野的角度来看，是文曲星主治。 文曲星又名魁星，传

说专司人间科举进士，倘若文人被魁星朱笔点到，他年

一定榜上有名，魁星因而成为临川文化图腾的主要神

灵。 “临川民俗文化底蕴丰富，源远流长的古神话传说与

巫舞的崇尚是其民俗文化的根本之一。 ”［ I)

一、临川饨的宗教仪式

临川储舞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上古氏族社会

图腾信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储的意思

是超自然的社会意识，是原始宗教观念的物质，又是民

族心灵的对应物。 时至今日，仍在临川区域的南丰、乐

安、宜黄、广昌、崇仁、商城、东乡等地广泛流传，且内容

丰富、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尤其是南丰石邮村的跳佛是

最典型、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传统储舞之一，

含有极其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誉为中华古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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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石”。 本村清同治版《吴氏族谱 · 乡储记》记载了储

祭活动的过程 ： “及至元宵后一日，灯烛辉煌，金鼓齐喧，

诗歌互唱，手执铁链铮然有声，房室堂厅遍处驱逐，以除

不祥，神威达旦，是夜寂然，鸡犬无声，乡人又名曰搜

储。 ”石邮村明代诗人刘键在《观储》诗中对储舞表演的

描述为“翻筋踢斗臂膊宽，张牙颐舌口吻乾，摇头回顾百

距跃，剑身千态万单索。 ”仍至今日的南丰储祭仪式，依

然保留着每年从农历初一跳到十六，包括“起饨”、“演

饨”、“搜饨”、“圆傲”等仪式过程。 “起饨”，大年初一清

晨，保首带领弟子来到做神庙，将十二尊锥神面具及一

尊金胃红袍的储神小太子木偶雕像从储神台上请下，焚

香礼拜，燃烛鸣炮，锣鼓齐鸣，沿庙参拜。 “演储”，是储祭

活动的主要部分，全过程共有 《开山上《纸钱》、《雷公》、

《储公储婆》、《阴阳。、《酒壶仔》、《双伯郎》、《祭刀》等八

个传统节目依次出台。 “搜傲”这是保祭活动的核心。 正

月十六夜至次日凌晨，全村热闹非凡，储信仰者聚集饨

神庙，舞储者手执香火，垂首神前，念着储咒，手舞足蹈

逐疫求福。 接着由“开山”、“判官”、 “大鬼”一手执神链，

一手持“香火诀”，快速冲出神庙，奔赴各家各户，潜入厅

堂、内舍，挨家挨户驱疫逐鬼。 “圆饨”，舞储者高举火把，

脚踏田间小道，逐祟于郊野，以“参圣像”、“判效”占卡全

村五谷、六畜、生育、疾病等各个方面的凶吉预兆。

二、 l临川储的特征

l恪川储舞历史悠久，南车储从秦汉到现在已经历了

几千年的发展，据南丰石邮村《新建储神殿碑序》中记

载 ： “南丰的跳储既载周礼，夏志鲁范，延今历三千余年，

传递勿递。 ”乐安武储及其它地方的做舞也有近千年的

历史。 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融合了民俗、宗教、雕

塑、彩绘、舞蹈、戏剧、武术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研究中国

文化的珍贵资料。 具体特征如下：

（一）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体舞类别

临川储舞内容丰富、流派纷呈，重点活动大致分布

在南丰县 ： 白舍镇甘坊村、 三溪乡石邮村、桥背乡水北

村、莱溪乡屡溪村、波罗乡罗坊村等乡村 ； 乐安县 ： 增回

乡东湖村、整溪镇罗山村、牛田镇流坑村等乡村；宜黄县

神岗村；广昌县甘竹镇；崇仁：沙堤乡 、相山镇、山♀4乡等

乡村。 由于各县的风俗和文化及语言的差异，其储舞风

格各异，叫法也不同，商丰称“跳佛”、“和合舞”、“竹马

舞”；乐安称“滚摊神”、“打戏头鼓”、“储玩喜”；崇仁称

“跳八仙”、“面伪公”；广昌称“跳魁星”等。 形成以南丰为

文傲、乐安为武储的地域风格。 仅在南丰县就有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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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储班组织。储舞节目虽有相同之处，但粗略统计也不

少于二百种。在纷繁多彩的侬舞表演中，按其内容可分

为六大类：其一、表现神话传说、取材于民间故事。 如：

《唐僧取经》、《魁星》、《福禄寿三星》、《财神上《捉元精》、

《天官赐福》、《和舍》、《纸钱》、《文曲星》、《哪吨》、《观音

坐莲》、《跳八仙》、《面伪公》、《魁星点斗》、《雷公雷母》、

《财神骑虎上 《牛魔王》等；其二、表现镇妖驱鬼、 怯邪逐

疫、迎神接福。如：《鹰哥大臣》、《回螺大王》、《搜逐大

王》、《地花》、《酒壶仔》、《开山》、《七星》、《捉鬼》、《双伯

郎》、《跳凳》、《雷公》、《打关刀》、《打瓜斧》、《六将表演》、

《钊1尴捉鬼》等；其三、表现忠孝节义。 如： 《关公》、《竹马

舞》、《开山子弟》等；其四、表现生活情趣、模拟动物形象

特征。 如： 《跳猴》、《跳瞻》、《鲤鱼》、《鸡嘴》、《猪嘴》等 ；其

五、表现谈情说爱、增子添孙。 如： 《保公储婆》、《和合》

（宜黄神岗侬）、《高源送子》、《格生董永与七仙女》、《和

合舞》等；其六、表现技巧类。 如： 《打罗汉》、《踩爆竹》、

《抢罗汉》、《滚团牌》等。

（二）粗矿刚劲、古朴神秘的武文化特色

临川区域的保舞具有文武之分，以南丰为代表是文

储；而以乐安东湖、罗 田、流坑均为武储形式，其以武技

见长。 传说故事中储舞的起源时间多在北宋末年至南宋

初年，或多或少与抗击外来侵略有关，同时，储技的表演

又在不同程度上宣扬武技， 突出武术的作用。 武通“舞”

（汉语大辞典中的一种解释）。 马叙伦《说文解字书疏》

曰：“舞为武的转注字，字巫的后起字，盖巫从大，象执族

尾而舞……为武巫之转注字，可证也。 ” ［21 （刚｝“储舞本是

武舞。 其以北方军旅之鼓！角为乐器，正如同兵临战，可

壮声威。 ” Ill而乐安保舞在表演中武功成分显示得尤为突

出。东湖村“滚储神”中的《鸡嘴舞》与《猪嘴舞》在表演风

格上较大程度地展示了武术韵味。表演独舞时，鸡嘴执

刀与握枪上阵，表演一个个武术动作，如 ： “挑马枪”“托

环刀”等，给人雄姿英发，潇洒飘逸之感；猪嘴则手揣弓

箭、关刀、蛇头棍上阵，一个“回头弯弓射天狼”，动作洒

脱优雅；“关刀”舞风，扑朔迷离；棍术表演“挡鹅蛇”与

“棍横护腮”等等；罗田村的“打戏头鼓”更是动作奔放、

勇猛刚劲，既有对阵拼杀的武攻战术气势，又有舞台表

演姿势造型的独特美工效果，充分显示了武储粗矿刚劲

的武文化特色；流坑村的储“玩喜”，文武兼备，风格热闹

诙谐。 储舞表演大致分二大类：一是祭祀类；二是表演武

功类。 此类节目有《闯辍门》、《古城会上《唐僧取经》、《抢

罗汉》、《滚团牌》等十五种之多。道具除面具外，还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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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剑、棍、载等。流坑舞饨时，讲究大场面、大气势，从大

年初一起储到元宵收饨，夭夭鼓乐齐鸣、走街串户、观者

芸芸、热闹非凡，而表现武功的储舞更是热闹活跃，要求

走场、对打到位，一招一式都尽情的表现剧情内容。 舞储

时，表现者身段灵巧，跳跃、翻滚变化自如，同时配合各

种身法、 脚法及步法，其动作粗矿而又洒脱、 有板有眼，

观者惊喜若狂。

（三）有选一般运动规律的动力特性

从发生学和原生质的角度看，饨的原生态是一种手

舞足蹈的原始舞蹈形态，从现存乐安武储表演时的粗矿

朴素而神奇的手与脚配合就可得以证明。 储舞形态变幻

诡谓、 异象纷呈，动作特点为：“笑晃头 、 怒抖肩 、 脚勾手

弯身段圆、指出诀、腕反弹、手脚同步顺一边”。 这些别具

风格的特异动律，不受人体一般运动规律的约束，又与

民族民间舞动作规律不一样。 究其原因：储舞每一折段

都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跳储扮演的角色均为臆想中的

神灵 、 鬼怪。 神鬼在臆想中所做的动作当然超乎人间正

常人的动作规律。 因此，储舞的姿势造型、动作规律都应

体现宗教情绪的需要，力求以形达意，显示超凡者的神

韵，从而达到拉开人与神鬼之间的距离。

南丰石邮村古储 《雷公》 的表演，就是手持锤与凿，

时而单脚蹦跳；时而四处敲击，其目的在于：祈祷风调雨

顺。 该动作颇具代表性，分析《雷公》动作特点为：其一 ，

提腿屈膝，脚掌落地，再过渡到前脚掌，往前作径直运

动，另一腿送跨屈膝后抬，身体）I阪势往前侧倾，然后动力

腿全脚落，提腿屈膝往后运动，身体则向后仰倾；其二 ，

以腰为轴，从腹 、胸 、背、肩 、头部分别依次向前或向后顺

势倾倒；其三，行走时，以腰带胸 、 以胸带头，同时甩肩，

连续向前后作钊向运动，形成提、探、倾的身体流向 。 总

体来说就是形成“圆 、弯、勾“（身段圆 、手弯、脚勾）的体

态，以及激昂、震烈、 明快的动势，使人产生神威无限之

感受。

舞蹈动作一般是随着重心的流动而改变发力的大

小。 而《雷公》动作却预动先用劲，即后脚蹬地，带动前脚

屈膝抬腿，同时身体向后侧倾倒，这一预备动作中，由腰

腾发力，带动肩、胸、头，当动力腿稳稳踩下去， 一经落

地，立即控制，变为主力腿，同时双手通过肩 、胸、臂 、腕，

依次用力从胸前分开。 如此发力原理干脆利落，形成了

倾倒突射的流动特点。 这种以递增力度所形成并逐渐加

强力度所展现的“雷公”独特风格，表现了刚中有韧、柔

中有脆的刚柔并济特点。 “雷公”舞在屈膝下沉，含胸抱

l临川锥舞之神奇＃

腹，沉而不懈，梗而不僵的“圆、弯、勾”的动态中，追求一

种神似，注重一种神韵，产生神秘凝重、威严壮观之感。

（四）质朴奇异、富有意趣的体面具艺术

尽管现今的人们已不相信什么鬼神的存在，但以驱

鬼逐疫为宗旨的做戏，却仍依附在l恼川的民俗中，而且

发展成一支颇有艺术和文化深度的饰文化。 面具是做舞

的载体，显示了储文化不朽的魅力，并以其独特的韵味，

成为一座沟通蛮荒时代与当今岁月的桥梁。 储面具不仅

是珍贵的文物，更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有着极其丰富

的内涵，它包容了宗教、 民俗、 民族、社会、历史等文化因

素，是原始文明的遗存和见证。

临川佛面具风格各异 、数量多，就“南丰县佛面具就

有 100 多种， 2000 多枚”。 1 4／按角色特点可分五类：一是

驱鬼逐疫与擒魔能手类。 有开山、钟尴、大鬼、小鬼、鹰哥

大臣 、 怀台、搜逐大王、双伯郎、富公、鬼公、鬼婆、七星、

金刚等。 如南丰甘坊村的开山面具，脸呈蓝底色，怒火燃

烧式的眉毛，圆眼怒睁，满脸肌肉隆出，一对下猿牙向上

翻，面目狰狞、 凶恶；二是祖先与宗族祭祀类。 如商丰石

邮村的做神太子，宜黄神岗储中的“高源送子”； 三是戏

央传奇与神话传说人物。 戏曲传奇人物角色有：关公、周

仓、赵云、刘备、张飞、蔡阳、孔明、姜太公、二郎神 、哪吨、

金吨、 唐僧、孙悟空、秦叔宝与尉迟恭等；神话传说中的

角色有：天宫、魁星、千里眼、顺风耳、八仙、雷神 、 以及一

些精变角色，如：鸡神、猪神 、鲤鱼精、蚌精等。 如乐安流

坑村的关公面具，头戴青天白日图案帽，赤红的长脸，剑

居上扬，红须长髦，两额骨突兀作威严状；四是道与佛教

诸神类。 道教的有三元、三清、玉皇大帝、张天师、八仙、

金甲和银甲将军等；佛教的有如来、观音、金刚、罗汉、判

官等；五是民俗与生活类。 有福、禄、 寿、禧、和合、 土地

等。 纵观丰富多彩、栩栩如生、 含义深遂的储面具，可以

看出临川仰面具的雕刻艺术继承了传统雕塑艺术的造

型特点，雕刻技术精湛，使储面具角色具有立体感及表

现力， 宣染感强，如人置身其间，仿佛回到了质朴而遥远

的过去。

远古时期的佛面具是神鬼意识的物化符号，但随着

人类对自然、社会的逐渐认识，在消灾避难、崇拜鬼神中
也注入了一些人间烟火的气息，给佛面具注入愈来愈多

的审美基因。 世俗化使佛面具愈来愈贴近生活，人性化

使佛面具愈来愈注重刻划神抵的内在性格和喜怒哀

乐。 使鬼神的形象相对减弱了狰狞恐怖的原意，变得亲

切可爱，可以使人理解、 接受。 如石邮村储公储婆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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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公”头戴乌黑员外帽，白脸长须，笑眯眯的眼神露出

长者的慈祥和宽厚，嘴角左歪显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额

头上几衬浅浅的皱纹随笑意展示出岁月的风霜。 “储婆”

则与之相对应，乌黑发署，细腻肤色，展示出女性的特

点，一双婿然而笑的眼睛中含有女性的柔媚和温情，嘴

角紧报向右歪斜，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古代女性笑而不露

齿的涵养。如此雕塑形象使这对佛面具充满人性与生活

气息。

临川饨面具质朴奇异的五宫形态、夸张强烈的性格

表情、富有意趣的饰物及神秘的符号，忽而使人觉得坦

白浅露，妇菊皆晓；忽而令人感到疑惑难解，莫测高深。

用历史的人文的眼光来审视，可以发现人类的、民族的、

宗教的、社会的、民俗的、心理的、体育的种种底蕴，体味

到世世代代艺术家们浪漫奇忠和惊人的创造力。

（五）戏剧化的表演,6\.J,[人心魄的伴奏乐曲

随着社会的发展，做祀活动仪式从宫廷传到了民

间，并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起举行的重要仪式“大傲”，其

目的是驱鬼逐疫，祈求来年的平安。 这种仪式从远古一

直延续至近现代。然而，驱鬼逐疫的本来意义却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了，储舞也成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民间

艺术活动，特别是“在独立的舞蹈艺术趋于衰落的明清

时代，‘保舞’逐渐发展为‘锥戏’，成了戴着面具表演的

戏曲形式。”［51“这种艺术的异化现象主要是由于储舞的

表演与戏剧的表演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61从保舞的基

本特征可以看出，表演者戴面具用歌舞表演神鬼的故

事，这已和戏剧表演故事十分的相像。如保舞剧目中的

《天官赐福》、《书生董永与七仙女》、《魁星点斗》、《走报

之害》、《六将表演》、《和尚装香》等等。 其中，《书生董永

与七仙女》极具戏剧性：董永锦袍朝靴，手拿折扇，一步

一摇，来回场中，挂起字画，弹拂两袖，得意洋洋；七仙女

抱子出台，感慨零涕，交子与董郎，随独展身姿，轻步舞

台。还有《和尚装香》的表演：小和尚开寺门伸懒腰，揩眼

睛，依钟鼓之韵酒扫堂院，添加灯油，轻插香柱，念佛打

座，长揭三拜，等等。 如不戴面具，不加点破，真不知是戏

是傲。台上琐呐萧笛，曲调缠绵，浓浓的故事情节，引人

入胜。

储舞的伴奏形式一般为打击乐，既能营造气氛，又

颇为简便易行，通常以大锣、大鼓为主，外加大饭、小钗、

堂鼓、手鼓等，表演时偶尔伴旋律而舞，近代又加进了吹

管和丝竹乐器，使伴奏音乐更具特色。 如乐安流坑储戏

乐曲就有近二十种，有清（小）乐器：小琐呐、铛、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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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胡琴、月琴，笛子、萧等；有浊（大）乐器：鼓、大钱、锣、

大琐呐等。从器乐角度看，完全可以与京剧采茶戏相媲

美。其曲调主要有：《浪淘沙》、《小桃红》、《水鲤》、《刮骨

飞》等，可谓悦耳动听、喜庆欢快、雅俗共赏。 而南丰传统

保留节目 《开山》的表演则显得气势澎渤、古朴沉重。 幕

前是节奏明快的锣鼓点造成激昂热烈的火爆气氛，接着

在沉重古朴的锣鼓声中，表演者上场，在变化多端而又

有节律的锣鼓声中翩翩起舞，开天辟地，沉消宇宙。体现

出先民们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 现南丰已

将储舞作为文化旅游项目，开辟储舞考察基地，建立储

文化展览馆，组建储舞艺术团，组织保面具加工制作，其

目的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宣传南丰、发展南丰。

l恪川储舞风格奇异、多姿多彩，有武储之粗矿刚劲，

储“玩喜”之戏剧色彩，古锥之朴实沉重。 它包容历史、民

俗、民艺的纷繁复杂内容，蕴含着原生态文化价值，有其

独特的观赏审美可视性。 在新的时代，如何除秽取精，融

注新的神韵，使其迸发出灿烂的火花，还需进一步研究

探讨，进一步挖掘开发。

三、临川饨的文化内涵

临川储跨越了人类社会多个朝代的漫长历史，在不

断地舍弃、吸收、演变和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

的特点，又蕴含着极深的文化内涵。

（一）图腾文化的反映，祈祷纳吉，消灾避祸的观念

强烈

“佛”应是远古南方部落呼图腾鸟的语声词 。据考

证，分布在江西东北区域内商代先民，属古越族。有关古

越人与“鸟”关系的记载颇多，如《水经注》载：“（禹）崩于

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

《越绝书》云：“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史记 ·越世

家》亦载：越王勾践“表颈鸟啄。”诸多记载皆表明古越族

曾奉鸟为图腾。奉鸟为图腾与赣饨的始源有直接的关联

(71。“傲”字的最早原为语声词，这在前人已有较权威的诠

释。《说文通训定声》认为“傲”字从是“魁”字假借过来

的。释：“见鬼惊词……读若‘保’。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

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魁’。飞说文》释：“姐”：“见鬼

惊词，从鬼，‘傲’省声。”这些都明白地释说“储”之义是

呼叫（包括逐除）之语声词。“傲”的呼字原义在储仪中和

民间一直存留着。唐《乐府杂录》中载：驱储时，方相氏

“口作‘储饨’之声不绝于耳。”那么为何“储傲”之声具有

驱逐疫鬼的神秘力量呢？“这是因为‘饨’是南方百越民

族对鸟的称谓 。如汉字中的‘鸟’‘蛋；，在伺语发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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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在壮语及傣族地区亦为‘诺’；布依鸟的发音为

zo2 ，即‘若’ 。而以上民族都是百越之后裔，与赣地先民

有血缘联系。古老的赣地曾H于其鸟图腾为‘饨’是信而有

据的。”（ 8（图腾是部落的保护神，被认为具有抵御灾祸、邪

凶的超自然力 。因此，赣地的古越部族，以鸟图腾的神秘

力量互渗到自己身上，从而达到驱逐疫鬼的目的。远古

的年节，非凶即恶，禁忌众多，来l恼之际，全村即举行盛

大的跳储仪式。人们戴着面具，“在岁前一日，击鼓驱瘟

疫之鬼

为了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鸟图腾的力量，使一切妖魔鬼

怪闻之丧胆，逃之夭夭。

（二）以魁星为崇尚，将魁星作为区域文化的主宰之

神来祭祀

魁，古星名，《史记 · 天官书》谓“北斗七星”。 古代科

举考试称进士第一名为魁甲，取魁为北斗星第一星之

义。 魁星又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俗称为“奎星”，为主

宰文章兴衰的神，道教建奎星阁以崇祀之。 魁星神像头

部像鬼，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的大弯钩， 一手捧斗，如

魁字右边的“斗”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中试人的

姓名 。 旧时的学官也多供奉魁星，认为其主文运，魁星的

形象为蓝面赤发鬼状。 魁星也称文昌星，又称文曲星。在

临川文化中，魁与文曲星是同一星神，是主文章科举之

星宿。 l恼川自宋以来才子辈出，被誉为才子之乡，这与｜陆

川文化中对魁星的崇拜有一定的联系。 与之相应，临川

储舞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对魁星的崇拜。 无论是

南丰的文饨，还是乐安的武佛，跳魁星几乎成为各地摊

班必演的节目，尽管各地的魁星扮相及表演形式有所不

同，但其佛面特点及演跳目的基本相同，都是宣传读书

高中金榜，为了科举进士。 魁星角色在江西的吉安、赣

州、萍乡、上饶等地储舞中均未发现，个别地方也有类似

节目，但演跳的目的和意义均没有临川储文化这么具体

鲜明。 究其原因，因为古临川区域横跨吴楚越三地，根据

古人以星空分野的原则，处斗牛之间，文曲星主抚州，因

此在赣储文化中祭拜魁星几乎成为临川人的专利。 贵州

等地的保戏，其角色有文将、武将、女将、僧佛等等；云南

的关索戏面具角色众多；广西、 湖南和四川等地的储堂

戏、师公戏等都没有魁星角色。 在临川将魁星作为区域

文化的主宰之神来祭祀，正是千百年来临川才子文化兴

盛的一个内在的精神源动力，也是临川才子教育思想深

入千家万户的民俗体现形式。

l悔川锥舞之神韵

（三）反映崇尚生命，繁衍子孙的生命礼俗内涵

这对农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以南丰古储为例，从

饨的演出节目来看，“锥公储婆”最为典型，储公储婆面

容慈祥，应着轻松欢快的锣鼓节奏，踩着碎步，手捧储神

太子跳起舞赂。 关于储神太子有个传说，据传，古代储公

进京赶考，住店时老板娘看上这位举止文雅，慈眉善目

的秀才，想把女儿嫁给他，只是考虑到秀才已年过八旬，

老板娘担心他无生育能力。 晚上，老板娘备一草木灰盆

给秀才夜用，第二天发现盒里的灰上浇出一个深坑。 老

板娘遂把女儿嫁给他，储公不负众望，与摊婆生下一子，

就是我们供奉的储神太子，难怪跳锥时户主要把储神太

子接到家中，其目的不言而喻了。 还有演储时第二个节

目“纸钱”，也是反映人们祭典女娟造人，其动作与传说

中女娟造人是一致的。 储人手拿绳索带来回舞动，上下

跳动。 古书上记载，“女娟创造出一个泥娃娃变成人，后

来干脆从山崖边扯下一根藤条，蘸满泥浆水，朝地上一

甩，那泥点溅落的地方，居然也出现了一个个蹦蹦跳跳

的小人，于是女娟接二连三地挥洒泥水，人类的踪迹很

快就布满了大地。”［9）（阳｝

总之，正因为临川储具备以上内涵，其社会功能才

得以认可，所以传承时间较长而方兴未艾。 同时临川储

诸多的特征，显示了其对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

学、宗教学研究的巨大价值。 ｜恼川饨的生成与发展，对中

国储文化，尤其是对湘、桂、黔储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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