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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桂边界的万峰丛中，有

一块被称为八峒瑶山的神奇地

方，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着一种

古老的祭祀仪式：祭竹王。

为了深入挖掘和保护这项

珍贵的文化遗产，湖南新宁县文

化局与八峒瑶山的主坛法师经

过半年多的筹备，决定春分时节

在麻林峒举行祭祀竹王的活动。

神秘的祭祀仪式

古坛地 选 定 在 麻 林 村 边 一

片 依 山 傍 溪 、有 棵 百 年 古 樟 的

竹林地里。掌坛法师秦刚手持

祖 师 杖 ，领 着 瑶 山 八 峒 的 法 师

们 正 在 竹 林 地 里 与 山 神 沟 通 ，

他 们 在 一 块 比 较 平 坦 的 地 方 ，

选 定 了 3 棵 两 丈 多 高 的 粗 壮 8

年 老 竹 ，先 将 竹 稍 结 在 一 起 形

成 一 个 三 脚 房 架 ，然 后 把 里 面

的 杂 竹 和 杂 草 清 砍 干 净 ，削 竹

为 瓦 ，建 成 一 座 人 字 形“ 竹

寮”。 法 师 们 用 36 根 竹 椿 柱 围

场，72 根藤索为禁，将竹林分设

成东、南、西、北四个门，并在场

地中央安放 3 块石头堆成一个

灶 台 。 别 小 看 了 这 3 块 石 头 ，

它们可是法师眼里具有无穷法

力 的 神 石 ，因 为 它 们 是 火 的 化

身，所以在祭祀竹王之前，法师

们 先 得 祭 祀 这 3 块 神 石 ，这 是

祖 宗 留 下 来 的 古 俗 。 这 样 ，祭

祀竹王的祭坛就搭建好了。瑶

语 将 这 个 祭 坛 称 为“ 伴 娑 坛”，

意思是在竹林深处砍出一片祭

祀竹王的场地来。

祭 坛 建 好 后 ，先 要 将 享 祭

的 各 路 神 灵 请 进 祭 坛 ，然 后 将

竹 王 和 各 路 神 灵 请 上 祭 坛 ，八

峒的法师们跟着掌坛大法师的

号 令，挥 舞 竹 刀，踩 着 鸟 步，唱

着 古 歌 ，开 始 了 祭 祀 竹 王 的 仪

典 。 竹 王 祭 典 按“ 庆 古 坛”“ 接

姑娘”“收三殃”“驱五猖”“跳盘

王”5 个阶段进行。在苍凉的铜

鼓 和 牛 角 号 声 中 ，掌 坛 大 法 师

摇 响 手 中 那 条 秦 家 传 了 310 年

的 牌 带 ，率 领 八 峒 的 法 师 及 头

插 野 鸡 翎 、凤 尾 蕨 ，身 穿 笋 壳

衣、芭蕉裙、野兽皮的舞队，在袅

袅青烟中从东门跳入祭坛，按春

种、夏耕、秋收、冬藏的顺序，作

一年农事的摹拟表演……

跳罢古坛，就要“接姑娘”回

来共祭竹王。预先挑选好的 4 个

美丽的姑娘，盛装打扮好后坐于

村外河边的桥头。掌坛法师率

八 峒 法 师 舞 动 祖 师 杖 ，吹 响 木

叶，口唱“恭请歌”，一步一趋，前

往河边桥头接妹妹。四姑娘由

大姐率领，各持花伞，口唱“起身

歌”，轻移莲步姗姗入寨，沿途歌

声唱和，情绪十分热烈，到寨中

后，全寨人众都把四姑娘作上宾

招待，陪酒作唱，众法师则用变

化无穷的优美手诀和动听的瑶

族古歌，在香火缭绕的竹王祭坛

前表演行船走马，歌舞百戏，娱

神乐灵，尽情欢舞。

最后阶段的仪典是“跳盘王”。

在神恩浩荡的气氛中，在香烟萦

绕的古坛地，吹起雄浑的牛角，

擂响古老的铜鼓，击打用蟾蜍皮

蒙制的长鼓，举行盛大歌会，人

神共乐，情绪激昂。掌坛大法师

秦刚在盘古的神像前用那对发

红的古老竹卦与盘王沟通，每抛

一次卦相，众法师就呜呜地吹一

阵牛角，擂一通铜鼓。祭坛中央

的石垒神灶燃起熊熊大火，法师

将烹制好的猪头、羊腿和鹿肉，

恭恭敬敬地摆放在盘王的神座

前，唱起开天辟地歌，跳起长鼓

舞。八峒的瑶民则以芭蕉叶铺

地 为 席 ，以 芭 蕉 及 竹 碗 盛 载 酒

食，男女成群，在竹林中、在小溪

畔、在山坡上，纵酒高歌，载歌载

舞，谈情说爱。

祭祀活动全部结束后，众法

师要将竹王和众神鬼的神像用

铜 鼓 和 鞭 炮 送 到 溪 边 ，进 行 火

化，在法师们虔诚的歌颂声中，

受领了烟火和祭礼的各路神灵

乘着冲天的烈焰，各返其界。

竹王祭的历史由来

八峒瑶山的“竹王祭”又称

跳 古 坛 ，当 地 瑶 语 称 为“ 伴 娑

坛”。在小暑节后三日举行，3 年

一小祭，7 年一大祭，小祭 3 天，大

祭 7 天。这种古老神秘的祭祀仪

典，在新宁的八峒瑶山传承已有

千年的历史。

据瑶山大法师秦玉修介绍，

八峒瑶山的祖先原本是夜郎古

国的一支遗民。宋绍兴年间游

猎经贵州的古州、黎平，辗转广

西宜州，从莳竹（今湖南绥宁县）

翻越 80 里南山来到新宁的八峒，

八峒瑶山方圆百里，地处与世隔

绝的越城岭山脉深处，先民们定

居八峒后，就把古夜郎祭祀竹王

的习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直至

今天。

我们在后来的考证中，从茶

坪峒雷姓、蓝姓族长保存的清代

道光年间手抄族谱中，也证实了

他们祖先的夜郎遗民身份和迁

徙路径。我们在邵阳松坡图书

馆珍藏的明万历年间编修的《宝

庆府志·祭祀》篇中查到了这样

的记载。

早 在 明 代 编 修 的《宝 庆 府

志》、《武冈州志》、《新宁县志》上

就 有 八 峒 瑶 山 祭 祀 竹 王 的 记

载。其中有一首古诗，至今还在

八峒瑶山传唱：“竹公溪畔水茫

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

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

在《武冈州志·瑶俗篇》中也

有记载：“新宁八峒瑶人，崇奉之

神曰玉面天尊,即竹王也。”从以

上史料可知：八峒瑶族传承的祭

祀夜郎竹王的习俗, 应是宋代绍

兴以前夜郎人祭祀竹王的古俗，

已有千年的历史。

祭竹王还是祭盘王

新 宁 县 在 抢 救 和 挖 掘“ 祭

竹王”的工作中，遇到了祭竹王

还是祭盘王的困惑和争论。李

呜高、覃保来、何加 刚 、唐 光 旭

等 一 班 长 期 在 八 峒 瑶 山 坚 持

原 野 考 察 的 人 ，坚 持 认 为 八 峒

瑶山原始的祭祀仪典——跳古

坛 ，祭 祀 的 就 是 竹 王 ，保 留 的

是 古 夜 郎 人 祭 祀 竹 王 的 祭 祀

仪式。

反 对 的 声 音 也 振 振 有 词 ：

瑶 族 共 同 的 祖 先 是 盘 王 ，这 是

1984 年全国瑶族大会确定下来

的 ，八 峒 瑶 族 祀 奉 的 只 能 是 盘

王，祭竹王是无稽之谈，是出卖

祖宗的行为。笔者曾多次在八

峒瑶山进行傩戏调查和十大民

间 文 艺 集 成 的 挖 掘 整 理 ，走 访

过当时在世的大法师秦玉修和

各 峒 的 主 坛 法 师 ，查 阅 和 调 查

了族谱、唱本、县志、州志、府志

等历史文献和八峒瑶族的历史

古 歌、传 说、故 事、歌 谣 。 认 为

八峒瑶族祭祀的应该是竹王而

不 是 瑶 族 的 共 主 盘 王（盘 瓠）。

主要依据有三条：

一是历史文献的记载。无

论是民国还是明清两朝修编的

新宁县志、武冈州志，还是宝庆

府志，都明确记载新宁县境的瑶

族信奉的是白帝天王（竹王张三

郎），并对这种祭祀习俗的来龙

去脉有清楚的记述。同时，从八

峒瑶山蓝、雷、江、盘等十二大姓

所保存的古本族谱中，也查阅到

祭祀竹王的文字记载。只有上

世 纪 80 年 代 后 新 修 的 县 志、市

志，才有祭盘王的记载。这是因

为 1984 年全国瑶族大会确定瑶

族的共同祖先是盘王（盘瓠），所

以新县志记载祭祀盘王而不是

竹王就不足为怪了。

二 是 老 法 师 的 叙 述 。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邵阳地区文化

局曾组织专门队伍到八峒瑶山，

挖掘和收集瑶族的民歌民舞、歌

瑶和傩戏。当时年过花甲的瑶

山大法师秦玉修和各峒的老法

师都还健在，他们曾将 1945 年祭

祀竹王，欢庆抗日胜利的情景讲

述给我们听，并将原始的竹王祭

祀仪典演示出来，当时的录音录

像和文字调查资料现在还保存

在 邵 阳 市 文 化 馆 档 案 资 料 室 。

这些原始的调查资料证实：祭祀

的主神是竹王。

三是祭祀的形式。是祭祀

竹王而不是盘王。首先，祭祀的

古坛地必须选定在溪河边的竹

林里，以竹为祭坛，这和史书上

所记载的夜郎祭祀文化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其次祭祀的主神是

竹王，他的两边排列的众神和盘

古大王，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族

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

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必

然现象；再次是盘王的祭祀被安

排在祀神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

祭盘王是八峒瑶民的原生文化，

不可能排列在后面。

八 峒 瑶 山 的 竹 王 祭 祀 习

俗 ，坚 持 了 以 祭 祀 夜 郎 竹 王 为

主 、以 竹 文 化 为 特 色 的 独 特 风

格 ，保 存 了 古 夜 郎 文 化 的 种 种

特 征 ，为 我 们 研 究 古 夜 郎 文 化

提供了宝贵的活态资料。是祖

先遗存下来的一份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本文配图均由覃保来摄影）

八 峒 瑶 山 祭 竹 王
覃英慧

跳盘王

庆古坛

接姑娘

光 韬 名 隐 甘 清 贫
——访“草根”文化人罗自立

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述 曹萍波

湖湘非遗

三湘文化人 “演艺湘军”步履正健

作家罗自立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上接第一版）

常宁市歌舞剧团有限责任

公司、株洲市茶陵县云阳演艺

中心等基层改制院团的负责人

在发言中也谈到了目前在剧目

创作过程中面临的缺剧本、缺

人才、缺经费等困难。

湖 南 省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

魏委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转企

后 大 部 分 剧 团 有 了 可 喜 的 变

化 ，“ 大 锅 饭 ”的 思 想 被 打 破

了，演员们也从“要我演”转变

为“我要演”，新的体制激发了

新的艺术活力。她强调，改制

后 各 演 艺 企 业 要 更 有 责 任 意

识、精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品

牌意识。

以市场为导向，努力实现
演艺产业“三增加”

近年来，湖南演艺产业发

展迅速，以张家界魅力湘西和

天门狐仙为代表的旅游演艺、

以 琴 岛 和 田 汉 大 剧 院 为 代 表

的娱乐演艺、以湖南大剧院为

代 表 的 高 雅 艺 术 演 艺 等 多 种

演艺业态竞相争辉，“ 演艺湘

军”的品牌日益响亮。国有文

艺院团的体制改革为“演艺湘

军”增添了新的活力，一批摆

脱 体 制 束 缚 的 演 艺 企 业 正 迫

不 及 待 地 涌 入 演 艺 产 业 大 潮

中跃跃欲试。

7 月 5 日，湖南省召开促进

演艺产业发展座谈会，与会的

国 有 和 民 营 演 艺 公 司 以 及 旅

行 社 负 责 人 就 如 何 促 进 旅 游

产业，实现演出场次、企业效

益和演员收入的“ 三增加”展

开了讨论。

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严冰波表示，改制

后，公司上下“等、靠、要”的思

想观念得到转变，已转换机制

走市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争

取利益最大化。他介绍，公司

充分利用自有的实验剧场开展

“省歌周周演”，自 6 月 1 日首演

以来，已于周末连演 6 场，因改

制后公司加强了营销队伍建设

并通过多种激励机制调动营销

人员的积极性，目前演出呈现

了“一票难求”的良好态势，待

条件成熟时将争取“天天演”。

株洲市神龙演艺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永干介绍，转制后，公

司积极转变服务理念，紧贴市

场 需 要 ，树 立 自 己 的 服 务 品

牌。目前，公司的舞美策划中

心已占领了株洲市舞美策划制

作 98%以上的份额，并逐步向

外地市场拓展。

湘 潭 市 艺 术 剧 院 有 限 责

任公司总经理周俊认为，改制

后 的 演 艺 企 业 应 通 过 面 向 市

场、面向基层、面向工矿等方

式增加演出场次，通过开辟产

业、实行多种经营等方式增加

企业效益，并在此基础上采取

有 效 的 收 入 分 配 制 度 增 加 员

工收入。

座谈会上，湖南琴岛文化

娱乐传播有限公司、张家界天

元山水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常

德市海燕歌舞团等民营演艺企

业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以

市场为导向促进演艺产业发展

的经验。湖南红太阳娱乐管理

有限公司负责人还透露，今年

红太阳将走出湖南，落户石家

庄和洛阳。

近年来，湖南演艺业在与

旅游产业结合后焕发出了新的

生机。湖南新康辉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应荣建议，

结合游客的需求，进一步挖掘

湖南独特的本土文化艺术，鼓

励和引导传统文化和现代演艺

的完美组合，并加强主动宣传

推广和联合对外营销，吸引游

客为演艺而来。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蒋祖烜指出，国有文艺

院 团 转 企 改 制 不 是 政 府 甩 包

袱、卸担子，而是要加大财政投

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只是投入

的方式由过去的“ 养人”变成

“办事”。改制后，各演艺企业

要真正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的作

用，以市场为导向，充分调动人

员积极性，推动演艺产业发展。

罗自立，出生于湖南湘潭。

他是一个闻名长沙的“书市烂价

王”。头发花白，朴实平和，虽是

一个纯粹的草根文化人，却又不

失儒雅与灵秀。

一部歌剧带来坎坷遭遇

1966 年，罗自立因写了一部

《北京的葡萄》爱情歌剧，招来了

十几年的牢狱之灾。直到 1981

年才得以平反。

歌剧《北京的葡萄》本是一

部描写当时学校的师生下放到

农 村 后 ，引 进 北 京 的 葡 萄 品 种

搞 科 学 实 验 ，最 后 不 仅 果 树 丰

收 ，还 收 获 了 美 满 爱 情 的 故

事 。 但 在“ 文 革”时 期，却 被 上

纲上线，遭到批判，罗自立也被

批 斗 。 罗 自 立 告 诉 记 者 ，当 时

与 他 有 着 同 样 遭 遇 的 还 有 张

扬 ，因 撰 写 了 歌 颂 唯 美 爱 情 的

小 说《第 二 次 握 手》而 身 陷 囹

圄。相同的处境让罗自立与张

扬这对少年时期的朋友成为了

知 己 ，他 们 经 常 一 起 漫 步 湘 江

之畔、橘子洲头，望着浩淼的江

水举杯吟诗，感悟多舛的人生。

罗 自 立 说 ，那 段 艰 苦 的 岁

月，要熬过寂寞难耐、空虚疲倦，

唯有读书。即使是身陷牢狱，最

困苦的时候，罗自立也从没有放

弃过学习，这无疑为他出监狱后

的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泥街上的“烂价王”

平反后，罗自立在湖南人民

出版社一位朋友的鼓励下，立志

著书。他作为策划和主编，与湖

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

学 等 60 多 名 教 授 共 同 撰 写 了

2800 多万字的《中华通典》，这部

卷帙浩繁的《中华通典》，包揽了

中 华 上 下 五 千 年 的 文 化 和 历

史。船山学社社长张以文多次

夸奖他写的《中华通典》总序及

文学类、哲学类导语很见功力。

著名作家何顿有一部长篇

小 说《黄 泥 街》，写 一 个 清 贫 的

读书人在黄泥街成为千万富翁

的故事。长沙市黄泥街是一条

很 小 的 老 街，上 个 世 纪 80 年 代

末 到 90 年 代 初，这 里 曾 是 全 国

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那时候，

全国做图书生意的老板都要往

黄泥街跑。“如果他没有来过黄

泥街，那他就不是书商，而只是

摆地摊子卖书的小个体户。”这

是《黄 泥 街》封 面 的 宣 传 文 字，

也是黄泥街的真实写照。当年

的书街已经在岁月流转中变换

为 今 天 的 定 王 台 书 市 了 ，但 是

黄泥街依旧是很多书人心中永

远的梦影。在我国图书出版业

刚刚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那段时

期 ，罗 自 立 无 疑 是 一 个 紧 跟 书

市命脉，以为书商供稿为生，推

动书市发展的典型。

上个世纪黄泥街的辉煌时

期 ，罗 自 立 为 这 里 的 书 老 板 们

编 写 了 近 5000 万 字 的 著 作，书

商们大多因他编写的书而发了

财 ，而 罗 自 立 自 己 却 颇 为 清

贫。如今问起很多长沙作家或

书 人 ，他 们 多 还 记 得 罗 自 立 这

位当年的“烂价王”。很多人写

一 本 书 要 价 20 万 元 的 时 候，而

罗 自 立 只 要 5000 元 就 答 应 编

写，为 此 很 多 作 家 书 人“ 骂”他

是长沙书市“烂价王”。作者问

起 罗 老 这 个 事 情，他 说：“ 为 了

生 活 啊 ，我 要 生 存，没 有 办 法，

当年写书稿也是生活所迫，许多

书稿都是贱卖，因为当年又不知

道请经纪人，有的稿子还被人骗

走，找不到人。像《武则天外传》

一 部 20 多 万字的稿子，仅拿了

5000 元钱定稿费。当时书商说，

你还未写一个字，我就把钱给了

你，我还不知道书印出来后能不

能 把 给 你 的 5000 元 钱 赚 回 来。

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花了一

年的时间把书写好，交了稿，以

后才知道，《武则天外传》印了 4

版、发 行 20 多 万 册 。 早 两 年 还

有 盗 版 的 ，像 这 样 的 亏 吃 了 很

多。自从书市从黄泥街搬到定

王台后，书刊市场一落千丈、非

常 疲 软 。 因 为 电 脑 一 普 及 ，年

轻 人 都 上 电 脑 玩 电 游 了 ，看 书

的 人 越 来 越 少 ，所 以 我 这 写 稿

生意也越来越惨淡了。”

“草根”的挚友与知交

现任潇湘书艺理论研究会

会长的罗自立与中国当代著名

作家张扬、中华民族史专家何光

岳并称为潇湘文坛三剑客。张

扬称赞罗自立说：当代鬼才，学

富五车，为吾知音。何光岳在他

的 诗 文 集 中 评 价 其 为 ：为 人 正

直，不附权贵，编著达数千万字，

为中国第一流之编著者。

张扬是罗自立在美术学校的

同学。去年春节前，罗老搬了家，

张扬要来看他，罗老说，家里一塌

糊涂，没有收拾好，劝他不要来。

张扬却开玩笑说：我来看你，你还

摆架子，别人求我登门我还不去，

我 又 不 要 你 搞 饭 吃 ，我 请 你 吃

吧！罗老说，那你就来吧！张扬

于是从浏阳家中赶来看望老同学

并致乔迁之贺，进门便背诵出二

人上世纪50代同游岳麓山时罗老

所作的一首诗：“宛转湘流起碧

澜，登临送目此身闲，他年若作邻

翁卜，常步青堤好看山。”那时他

们都只有十六七岁，张扬对罗自

立的这首诗特别欣赏，所以即使

时隔50年仍然记忆犹新。张扬的

这个举动，使得罗自立大受感动，

于是诗兴大发，又即兴写诗一首

送张扬：“他生未卜此生休，明月

浩歌酒一筹，犹记楼前寒夜饮，也

曾把剑看吴钩”张扬看后连声叫

好，说回家裱好挂在厅堂里。

三剑客中，除了张扬，还有

一个是历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何光岳。何光岳先生的研究方

向一是中华 1600 个姓氏的来龙

去脉，二是中华 26 个民族源流的

迁徙发展。这些方面的研究在

何光岳几千万字的著作中被梳

理得很清楚，罗老感慨地说：“他

是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像我有

的书是编的，剪刀加浆糊。何光

岳对我很好，因为他认为我们都

是苦难中熬过来的。”罗自立最

近写了一首诗送给何光岳：“何

必 成 败 论 英 雄 ，光 韬 名 隐 甘 清

贫，岳高千寻累寸土，传世只有

一苦辛。”何光岳深有同感。

随着年岁的增长，罗自立开

始练习书法。他几乎是一个诸

类兼通的人才，在年轻时就练过

书法，有很好的基础。他说：“习

字有很多好处，可以养身，锻炼

身体；养心，宁神静虑。我的字

师从颜柳，而且练过几种魏碑，

魏碑用笔刚劲与颜字的雄浑相

结合便觉得大气凛然，我喜欢这

种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