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饨的历史文化及审美特征研究·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李健李帆

储文化被称为我国原始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国一种古老的精神逐鬼、祈福免灾的文化现象。赣傲是中国

储的一部分，具有中国储共有的特征。但赣储又是地域储文化，而且经历数千年积淀传承，形成了独具物色的

鲜明特点。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江西作为保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地域之一，在

2脱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商丰跳倦、要源保舞、乐安保舞、萍乡湘东俺面具名列其

中。 在文化部对“赣侬”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十六字方针

指导下对“赣佬”文化特征与审美特征加以研究和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赣储历史

1.赣储萌芽的商周时期 司马迁《史记》载：“苦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蠢”，指的是洞庭湖与翻湖阳之间的

湘睹边区。处于这个中心地域的挥乡，正是远古时期以饰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或以萤尤为首领的三苗

九黎部族文化的发源地。江西新干（淦）大洋洲商基出土的牛角人面猿牙膏铜神面和消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

范面具，正是史载氢尤“铜头”“头有角”的图腾形象，即是萍乡牛角人面猿牙的“开山”侬面形象。这种粗矿、狰

狞的摊面雏型，为赣储文化溯源于商周时期，提供了实物证据。

2.赣储活跃的汉唐时期 南丰县《余氏家谱·储神辨记》载：“汉吴芮将军封军山者……对丰人i吾曰：此地

不数十年必有刀兵···须祖周公之制，传储以蜻妖氛。”消代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龚溥庆《师竹斋笔记》载：搪

夏徐姓，“磨时住长茅之北堡”，所供储神为古方相氏（洁道光四年（ 1824）（义宁州志》）。说明修水县唐代就有

储事流行。晚唐时在崇仁县西南，流行一种储戏，以打击乐器伴舞（ 1蜘年〈崇仁县志·文教志》）。以上记载

足见汉唐时期，赣储事象之活跃，是不争的事实。

3.草案储鼎盛的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赣储文化也随

同江西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到了辉煌阶段。宋朝历代帝王的推崇，佛道两教在江西进一步泛滥，寺院富观遍

布各地，这对赣侬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萍乡东源石源、村仙帝庙建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归命-984），商丰金砂村，

上栗丰泉村，乐安流坑村的家族储班都是宋代建立起来的。宋代儒、道、释的融合为民间乡储注入了新的内

容；而城镇与商业繁荣带来市民文化的兴起，又推动了乡储向娱人化渐进。南宋诗人刘键所作《观储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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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徽》卷二十四）对南

丰储舞剧表演所作生动形象的描述，就是乡储娱人化的证明。

4.赣饨擅演的明清时期 跨过元朝异族统治，扼杀包括神像文化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特别时期，到明清两

朝封建统治相对稳定时期，赣侬文化进入新的演绎阶段，一方面赣饨向闽、皖、湘、滇、黔、Jil地带传衍，另一方

面，京都、陕、粤、浙等地的储文化向江西渗透。明清时期，江西戏曲活动兴盛，南戏、孟戏、吃阳腔、宜黄腔、皮

黄腔等各类戏班声腔的流行，有力地促进了摊舞与戏曲的融合，为储戏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所谓“娱

事之乐，诸如杂辜百技，傲、愧、倡优、灯影、戏剧等，城乡士庶犹然成风”（明嘉蜻天一阁抄本〈宁州志》）。 明代

宁州（今修水县）这种侬戏兴盛之风一直延续到清代。 诸如修水的“宁河戏”，浮梁的“五举戏”、广昌的“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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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等，都是江西储戏的典型代表。

5.赣保衰败的近现代时期 近代百年以来，连年不断的战事及政事风波的冲击，使江西经济文化受到严

重摧残，赣储文化在城邑基本消亡，农村储文化遗存不多。其佛面被焚，锥庙遭毁，俺班解散，保事受阻，赣储

文化处于低谷冷落阶段。

二．赣储文化特征

做文化是以储礼、做仪为中心，以保戏、储舞、储俗、储艺为主要标志，在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

成为融合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艺术文化的复合体。它以原始文化为基础，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先导，

以法术、巫术为手段，并且融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鬼崇拜、祖先崇拜等内容，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里形成

多姿多彰、奇异瑰丽的风采。赣储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又兼收并蓄各地储文化因子，而形成多样化的风

采，并具有四大特征：第一侬仪式原始古老。赣储较完整地保存了原始的古代储祭一侬舞一侬戏演进过程的

储祭仪式。其历史之悠久、内涵之深厚为世人所瞩目。如南丰县石邮村的“跳佬”是中国现今极为罕有的古代

储祭仪式的遗存。第二文化深厚、纳异化同。赣摊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

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侬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第三文化体系完整、内容传统。赣饨品类多姿多彰

在中国储文化中并不多见。如从其性质而言，有保祭、保艺术之分；从表现形式而言，有开口傲、闭口储、军储、

文傲、武锥之别；从艺术品种而言，则有储戏、饨舞、储俗、储剧、储歌、储舞、储艺等。另外赣储始终保持着以面

具为一切活动核心这一传统。第四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据考证，巫饨活动在赣都大地最早可上溯至殷商。

江西储事活动分布广泛，其中的许多民俗遗存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储文化遗存丰厚的南丰倦。据新近统

计，南丰原有饨班 180 多个，现存 110 班；保存了明代储神庙和古老的储祭仪式；流传 110 多个储舞节目和 180

多种 23000 个面具，现有民间储舞艺人和雕刻艺人二千多人。尤其是被文化部评为咱国民间艺术之乡（储舞

艺术）”的抚州南丰县和挥乡上栗县，为赣储文化在全国赢得了荣誉，加上委源、万载、德安、乐安等地的储文

化，使江西成为中华储文化遗存大省。

三．赣饨的艺术审美特征

赣储不仅具有中国保共有的特点，在整个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因地域文化的

影响，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具有赣储独特的艺术魅力。赣饨的艺术形式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如佛面具、做

歌、储舞、储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

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

证。尤其是各地侬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骤俘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

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作为原始音乐和语言的保坛巫音，除了对研究人类音乐和语言的起源、演变具

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外，同时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特别是随着储戏舞中巫术意味的逐渐淡化后，不少依坛巫

音也渐渐从神坛向世俗演变为相对独立的歌唱艺术形式，构成了群众性审美活动的一部分。那种界乎于说话

与唱歌之间的声音形态，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做面具艺术是中国古代舞蹈戏剧脸谱艺术的源头之一，面具是储戏最为夺目的部分，是匠心独运精雕细

刻的艺术品，是积淀着人类宗教意识和审美意识的文化符号。面具所表达的是一种超现实的抽象世界，促使

观众在惊异中去作积极的审美想象与思考。面具所体现的是传统艺术的“写意传神”的美学精神，融合了“离

形得似”、“笔简意繁”、“妙在笔墨之外”等美学原则。赣储始终保持着以面具为一切活动的核心这一传统，赣

佛面具的艺术风格浑厚、粗矿、古朴、单纯，民间工匠凭着传统的雕刻技艺，简洁明快的刀法、柔美流畅的线条，

雕刻出各种不同的造型面具来刻画每个面具在戏曲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和身份，其表现手法主要以五官的变

化和装饰来完成人物的骤悖、凶猛、狰狞、威武、深沉、冷静、英气、奸诈、滑稽、忠诚、正直等。这些造型像貌深

入细腻、手法多样，精巧而不繁杂，五官塑造简练明了，轮廓清晰，既趋向现实又具有抽象夸张的成分，如南丰

储面具的古朴粗矿，摔乡储面具的简练凝重、细腻诙谐等。赣侬面具的雕刻，蕴含着艺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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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一方面使我们捕捉到原始气息的文化现象，传承着历代艺人对饨的祟信和理解，将先民们对神灵的偶像

崇拜，对鬼魅疫坊的痛恨，通过面具的制作而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这些面具在制作工艺、造型特征等方

面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木居住艺术。

赣侬服饰有着精神象征性，体现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有祈福求祥、避难趋邪的寓意，具有原始宗敬色影的

本源思想。另外赣摊服饰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和装饰特点，在色影上追求简练和大块面的对比，注重色彰的

前后空间感，装饰意味浓厚。赣饨服饰还有着丰富的变化性，既有材料风格的变化，又有视觉形式的变化，通

过造型的变化，强调角色的地位、情感、行为的区别性。如地位显赫的多穿长袍，地位卑劣的多穿短衫。

江西深受楚文化崇神意识的影响，宗教巫术祭祀的民俗活动普遍，祭祀舞蹈“跳饨”非常兴盛。这一被专

家学者们誉为古代舞蹈活化石的储舞，在中国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了。主要分为大储仪式舞与大储娱乐舞。在

汉代至唐宋时期饨的舞蹈艺术高度发展，社会风尚豁达开放，储舞渐渐展现出娱神也娱人的格局，当时民间饨

舞盛行。明清时代的储舞吸收了戏曲、杂技的技艺，从为储祭而舞蹈衍化为倦戏，锥舞的表演达到鼎盛时期，

储事活动世俗化、娱人化特征日渐浓厚。其有着完整的表演结构和独立的内容与主题，抒发着表演者的内心

情感，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如赣储舞最具艺术特色有中国‘保舞之都’称号的商丰储舞艺人头扎布巾，脸戴

面具，身穿影衣，手持道具，合着音乐，应着节拍，霍然起舞。演出时“手脚弯钩身段圆”艺人戴着不同的面具，

配以不同情绪音响节奏，生动的刻划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储谚云：“发怒晃头笑抖肩，手舞足蹈顺一边，快慢缓

急看人面（指角色），一举一动合鼓点”。

四．结语

如前所述，传统做文化在民间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已成为一种知识性的存在，有着巨大的储文化知识价值

再现。正如张紫晨先生所言：中国仰文化丛系，包括饨的观念、饨的文化根基、储舞、储仪、储戏、储柿、储面、储

坛（堂）、储器、储画，以及有关的驱鬼活动、祭祀酬神活动和求子、度关、医疗、娱乐、建房、超度等法事活动。储

文化是一个很庞大的知识体系。赣饰文化作为中国储文化中最校繁叶茂的一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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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佛是具人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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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掘赣储文化、保护赣侬

文化、弘扬赣储文化，让赣侬文化既要体现古储艺术在生命意识上的传统文明形态及其带给当代人生活的道

德启迪，又要面对现代生活文明和艺术境界，体现自身文明形态及其带给现代社会的艺术启示，尤显迫切。笔

者认为：储文化现象，如任其自生自灭，难以长期在民间保存下去，要拯救这一文化现象，应该是从认真研究资

源文化要索、价值要素、效用要素、传承能力等各种价值人子，一方面由专业人员认真研究佛文化中的艺术因

子，充分发挥其在审美价值上的特点，使其朝着发展成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方向努力。另一方面在

民间尽量保护原生状态的做事活动，并且在旅游开发中形成合理分布的民俗文化村，使做文化形成一种地区

性的旅游资源，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储文化活动有一个长期稳固的经济基础，使民间的俄文化现象继
续存在、发展下去。

可喜的是近年来赣储文化受到了江西省政府及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8 年由中国文联、江西省人

民政府、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江西国际储文化艺术周隆重开幕，围绕“传承文明，和谐发展”的

主题，充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展示赣侬风采，为扩大国际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挖掘和利用世界各国

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作为南昌重点建设工程“做文化主题公园”的项目也在建设之

中。由此可以看到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储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

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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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疆场有瓜”，既不影响庄稼的整体规划，又充分的利用了空间。葫芦在〈诗经》中有一些不同的称名，《郁风

·钝有苦叶》称号包：“钝有苦叶，济有深涉。”《圃风·七月》称壶：“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幽风·东山》称瓜苦：“有

敦瓜苦，杰在栗薪。”《小雅·南有嘉鱼》和〈小雅·领叶》称号1：“南有棺木，甘苦1累之。”、“幡幡瓢叶，采之烹之。”

“壶”和“瓜苦”之“苦” llP通“领”。《困风·七月》中有：“果赢之实，亦施于字。”果赢llP丰富楼，又名瓜篓，也是一种

茧生的葫芦科植物。人们还开辟专门的果园种植果树，《魏风·园有桃》说的是把园子里结的桃子和枣子摘了

来食用，人工种植的果树不仅仅局限于这两种，相当年卫丈公率民定居下来后种植了大量的树木：“树之镣粟 ，

椅桐梓漆。”（《翩风·定之方中》）。这些瓜果的种植补充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二｝经济作物

粮食作物的种植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食物保障，与此同时，根据生活需求，先民还种植了一些经济作

物。人们选择桑、麻、葛等植物予以培植，主要用以制衣。商周时期，种桑养蚕的生产已遍及广大地区，人们开

始大面积的栽种桑树，“农桑”是统治者非常重视并大力提倡的事情，《即风·定之方中》：“景山与京，降观子

桑。”卫文公特别注重所选择的定居之地是否适宜植桑。《札记·月令》载统治者还通过亲躬的方式以督促桑

事：“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以劝蚕事。”（5）由于桑树的普遍种植，桑在《诗经》中随处可见，《邸风·桑中》：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唐风·鸭羽》：“肃肃鸭羽，

集子苞桑。”、《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桑。”、〈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大雅·桑柔》：

“壳彼桑柔，其下侯甸。”……人们对桑树有着特殊的感情，以至于把它作为家乡父老的象征，《小雅·小井》：“维

桑与梓，必亲敬止。”敬重父母种的桑树桦树以表示对父母的感恩和思念。

麻和葛原是野生植物，周初时已经开始人工种植，《齐风·南山》：“艺麻如之何？横从其亩。”、《王风·丘中

有麻》：“丘中有麻，彼留子怪。”、《圃风·七月》：“泰程重移，禾麻寂麦。”、《大雅·生民》：“麻麦I障I憬，瓜聪哮哮。”、

《周南·葛罩》：“葛之罩兮，施于中谷。”、《棉风·旋丘》：“屁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人们收取麻、葛后必须经过

一定的技术处理方可作为纺织原料使用，《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讴麻。”、“东门之池，可以讴红。”

红是麻的一种，亦称为伫麻，经过几天浸泡，用某些天然繁殖的细菌来分解麻类韧皮中的胶质，剥去其纤维，然

后可以绩纺织布，《圃风·七月》：“七月呜妈，八月载绩。”对葛的技术处理是采取加热的方法，《周南·葛罩》：“葛

之罩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别是蔼。”将割下来的葛藤置于沸水中煮，然后剥取其纤维，用以“为始为 1谷”，

统是细的葛纤维织成的布，纯是粗的葛纤维织成的布。葛和t麻的茎还可以做绳，用葛绳缠绕编成鞋子，《魏

风·葛属》“纠纠葛腰，可以履霜。”和《齐风·南山》：“葛履五两，冠绥双止。”指的就是这种鞋子。

传统的农耕生产是在自然环境严格限定的条件之下获取生活资料实现生活目的的手段，它是人为的又

是被决定的，所以先民在从事生产劳动时，既顺应自然又有所作为。环境的变化是周期性的，人们大致掌握了

自然的规律，于是就有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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