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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乐安县流坑傩舞， 是千古一村流坑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流坑傩舞的来历据村志载， 当在北宋徽宗时期( 1101-1119 。

  

一说为宋哲宗元祜年间 1086  -  1094)， 户部侍郎（一说监察御史）董

  

敦逸致仕归家，从宫廷得文武傩面具各一担。 船入赣江， 忽遇大风，

  

将一头文傩面具跌入江中， 其时傩面逆风而上， 被南丰人拾得， 故文

  

傩在南丰演习开来， 而流坑只存武傩。

      

流坑傩舞的传人， 较之南丰 、 崇仁、 黎川乃至同县的东湖 、 罗山

  

和敖溪的傩舞， 虽都有传说之无稽， 却独具艺术虚构性 ：那大风大

  

船， 那江波水面，那衣锦还乡的京官和逆流而上的面具， 虽不能科学

  

地解释为何流坑只存武傩， 但却满足了人们一种对立圆满的心理需

  

求， 拉开了流坑傩文化舞台的序幕。

      

傩最早并不与舞结缘， 而是上古人驱疫逐鬼的一种禳祭活动。

  

据考证，早在甲骨文中就有
“

f其
”

（即魃）字。

“

魃， 丑也。 今逐疫有颠

  

头
”

（许慎<说文解字》）
“

颠头
”

就是跳傩者在
“

以掸驱疫疠之鬼
”

时所

  

戴的凶猛狰狞面具。 傩舞依于傩面源于原始巫舞， 二者的正式结

  

合， 当在周代。 据<周礼· 夏官>所记， 其时有方相氏掌傩驱疫逐鬼又

  

祭又舞， 乡人备日演傩。 <论语 · 乡党>也记有
“

乡人傩， 朝服而于}乍

  

阶
”

， 说明当时（春秋时期）跳傩仪式的隆重。 到了西汉， 宫廷傩舞更

  

为盛大。

      

流坑的傩舞， 别名
“

玩喜
”

。 自北宋后期传人起， 就不仅是神秘

  

而庄严的 ， 而是禳娱兼备， 雅俗共赏。 经过约 900 年的演变和发展，

  

现在的流坑傩舞，除了大年初一起傩， 十五圆傩， 还依然保留了较浓

  

厚的祭禳气氛外， 可以说是依托傩身， 多彩多姿， 舞乐并茂， 已成为

  

民间重要的庆典娱乐活动了， 并有更加艺术化的趋势。

      

从表演的事由时节来看 ， 凡登科 、 迁官 、 进学 、 结婚、诞辰 、 生子 、

  

接郎、筑房等喜庆事宜， 必接傩班登堂入室， 茶果殷备， 酒饭酬待。

  

逢春节， 头年腊月二十四便召集傩班， 教习子弟， 日夜演练 ， 到了大

  

年初一
， 大演大庆， 直到元宵挂灯， 天天鼓乐齐鸣，走街串巷，观者芸

  

芸，好不热闹。 显见距驱鬼已远， 与祝贺相近。

      

从场面气氛来看，舞傩期间各家劈开长竹， 中藏松柴点燃， 插于

  

大街小巷， 整个村子， 耀如白昼。 搜傩时， 装神者戴面具执利器， 巡

  

于大家小户 ， 口 呼
“

傩 、 傩 、 傩… … ”

， 锣鼓 、 竹片 、 响钗声振聋发聩。

  

跳傩时， 台上（或坪上）面具神手持道具， 手舞足蹈， 配以锣鼓、 钹、

  

铛、箫笛等十八般乐器齐鸣；台下（或圈外）观傩者指指点点， 随喜随

  

惊， 掌声四起。 真可谓驱鬼之色渐褪，观戏欢欣有余。

      

从剧目剧情来看， 现有<钟馗扫台）、 （天官赐福> 、 <书生董永与

  

七仙女> 、 《魁星点斗》、《走极之喜> 、 （六将表演> 、 <和尚装香>等十多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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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走舞步。 台左唢呐

  

箫笛， 曲调缠绵， 台下掌声立起。 此外， <和尚装香> 、 《周公与挑花

  

女）等，亦均有很浓的情节性， 引人人胜。

’

应该指出， 流坑傩舞的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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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仍在发展之中， 虽多粗陋， 少曲折， 不全合传统戏

  

曲要求， 但可塑性强 ， 增添删减， 全凭民俗喜好， 加上

  

戏曲文化的融合和文化人的有意构建 ， 傩舞登上大

  

雅之堂 ， 立为地方剧种 ，恐怕为期不远 。

      

从面具道具来看， 呈人性化 、性格化趋势。 傩面

  

共 36 具，
一改过去那种狰狞可怖之状 ， 代之以和善

  

可亲， 为七仙女 、 桃花女 、 唐僧 、 和合；清秀俊美， 为书

  

生 、小和尚 、走极 、 太子；勇武刚烈， 为沙和尚、 钟馗、

  

殷郊 、 天官等。 延变至今， 这些面具很容易使人想起

  

京剧脸谱的彩艳艳、美佳佳， 其性格化 、角色化 、世俗

  

化 、艺术化， 成为傩舞得存的必不可缺的现实基础。

  

至于道具， 傩舞一向重面具， 轻道具。 武的有 ：刀 、

  

剑 、戟 、 棍、 枪、 鞭等， 文的有 ：扇 、 绢 、 花 、 盆（如聚宝

  

盆）、笔、 斗（墨斗）等。 面具和道具的做工都十分精

  

致， 特别是面具， 均以樟 、杨等优质木料雕刻而成， 工

  

艺讲究， 造形生动。 这里面临的一种困惑是 ：面具存

  

在，傩舞存在；但面具存在 ， 却又限制了傩舞本身的

  

发展， 如角色的表情没有变化， 面具表情与剧情发展

  

难以统一
。

      

从乐器曲调来看， 清（小）乐器有 ：小唢呐、 铛、

  

钹 、二胡、 胡琴 、 月琴 、笛子 、箫等十几种 ：浊（大）乐器

  

有 ：鼓 、大钹 、 小锣 、大唢呐等。 而京剧主要有 ：京胡、

  

二胡 、板胡 、 锣 、 铛 、 笛、 京鼓、 大鼓 、 唢呐等。 采茶戏

  

有 ：二胡、 笛 、 箫、 唢呐、锣、 铛等。 可以说， 流坑傩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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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悦耳动听 ， 或喜庆欢快， 或刚劲激烈， 总之， 雅

  

俗共赏。

      

从舞姿体态来看， 流坑傩舞讲求大气势（动作姿

  

态符合角色情节主体需要即行）， 大场面（绕场、 走

  

场 、对打均要到位）， 以突出角色， 吸引观众。 例如天

  

官身着龙袍，
一步一颠， 舞态潇洒 自如 ， 把个赐福于

  

凡民的天上良官的潇脱 、大度 、 可敬、 可爱， 表演得淋

  

漓尽致；七仙女， 哀哀切切， 袅袅婷婷， 顾盼似有情；

  

魁星一手捧斗，
一手执笔， 轻步灵活出台，

一脚翘起，

  

跌庄奇特， 舞姿活泼；小和尚开寺门伸懒腰， 揩眼睛

  

（表示山中佛家闲暇）， 依钟鼓之韵洒扫堂院， 添加灯

  

油， 轻插香柱（表示清静无为）， 念佛打座， 长揖三拜

  

（表示虔诚专心）， 等等。 如果不带面具，不加点破，

  

真不知是戏是傩。

      

从角色分工来看， 董永（相当于小生）；七仙女

  

（花旦）；钟馗、财神 、 马元帅 、 殷郊等， 尽可归人性格

  

刚烈，甚而粗猛的净（花脸）角色行列。 这 口

  

里并不是给傩舞人物硬派角色， ii

  

自己走人角色 ， 扮演角色， 成为剧幂萎篷器萎

  

有力推动者。

    

廊

      

总之， 戏剧应有的基本要素如剧情、 角 U

  

色 、道具 、 服饰 、 音响等， 流坑傩舞几已齐 I

  

备 ， 尤其是剧情的发展， 使流坑傩舞朝艺术 J

  

化方向迈开了极重要的一步 。 至于唱腔 、 J

  

道白， 流坑傩舞角色尚未
“

开 口说话
”

， 可鉴 I

  

的是，南丰傩舞早在元初已有简单的唱腔 J

  

与道白（见元初南丰诗人刘镗的（观傩>诗 ： I

  

“

牛鬣马权两批判
”

。 随着文化交流和人们 j

  

对角色、剧情要求的提高， 人物开 口 说唱， I

  

已势在必行。

      

为何一个初为纯粹的宗教信仰 、 神秘 f

  

而威严的民间祭祀活动， 会发展成为以祭 』

  

神为辅、 以娱人为主的称为
“

玩喜
”

的大众 J

  

化活动呢？究其原因， 可谓有三 ：

   

 J

      

一是初时 ， 董敦逸身为京官， 目睹朝廷 I

  

的哑子戏（傩舞）甚雅， 可驱灾 、 可兴族、 可 』

  

赐福 ，便带回流坑展演， 并请名师教调后 }

  

生 ， 使流坑傩舞盛极一时。 其时傩舞，并不 I

  

像异地傩（如傩文化圈中的陕、 甘、川 、黔等 J

  

地）那样，先经先秦两汉的
“

道神驱疫
”

的傩 l

  

祭阶段， 再经过魏晋唐时半娱神、半娱人的 J

  

“

平分秋色
”

阶段， 而是一开始就具有较强 l

  

的娱人性和艺术性。 可资证明的是：
一是 |

  

跳傩场地并非神坛式傩神殿， 而是俗人居 j

  

住的厅堂、场院以及后来的族村舞台（或说 f

  

勾栏）；二是祭祀仪式简单而剧情表演却不 I

  

断加强。 这说明， 流坑傩舞与其他傩舞-I

  

样 ， 傩仪与傩舞 ， 不仅后来分道扬镳， 而且 I

  

正挣脱傩祭的最后圈囿， 向艺术化的方向 l

  

迅跑。

      

原因之二 ：流坑傩舞不可避免地受到 f

  

多种文化因素（如赣剧、抚州采茶戏、 宜黄 j

  

腔 、 中原文化、宗教流派等）的渗透和影响， I

  

其中佛教传人和道教畸形膨胀，起了至关旦

  

重要的作用：傩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在全柔

  

民大教的压力下，被迫居于次要地位，且每长

  

撇下；为了求存’不矫另辟蹊

翕窆
了窖

  

退守到僻远的山野继续它的宗教活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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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墓中以山水为题材的壁面表现形式很

  

多， 既有整幅壁面的水墨 山水， 又有山水屏

  

风、 山水挂轴等形式。 发现山水壁画的元墓

  

主要有：山西大同至元二年（公元 1265 年）冯

  

道真墓①
；北京密云县疃里村元墓②

；山西长

  

治郝家庄元墓③等。

      

山西大同西郊宋家庄冯道真墓墓室北壁

  

绘有一幅长 270 厘米 、 高 91 厘米的水墨山

  

水。 画面上崇山峻岭， 群峰叠翠， 林木蓁蓁，

  

烟云缥缈。 山麓河水清澈 ， 远处一叶孤舟， 近

  

处有茅屋。 整幅画笔墨苍润雄厚， 气势浑茫，

  

意境清远空灵。 画面右上方题
“

疏林晚照
”

四

  

字。 此墓的墓主根据墓志铭文叙述 ：
“

西京创

  

建龙翔万寿宫宗主， 清虚德政助国真人， 乃清

  

虚之三祖也， 道号青云子， 姓冯讳道真， 西京

  

大同县玉龙洞七峰山人氏…… ”

， 可知冯道真

  

山东 申云艳

  

为全真教道官， 根据这幅山水画观察，与现今大同市

  

口泉玉龙洞七峰山的风景相似， 推测这幅山水画可

  

能是描绘死者的故居所在。 在墓中绘制优美的山水

  

画， 是用来衬托墓主人的生活情趣，赞颂其清心寡欲

  

的…林隐逸生活 ， 表现其高洁品质。

      

北京密云县瞳里村元墓墓室东西两壁各绘一幅

  

山水图， 北壁绘两幅， 画的四周有宽的黑框， 表现的

  

应是四面山水屏风， 四幅画均用水墨写意手法绘制，

  

无论位置经营还是皴染勾勒都很精彩， 表现画者高

  

超的艺术水平。

      

山西长治郝家庄元墓墓室西壁绘一山水画挂

  

轴， 上部画出黑色的天头和呈八字形下垂的白色寿

  

带， 画心上有由远而近的溪流和苍劲的树木。 东壁

  

绘有一幅有双线边框的山水画，
一半已脱落， 可看出

  

画中有丛丛林木及一独木桥，桥下溪流飞泻。 北壁

  

所绘麻榻围屏上， 亦装饰有三幅山水画。 此墓壁画

  

外 ， 可供选择的生存之道就只有世俗化（娱

  

人）了。

      

原因之三 ， 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开放交

  

流，使流坑人开拓了文化视野，更新了文化观

  

念。 现在的流坑人（尤其是年轻人）， 既尊重

  

且希望保留祖传的傩文化 ， 又不满足现存傩

  

舞的古仆 、 简陋， 两种思想文化的撞击使他们

  

决心改造现有傩舞。 该村颇有代表性的文化

  

人董兆荣先生就说过 ：流坑傩舞要发展一是

  

要打开哑口说话演唱， 二是要尽快丰富剧情故事， 三

  

是要新增剧目和角色。
一句话， 就是增强戏剧艺术

  

性， 否则将难以立足生存。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一来，流坑傩舞是不是

  

变性变味了呢？ 其实，傩舞从独祭到又祭又舞，从娱

  

神到娱神娱人，从仅有男角色到女性角色加入， 各个

  

历史发展阶段均不相同。 循次渐变这一点本身， 就

  

是很好的证明。

      

责任编校：查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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