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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储舞表演形式及音乐的研究

．尹勋锋

［内容提要］江西南丰馀舞历史悠久，是集多元宗教、音乐、舞路及面具艺术为一体的民俗艺术。

本文着重分析了南丰佛舞的舞蹈特征及锥舞音乐结构形态，对南丰馀舞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和研

究，为广大学者正确认识其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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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西南丰“馀舞”表演形式及音乐的研究》（项目编号：09WX230)

成采之一。

商丰储舞历史悠久。当地储班遍布，群众基础雄

厚。因为独特封闭的川谷地貌，使得它以得天独厚的

优势，完好地保存了最为古老的驱疫祭祀仪式，遗存

了明代以来的储神庙，成为江西最具代表性的储文

化发源地。

一、南丰储舞的服饰及表演

表演储舞必定要穿储服并戴储面具，以区别于

其他舞蹈。 传统的服饰为红色开襟上衣、腰裙和普通

便裤，头戴红头巾；个别村落在头巾颜色和上衣套袖

颜色上有所区别。 在服装用色方面强调表演人物的

性格身份，以红为主，黄、绿相称。 部分地方储服还体

现了军服和戏曲服装的特点，使得服装更加具备多

元文化因素。 佛面具讲究明亮新鲜的用色，以红、青、

蓝、黄、绿、 白 、黑为主，用木刻技法来表现活灵活现

的储神形象。 不同于一般面具戏里的面具，南丰储面

具每个都有固定的名称，，都是神抵的代表，异常神

圣。 面具在驱摊仪式中是神抵的载体，在储舞表演中

则是角色的装扮。 保艺人们希望通过储服及佛面具

达到人神相通的目的。 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历史上一

些英雄人物也进入了神的殿堂，成为善良、慈祥、勇

敢和正义的化身。 佛面具也因此更加丰富，更受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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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爱。

南丰储舞的舞蹈语汇也有着鲜明的特点。 有学

者总结其舞蹈动作为“笑晃头，怒抖肩，脚钓手弯身段

圆 。 指出诀，腕反弹，手脚同步顺一边。 ”其舞蹈形态

是唯一不受其他舞蹈形式影响的舞种，动作形态尽量

脱离开人类日常生活的轨迹，舞蹈语汇显示出以形达

意的神韵。 手脚同｝I因一边的舞步与传统舞步“禹步”

的特征相类似。 步伐方位采用道教走八卦的方向，手

部动作也运用道教常用的手决。 学者们把它们总结

成五种巫步，四种手决。

南丰储舞主要是娱乐舞，借娱神而娱人；大储仪

式舞则分为单人舞和多人舞。 以传统的大佛班节目

最多。 节目内容常与民间传说故事有关。 南车储舞塑

造的我国神话中开天辟地、无所畏惧、勇于开拓的《开

山上《治水》、《填海》等，就是脱胎于“盘古开天地” 、
“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传说。

二、南车保舞的节奏形态

由于储舞的面部表情由面具所固定，所以舞蹈的

表现更加依赖音乐节奏去丰富。 南丰储舞音乐总体

上属于我国民间音乐中的清锣鼓音乐。 很多情况下

它舍去了旋律因素和器乐的多样性，运用了锣鼓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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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奏变化的不同形态。 最具上古特色的石邮储仪

式音乐，只选用扁鼓（半面鼓）做高音乐器，筛锣做低

音乐器，形成色彩对比强烈和粗矿的原始音响画面，

它用单纯的锣、鼓打击乐来完成乐声谓神、鼓噪逐疫

和l以乐送神的摊仪程序。 打击乐以序奏、尾奏、伴奏

和间奏的形式出现，起到烘托气氛、控制节奏、配合演

员动作转换的作用。 以其轻、重、缓、急等灵活多变的

音响效果配合演员的艺术表现。

1 独特的一拍子“主打型”节奏。 在南丰摊舞中，

常用一拍子的节奏形态展示力量的象征。 石邮储舞

《开山》的开场音乐，除开头的第一拍采用锣鼓演奏中

的花打节奏外，从第二拍起，就采用一拍子的锣鼓齐

岛。 这种节奏可根据开场前的准备时间长短，任意扩

大或缩小拍子个数，还可逐渐加快以制造热闹的场

面，与舞蹈动作产生即兴性配合。

除此之外， 一拍子还时常表现幽默、欢快的气

氛。 娱乐舞《储公储婆》的音乐，运用的是琐呐主奏的

［反八饭］，在第二 4 乐句的句尾小节都采用 1 /4 拍，

表现储公储婆晚年得子、充满幸福欢乐的求福纳吉愿

望，配以幽默风趣的舞姿，突出强音，众打击乐器齐

占，节奏轻松明快。

在南丰杂储节目《和l合》舞中，以水北和合班的伴

奏最具特色。 乐手一人持小扁鼓敲出沉闷的“梆”声 ；

一人打双面手鼓发出“咚”声；另一乐手打小馁，小锁

平击时发出“且”声 ， 一平击、一坚击发出“嘎”声。 随

着小扇鼓每小节 1 /4 拍强击一次（ I /4 梆｜ 梆

｜），双面手鼓每小节弱位击一次（ I / 4 0 咚 I o 
咚），钱则按照每两小节先双击后单击的规律交替出

现（ J /4 嘎嘎｜且 l 嘎嘎｜且）。三乐手按节拍合

作，锣鼓字谱用南丰方言读，前两句与“播种播种去

(qie ），家（go）家（ go ）去（ q i e ）”相似，（ 1 /4 梆咚｜梆咚

｜且 Ii嘎嘎｜且）有迎春之意。 跳储时以此种单拍子

节奏形态，配合每拍各起一次步，缩一次手 ；接着颤动

三次头，最后停顿一下，既幽默风趣，又欢快拙朴，地

方特色浓厚。

2. 重音移位的节奏形态。 原始、粗矿的风格与形

态，常依靠重音移位的节奏来表现。 例如在 《开山》

巾，为表现盘古勇于拼搏的精神，采用了渐强音响记

号，把三拍子中的第一拍强拍改为弱拍，第三拍的弱

拍则改为强拍，形成有反常规的明显的重音移位。 配

合舞者持斧上劈下砍，左拦右挡，进退蹦跳，粗矿道

劲。 《雷公》亦是如此。 采用重音移位的节奏特点描绘

雷公粗矿拙朴的形象，表现其惩恶扬善、驱逐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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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造福精神。 在做舞节目《纸钱》中，3/4 拍重音移

位的节奏型也多次出现，大筛锣在整个舞蹈节目中都

是弱拍位强击，造成重音移位的效果，以表现女娟的

古拙、神秘与道劲。

3. 不规则的节奏律动形态。 南丰储舞的伴奏乐

手经常根据对舞蹈动作的体会与把握，适时组织各节

拍之间的组合。 最常见的是 2/4 、3/4 、4/4 的节奏形

态，在许多节目中，采取了它们的交替使用手法，伴奏

节奏多节拍混合，以灵活的节拍变化来配合不同的舞

蹈动作。 储舞《钟尴判官》就是根据舞蹈动作的不同
变化，由演奏者即兴变化音乐的节奏，时而用单独的

“主打型” 1 /4 拍强拍节奏；时而变成 2/4 拍的强、弱

位节奏 ； 接着瞬间变成 3/4 拍的节奏型，使得拍子之

间没有固定的循环周期规律。 如同我国传统音乐中

的散板一样，是依靠演奏者自行组织节奏上的紧缩与

扩展。 舞蹈中急促的锣鼓点使现场群众的心情异常

紧张，构成鬼神莫测的摄入心魄的威力。 村民们跟随

钟尴的舞者，手捧火把从储庙内冲出，绕村一周，将鬼

驱逐出村外，加之打鞭炮放火镜，锣鼓节奏紧密，使储

舞音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三、南丰储舞音乐的结构特征

I. 音乐结构羊一 。南丰储舞的伴奏音乐古朴简

单，多以上、下句为基础，周而复始地一乐句式乐段，

有的全曲甚至只有一两个小节。此种伴奏或以简单的

一小节节奏反复伴奏，或以有规律的混合节拍交替反

复伴奏，它使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节目表演上而并不感

到枯燥，起到了烘托表演气氛的作用。如在《开山》这

一节目中，常用的节奏3/4仓仓仓仓就是反复地使

用同一个小节的伴奏型。有的舞步则采用2/4 咚咚且
- 

｜咚咚且 Ii咚咚且且｜咚咚咚咚且｜单一的节奏

反复与连缀

2. 曲式构成独特。 单一性的音乐结构恰恰反映

出其音乐自身的独特性。 南丰饨舞音乐有一种既固

定又自由的单乐句一段体。 例如娱乐舞 《哪吨》 中的

吹打乐 2/4 巳 ~I 主4 U I 旦 旦早
I ? . 豆｜咚仓咚仓｜咚咚咚咚匡：1

笔者赴南丰采风，收集到大部分储班都采用的与

以下《反八卦》旋律相同的吹打乐。 2/4 豆豆 L豆 ｜

主导 I I 牛牛巳｜立U 1 I 坚丘垦匡
｜ 咚咚咚匡｜咚匡咚咚｜匡一 I 1主 L豆｜

豆豆 1 I~ 23 IL~ 1 I 堕豆豆匡
｜墅里坚 匡 I i咚匡些坚｜ 匡一 ： Il g 主2

I I 2 1 I 3 2 3 2 I l 2 l I O 23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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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主2 Ll I 旦主之 ul:1豆 12 ·I I （由南丰
朱道平老师提供）。 这是一个五乐句的乐段，整曲是

宫调式，每个乐句都落音在宫音上，第一句和第三句

旋律运用“同尾换头”方式，每句除去开头的第一拍，

其余部分都保持原样，即把 5 56 改为 1 2，似乎积蓄

起音乐的冲击力。 第二、四句为锣鼓伴奏，都是结构
完全相同的两个乐句，节奏规菇。 第五乐句的中间加

入了几次重复的小节，使得规模远大于前面两句旋

律。 全曲曲调质朴，频繁使用了二度、三度音程。 这种

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音乐特点与我国传统音乐的结

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建国后，南丰储舞音乐突出了娱乐节目的特点，

“新佛”音乐的曲式结构也日臻完善，常以欢快活泼的

形式出现，句法规整有序。 南丰储舞音乐作曲家曾更

生创作的《雷公》就是在传统锣鼓节奏基础上，加入轰
隆的雷声、刺H良的闪电和刀光剑影似的电子合声，把

凶猛威严的雷公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旋律在 7/4

拍变换拍中运用模进的创作手法，用长短完全对称的

手法使音乐作品清晰简洁，烘托场景，充分表现了完

美的艺术境界。

南丰储舞音乐经过千余年的文化积淀，在继承中

求发展，尤其是在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南丰储舞音

乐工作者们，在对传统音乐挖掘、收集、整理的基础上，

吸收了较多的外来音乐文化元素，为传统音乐注入新

鲜血液，比如·戏剧、灯彩、武术等，创作了许多符合现

代人审美要求的储舞音乐，使南丰储舞音乐从单调的

锣鼓节奏形式演变成丰富多彩具有艺术魅力和审美价

值的音乐旋律，也使南丰储舞更具艺术性和表演性。

四、南丰储舞的传承与保护

南丰储舞是传统文化体系中最为纯朴的文化沉

淀。 在现代化信息技术繁荣的今天，南丰储舞的生存

与传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过去，我们对待传

统民俗文化的态度，像对待一切落后的、封建的事物，

对保舞的认识仅仅局限停留在“封建陋习”上。 但在

文化意识领域里，民俗的传播是具有独特的运动形态

的，它相沿成习，始终会不断地流传变化。

南丰储舞作为一种民俗信仰及民间舞蹈流传至

今，所保留的驱鬼逐疫仪式并无巫师参与，表演者都是

乡民。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摊礼仪式，它反映了社会

文化的价值与结构，它有平衡与抒发人类情感的和l谐

等功能。南丰储舞的存在是历史性也是共时性的，是过

去和现在的共存，这也是它当下依然有生命力的重要

原因。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文化的发展要关注“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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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这必将对我国的文

化遗产保护和民族精神的建设互动带来巨大的促进

南丰储舞这种传承式的民俗文化离不开行为载体，这

就需要在发掘整理的同时，培养新的传承人。

实际上，从建国开始就有文艺工作者来到南丰的

田野乡间，进行挖掘整理。 早在 50 年代初，我省已有

一批经由文艺工作者整理、创编，并多次参加全国展

演的南丰但在舞，如： 《文王访贤》、 《和合》、《丰收乐》、
《蜜摘大王》、 《判官醉酒》等 ， 其中许多节目获得全国
大奖。 文革后，南丰储舞再度活跃起来，它有了一个

较为稳定的生存发展空间。 90 年代后，许多国内外专

家学者赴南丰考察，认为它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艺术

珍品。 南丰民间储舞队也走出国门，为中、日、韩文化

交流做出了许多贡献。

但据笔者调查，由于经济原因，这几年来只有几

个像石邮村、上甘坊、黄砂村等老的世代传储村，才坚

持每年照常举行活动。 这些村的村干部仍旧十分支

持储舞活动，他们都表示会尽全力地保护传承好祖先

留下的民俗文化，使之成为当地春节活动不变的传统

习俗。 为此，当地已开始经营储文化旅游，以推广传

统文化并提高傲艺人收入。

在对待摊舞的传承上，南丰当地政府采取了记

录、学习与培养新人的方法。 2002 年县文化局多方筹

资开办了县少儿艺术培训中心，设立储舞艺术课程 ，

培养了十多名少儿储舞艺术传人，成立了少儿储舞艺

术团。 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指导下，提高了保舞表演

水平和对乡土艺术的鉴赏能力 。 “娃娃锥舞队”就是

南丰当地民间自发组织的少年儿童学跳饨舞队。许

多当地的百姓都十分支持孩子学习这一传统民俗文

化。 这些都是保护南丰民俗文化的积极举措。

笔者认为，既要发掘又要保护。 不过度开发破坏

饰文化生态环境也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把保舞

的表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才能始终焕发

它的勃勃生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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