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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外来影响 ，传承不了祖传的内容

      

有一次我在中国某一个地方的农村里拍摄

  

皮影戏 ，休息时在朋友（也是一家影箱——皮影

  

戏班）家里看录像 ，朋友突然喊起来 ：
“

不对！
”

      

视频里表演的是《秦英征西》， 画面是秦英在

  

战场上拥抱着他父亲的尸体。 朋友说 ，儿子面对

  

父亲的尸体 ，应该先从父亲身边后退几步 ， 向父

  

亲跪下来 ， 呼天抢地地哭叫。

“

秦英
”

没有这样

  

做。 可以说这个
“

秦英
”

受近代的人道主义精神

  

的影响很深 。

      

很多地方的皮影戏影箱（皮影戏班），现在的

  

演出场次都少得可怜了。 但是这个影箱不然 ，在

  

这个村寨里演几天戏 ，搬到另外一个村寨里再演

  

几天 ，

一年四季都留在农村 。

      

因为那些
“

口 头
”

表演艺术靠现场表演的经

  

验来传承 ，

①
这个影箱的传承条件相对来说是比

  

较好的 ，甚至可以说是现在罕见的比较正宗的传

  

统老戏班子 。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内容

  

很多很广 ，艺人也是 ， 当地的很多观众也是 ，人们

  

都已经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了 。 这是一个地区里

  

的
“

口头
”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已经变化了的一

  

个例子 。

      

我这个外国人拼命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化 ，

  

看到什么东西都认为是珍贵的
“

中国
”

文化信息 。

  

但是这个经验让我发现 ，

“

中国
”

不是一个固定的

  

对象 ，除了地方的差异之外 ，

一个地区里头也会

  

有种种因素的变化 。

      

通过这个经验 ，我这个老外对在中国传承下

  

来的 、看不到的文化因素更感兴趣 。 因为 ， 刚才

  

秦英那样的场合 ，跟 日本以及古典作品里的描述

  

是不同的。 比如 ， 日本人一般最痛苦的时候不应

  

该哭叫 ，特别是男子汉 ，连漏出哭声也不行 ，而是

  

咬着牙 ， 紧握拳头 ，身子一动不动地忍耐 。 周围

  

人照看尸体 ，尽量保持安静 ，形成没声音的环境 ，

  

让大家感觉到一个严肃的仪式般的气氛。 当然 ，

  

当孩子的也不叩头 。

      

中国地域辽阔 ，有很多少数民族 ，方言也不

  

一样 ，肯定有种种很有特色的文化。 各个地方很

  

有可能都有各 自流传下来的一些
“

看不到
”

的文

  

化因素 ，但是 ，这些文化因素很有可能都已经不

  

知不觉地开始变化了。

      

全球化的现代 ，任何地方 、 任何文化背景的

  

年轻人 ，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口头表演艺

  

术家的徒弟们 ，无论如何努力也避免不了其所传

  

承的文化内容的变化。 所以 ， 如果真的珍惜老人

  

家（民间艺术家）的绝技 ，他即便有好几个聪明的

  

徒弟都不能放心 。 因为以前的能演长时间的
“

本

  

戏
”

现在确实传承不了了。

  

二 、何谓分布

      

我这个外国人看中国的文化 ，

“

唱腔
”

这个概

  

念是比较难懂的。 下面介绍我在河南省大平调

  

地区发现的例子 。

      

我去河南省不是找大平调 ，而是找皮影戏表

  

演 。 那边除了皮影戏之外 ， 当然人戏和其他木偶

  

戏等表演活动都用大平调 。

∞
有一次我找一个五

  

十年代有皮影表演的村寨 ，听到了那里本来没有

  

皮影影箱 ，他们演皮影戏是因为偶然得到了影

  

箱。 他们原来有
“

堂会
”

的活动 ，

一般的村民们集

  

合起来合唱大平调 。 他们为我再次表演二十年

  

来没开过的
“

堂会
”

，并介绍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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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稻叶明子《从影戏采访的经验看
“
口头文化

”

与
“

写字文化
”

》， 2006 年 ，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

  

我介绍座谈会时跟掌握山西长治赛社仪礼的乐户谈的内容。

“
口头

”

艺术的继承通过实践来传承。 往时一年有一百次以上的赛社活动 ，

  

至少三天活动一次。 赛社活动被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恢复活动收徒弟 ，不过现在的表演次数没有那么多 ，往时的传承方法是不能

  

恢复的。

    

② 稻叶明子 ，河南省大平调④民间C二扫 C于为分布形态一演剧老立与上C于为乡里∞唱腔传承 ，《日欧 · 日亚比较演剧综合研究课题成

  

果报告集》，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 ，2008 年版。 什么是唱腔？我整理了二零零六年访问的河南省内黄 、长堰 ，河北省南部的皮影戏 、木

  

偶戏表演的分布 ，主张唱腔应该要从分布和种种生存形态的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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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 。 他现在在城里当人戏大平调的演员 ，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堂会最后的活动期间正好二十来

  

岁。 通过交流 ，我们发现了人戏表演跟堂会唱词

  

的差异 。 堂会本来是描述性的 ，用唱词来描写场

  

面 ，而人戏是人来表演 ， 有装扮化妆并有动作 。

  

再说堂会的活动每次都很长 ，而人戏的表演时间

  

比较短 。 所以堂会时记的唱词相对来说长又细

  

微 ，人戏不一定保留其唱词的全部内容。
① 现在

  

人们已经没机会唱堂会了 ，等于说那些有滋味的

  

唱词已经消失了 。

      

大平调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地

  

人天天都享受并深刻理解 。 但是其中皮影戏 、 堂

  

会等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了。 年轻人已经不知道

  

那个地方以前有过那样的表演活动。 人戏的大

  

平调也比较困难 ，但这个已经列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 。 可是堂会有人照顾吗？ 以前参加过的人知

  

道其存在过并正在消失 ，但不去做积极的传承或

  

记录工作 ，只是因为那完全是以前农村的娱乐活

  

动 ，年轻人已经不感兴趣了 ，所以 ，没有人会想着

  

去进行传承了 。 但是如果考虑唱词本身的话 ，祖

  

先的文化因素最细微的地方可能就在那大量的

  

稍显难懂的堂会唱词里头 。

      

皮影戏、人戏等让别人看的表演活动人们比较

  

容易看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我认为
“

唱腔
”

本

  

来是于普通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个现象叫
“

分

  

布
”

。 所有普通人的生活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原来

  

的传承内容 、文化的基因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三 、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类似的农村普通人口传的唱词 ，我在中国别

  

的地方也碰到过几次 。

      

在贵州 ， 我听说某个乡下有非常好唱的村

  

寨 ，就随便到县城找线索。 到了村寨 ， 白天怎么

  

找人都说自己不会 。 但是 ，那天晚上恰巧有一个

  

葬礼 ，有人推荐我留到晚上参加葬礼 。 葬礼上我

  

碰到包括白天对我说
“

我不会
”

的 ，其实村里的大

  

部分老人家整个晚上都一起唱。 这些活动里的

  

唱词往往是几百年传下来的有滋味的古词 、 故

  

事 ，但还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也没有任何人去做

  

记录。 年轻人当然不参加这种活动 ， 因为没有生

  

活上的必要 ，传承不成也没有人着急 。

      

说实话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 ，我 日本的老家

  

里也有类似的活动。 也是葬礼。 葬礼的仪式是

  

由佛教和尚 、基督教牧师等与宗教有关的主持人

  

来进行 ，但是仪式结束之后 ，不仅宗教人士 ，也有

  

邻居们集合起来唱 。 宗教仪式本身是利用各个

  

宗教的方式来进行 ，这完全是另外的系统 。 乡村

  

里其他农业祭祀活动时的歌颂 、舞蹈 、表演活动

  

等被
“

无形文化财（日式非物质文化遗产）
”

名单

  

登录了 ，并利用社区的
“

传承保存会活动
”

等来支

  

持 ，但是这个丧葬时的唱歌活动没有任何积极保

  

存活动 ， 白白消失 。

@

      

上述问题 ，共同点是年轻人没有把传统文化

  

继承下来 。 即使传承困难 ，那么努力申遗的话 ，

  

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 而很多地区 ，许多民间的

  

传统文化是在连其存在形式都没有被发现的前

  

提下就已经消失了。

  

叫 、前提的崩溃

      

培养年轻人所不可缺乏的共同浯 、科学 、 电

  

脑等 ，都是这一百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而发展

  

起来的。 现在 ，年轻人连 自己的文化背景也是不

  

容易把握的 ，所以 ， 申遗能成为让他们深思回顾

  

自己 的文化的好机会 。 虽然如此 ， 他们仍然是

  

“

外人
”

， 也就是说 ， 我担心原来应该是传承者的

  

年轻人把 自己的文化背景看成
“

从外欣赏
”

的东

  

西 。 人们依靠的经济活动 、 生活方式一 E：L改变

  

了 ，那些表演活动的内容也就变成 了
“

… 的东

  

西
”

。 这时刻就是该地区人们的文化基因 ， 演变

  

成文化
“

遗产
”

的界限 。

      

文化基因不是限制存在于少数人的杰作之

  

中，而是存在于应该挖掘的 、 以种种形态
“

分布
”

  

在社会里 、各个人的脑子里的基本的因素。 表演

  

活动是社区人们共同参与的 ，祭祀活动往往是社

  

区里主要的集体活动 。 社区的地缘让它发展起

  

来 ，社区居民的血脉让它传承下来 。 但是 ， 全球

  

化等于是让这最基本的前提——社区 ，崩溃了。

  

全球性的经济生活远远超过社区的地缘 ，大范围

  

的人口流动带来血脉本身的多样化 。

      

“

口头
”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固定下来吗？ 本

  

文主要以采访几个中国的民间表演艺术的经验

  

为例 ，分析在全球化的背景里考虑
“

文化
”

的立足

  

点。 我估计 ， 目前的困难在于 ，这立足点本身比

  

较难以把握 ， 立足点本身在变化 。 这等于说 ， 正

  

在变化的就是我们自己 。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担心很多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都将会化为乌有 。 爷

  

爷奶奶辈的活动我们如果不真正弄懂 ，而是只模

  

仿其外表 ，那么传统文化的精髓就不会被真正继

  

承下来 。 如果现在不重视 ，那么当懂得传统文化

  

的老人去世以后再想弥补就来不及了。

      

我想 ，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 以前的东西

  

会消失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要珍惜地记录现在的

  

面貌 。 每个人都应该从 自己的文化背景里 自觉

  

地将其文化基因提炼出来 ，客观地记录下来让后

  

代看看 。 现在就是能看到各个地方地方性文化

  

的最后的时代了！我们这些还具备各地方传统

  

文化的人就是最后的能做这些工作的人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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