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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傩戏是一门古老的地方戏曲形式，也是一种祭祀方式，其依附于地方文化，便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傩戏风格。在飞
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傩戏的生存处境堪忧，这种古老而又极具鬼神意识的戏种，已经与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现代社会的需

求格格不入，但古老艺术形态留存千年，有着丰富的表演形式与文化内涵，对于民俗学的研究、文化艺术形态的研究、宣传教

育等方面，都极具传承价值，切实可行的传承途径措施的出台与实施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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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辰州傩戏的宗教背景

辰州地处湘西北，自古巫风繁盛，历史上曾称

“三苗之地”，奉行巫教，以女娲、蚩尤、盘古为祭祀

对象，崇拜鬼神。《旧唐书．刘禹锡传》中评述：“贬
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
蛮俗好巫，每淫祀鼓舞，必歌俚辞。”朱熹《楚辞集

注》：“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其祀必使巫观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

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闻，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

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

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

之意。”［１］从中可以看出，屈原的《九歌》就是吸取

巫傩文化的成果，只不过其所表现的傩祭形式与内

容大大超越了普通巫傩歌舞的形态，有具体角色、

基本冲突、表现形式丰富的戏剧雏形开始出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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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傩文化的规律性。纵观傩戏，其发展历程为：

从傩仪到傩舞，从傩舞到傩戏，也愈来愈风趣。压

倒了阴森恐怖的“鬼戏”“阴戏”。傩面具中富于鬼

性和神性的面具陆续被人情味十足的面具所取代，

追求神奇的巫术神力日渐消失，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的民俗事象日益渗透，鬼神文化逐步演变成民俗

文化。

傩现象的规律性，在辰州傩戏中反映得更加充

分。作为巫傩文化之乡的辰州，在两千余年的沧桑

岁月里，区域内傩戏始终以傩坛为舞台，以祭祀为

目的，以巫傩为内容。随着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

渗入，傩文化的涵溶显得十分特殊，甚至是兼收并

蓄，故辰州傩戏至今还保留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民

族烙印。

辰州傩戏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道教

关系密切，演出时大都是由巫师（老士子）组成，还

傩愿所建傩坛、除悬挂盘古、三皇玉帝帛画外，还悬

挂道教清神等画轴。坛中扎“三洞”，巫师踩“八

卦”走禹步、作掌诀、画符，在傩坛所演之戏谓之

“傩戏”，又称“傩愿戏”。［２］

傩戏本身便是傩坛法事“开洞”的滥觞。在

“开洞”时无论傩坛布置繁简如何，坛中必设湘、桂、

渝、川普遍崇尚的仙洞，其中巫师还傩愿时的保留

法事内容就是关于此的傩祭巫书，这一法事主要是

称赞歌颂住在仙洞中的各位神灵，并寻求神灵的保

佑。［３］巫书《和神》中唱道：开洞师主上吾身／打开
一、二、三洞门／请五通、云霄上中下众神……和会
仙洞主／和会宝山殿内神；巫书中的精义都关切着
人的生存，特别是书中内容，神话传奇味开始淡化，

虚无缥缈的幻象逐步接近现实生活，体现对生命的

关照。

　　二　辰州傩戏的特征

（一）内容突出原始崇拜

辰州傩戏的戏曲内容十分广泛，土地戏在辰州

傩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和地位。在古代，人

们对土地的崇拜，和人们对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等

一样，都是从原始崇拜演化而来的。辰州傩戏中的

“土地神”也不例外，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崇

拜的形式上有了改变，增加了“娱人”的艺术色彩。

在《土地戏老词》中，戏曲内容是对自家身世的

叹唱，歌词如下：土地神，土地神，水有源流木有根／
我家住在华山岭，下坳就是我祠庭／头戴一顶草帽
巾，身穿兰衫多威灵／手持龙头一根棍，踏格踏格下
山林／土地堂，土地堂，土地没住一个好屋场／不住
田埂住堰埂，一住住在下浜上／一年四季没有望，只
望腊月年关往／猪头背在肩膀上，一背背到我祠堂／
点起蜡烛燃起香，磕头作揖对我土地望／口中念来
心中想，求我土地把灾禳／常言有吃必有偿，人家有
求我就忙……

在《三妈土地》中，又唱的是与三妈久别时的思

念和重见时的欢乐，歌词如下：自从别了我的妻，一

张嘴巴念掉皮／我想你，真想你，眼泪水儿泡饭吃
（ｑｉ）／我想你，真想你，倒穿鞋来反穿衣／我想你，真
想你，烧火烧到鸡笼里／我想你，真想你，走路走到
刺蓬（ｂｅｎｇ）里……在《万山关》中，又一改过去唱
鬼神的习惯而演唱历代的将帅和英雄人物守山镇

关的故事，其中亦不乏神话传说：列们请坐休声喧，

听我唱段万山关／下句关来上句山，前朝古人说一
番／薛仁贵三箭定天山，跨海征东杀辽番／后来死在
白虎关／樊梨花配的薛丁山，辅保唐王震平川／夫妻
大战寒江关／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为保唐僧去西天／
过了八十一难关……

（二）唱词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辰州傩戏演的是世情俗事，说的是乡土方言，

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妙趣横生，乡土气息十分浓厚。

如“修观音堂”中就用了“大行大市”“架起势来”等

等土语。唱词是傩戏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孟姜

女》全本十二折戏来看，唱词就占了五分之四，其中

大多吸取了民歌中的精华。如“吹的没有锯的齐”、

“麻布洗脸初相会”、“蚂蚁缠到鹭鸶脚”（《姜女下

池》）。另外佛经、道经的有机利用也是傩戏唱词的

一大尝试，如道教中“破血妇池”时唱了“十月怀

胎”，《孟姜女》第三场戏中就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

借用过来，加以修改和提高。再就是唱词的风趣和

大众化，如《观花教女》中，许百万唱：“女儿长大心

改变，花本绣得鸡扒乱，顺看好比锅巴片，翻看好像

蚂蟥蘿。”这种比兴手法，形象朴实，风趣味长。傩

戏中最活跃的唱词要数对花体了。如《孟姜女．万
望送郎》唱道：“对面山上满山红，你猜是个什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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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山上满山红，那乃是个映山花。”上述这些比喻

生动，生活气息极浓的语言，不仅丰富了傩戏剧本

的艺术性，更重要的是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另

外，辰州土地戏的唱词风格也将原始的威严、肃穆、

神秘和恐怖改编为农民最熟悉的民间语言，而且有

强烈的地方性，多用说唱形式演出，唱词中大量动

用民间口头文学，故而深受人们喜爱。在《土地戏

老词》中，有一段唱词如此唱到：“土地爹爹住祠儿，

一位住到下浜儿，又矮又小破屋儿，可恨一些看牛

娃儿，一群邀到我祠儿，他们打架儿、割孽儿，抽些

相棍儿转田儿，打板儿、抛象儿、滴码儿，爬到我脑

壳上屙屎儿”；《三妈土地》中唱道：“老仙门前一清

泉，流来流去几千年，有人吃得泉中水，乃是长生不

老仙”。这些唱词大量运用了地方土语，唱词乡土

味最浓，与民间歌谣中的语言相同。当地民间歌谣

《姐儿门前一清泉》如此唱道：“姐儿门前一清泉，

流到情歌屋前面，情歌吃了泉中水，一年四季把姐

欠”，其中不难看出相似之处。

（三）戏腔多样、板式灵活

辰州傩戏腔主要曲调有《姜女调》《范郎调》

《许公调》《梅香调》，还有部分特定情节的曲调，如

《晒衣调》《差官调》《对花调》等。常见的调式有五

声商、羽调式，和商徵交替，含羽调色彩的宫调式，

多“清角为宫”和“以商为徵”“以宫为徵”的转调，

板式灵活，唱腔颇为讲究，男旦亦用本嗓加上“阳打

飞”唱法。拿《孟姜女》为例，《姜女调》为该剧的主

要腔调，专用于姜女和范郎，旋律细腻柔和且善于

抒情，《姜女调》与《范郎调》有相通之处，但调式不

同。《许公腔》为许百万专用的声腔，是由《三妈土

地腔》演化而成，色彩明亮，气质刚毅。《梅香腔》

为小旦专用，欢快、活泼，四种调式均根据剧中人物

的感情变化而变化，一般是悲伤时用慢板，欢快、发

怒时用快板。

辰州傩戏板式变化大致有起腔、正板、数板、垛

板、尾腔、吟腔、倒板、尾子八种类型，且有一定灵活

性，如《范郎调》起腔就是由散板转入正板，使节拍

更加鲜明；又如《姜女调》的正板快唱，上句腔的时

值较下句快一倍，但仍能保持上、下句的结构完整。

《梅香调》则常由正板转为数板，在唱段结束时，再

重复正板的下句腔。《姜女调》的尾腔虽保留了原

始的帮腔形式，但拖腔乐句长短有较大的随意性，

即使在同一曲调的唱段中也有“大拖腔”、“小拖

腔”之分。

　　三　辰州傩戏的传承价值

辰州傩相对于博大精深的巫傩文化，仅为其中

一脉，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辰州先民原始渔猎、

生产劳作、生殖崇拜等生活景象，对于民俗学、艺术

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民俗学研究价值

湖南省西北部是辰州傩戏主要的流传地，经过

前人考证，在人类形成的最初阶段，湖南省西北部

就有古代人类活动，辰州傩戏富有浓郁的原始艺术

色彩，为我们做戏剧演化史的研究，民俗学、社会学

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活生生的例证。辰州傩戏中

的诸多演出都与许多民俗事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青年夫妇膝下无子嗣，便会请当地土老师冲傩；

老师寿终正寝，驾鹤西去之时也要请歌师唱傩戏

歌；老人寿辰也会还寿傩愿，祈求福寿延绵，健康平

安；还有孩子少且体弱多病的人家要“保关煞”，祈

求孩子能健康长大等等。不难看出，这些人生仪礼

都与傩戏有着紧密联系。真正优秀的傩戏表演，是

可以给辰州当地民俗民风好的引导和教育作用的，

当地老百姓都喜闻乐见，流传甚广，这种以追求美

好生活为愿景的傩戏艺术形式，势必会使当地人们

崇尚自然、追求幸福的理想成为现实，且辰州傩戏

中不仅有世代传承的法器道具，还有栩栩如生的彩

雕面具，这些都隐射着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承载的

历史面貌。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辰州傩戏这些原

始、拙朴的表象，挖掘其中所诠释的文化意识和民

俗心理等。

（二）文化艺术研究价值

祭祀仪式的内容，戏剧形式的表现，这二者完

美的共存于辰州傩戏这一民间艺术形态之中。究

其本身而言，它还是一种民间鬼神观念的产物，傩

文化对中国诸多文化的发展都有渗透，如宗教文化

中的道教，辰州傩戏开坛时所供奉的诸神大部分是

道教中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封建迷

信色彩颇浓，自上而下与傩戏的发展紧密联系而相

互吸收。另外，从客观上来看，中国民间文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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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离不开傩戏传承中间接保存作用。在辰州傩

戏剧目的诸多诵词中，经常会出现盘古开天、洪水

滔天、兄妹结婚等民间文化传说的内容和人物。辰

州傩戏中流传甚广的神话就是傩公傩母受困于滔

天洪水，兄妹二人成婚繁衍后代的故事内容，在长

期的历史传承中，傩戏的唱词依然沿用这些故事，

使得民间神话得以文化延续，还使文化传承呈现活

性发展。因此极具说服力和文化参考价值。

辰州傩戏极具艺术研究价值，其表现形态就是

以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宗教祭祀的内容，在历史长河

的进程中，其中宗教祭祀的内容逐渐被淡化，傩的

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更体现对现实生灵的关照，

寄托这一精神内涵的艺术性载体也呈现出更强的

艺术性，诠释着当地百姓随时代不断变迁演化的审

美特质和心理。［５］辰州傩戏作为一种将“巫”“祠”

“舞”三者融为一体的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

艺术形式具有极强的艺术研究价值。

（三）宣传教育价值

辰州傩戏中的知识内容，以傩歌、傩戏等表现

形式呈现，经表演老师和演员们之口，感染观众、影

响观众，实现宣传教育功能。辰州傩戏的表演内容

中，以神灵崇拜和礼仪教化为主，这就使傩戏的教

育功能出现正负两面，一味在祈求神灵的心理中求

得安慰会教化引导受众产生过分依从的思想和消

极的人生观，而表演中贴近生活的对白或歌唱内容

又体现出尊老爱幼、家庭关系和睦、人与人之间友

善的思想，这些又能起到积极的教化作用，使人形

成积极的价值观。因而，傩戏体现出的教育功能具

有双重性。只要我们在继承发扬的过程中正确对

待和处理好其教化功能的正反两面，我们就能充分

利用这一形式实施教育教化的功能，发掘其教育教

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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