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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赣剧苑”展示赣剧知识

各 地

民间小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重要对象，通常我们从剧种、表演形

态、审美特征等方面对其关注较多，而

忽 视 了 它 与 民 间 信 仰 的 关 系 。 事 实

上，有相当部分的民间小戏植根于传

统民间信仰土壤，它们或源于祭祀神

灵的仪式，或脱胎祈福驱邪的巫术，总

之，民间信仰在一定意义上是民间小

戏生命滋养的重要源头。同时，民间

小戏也是民间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

尤其在民间信仰的祭祀仪式中民间小

戏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早在远古时期，原始初民的祭祀

仪式不仅与图腾巫术相连，而且与乐

舞诗综合表演直接关联。“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尚书·尧典》）“昔葛天

氏 之 乐 ，三 人 操 牛 尾 ，投 足 以 歌 八

阙。”（《吕氏春秋·古乐》）此八首歌通

过 乐 舞 诗 的 综 合 表 演 记 录 了 远 古 时

期祭祀仪式歌颂天地功德、崇拜祖先

图腾的情景。因此，表演与仪式两种

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在历史上具有

一 定 的 同 源 性 。 如 果 说 仪 式 是 上 古

初 民 最 早 的 文 化 精 神 实 践 活 动 ，那

么，表演则是仪式最基本、最具代表

性的叙述方式。

纵观戏曲发展史，从先秦、汉唐的

傩舞、木偶戏、目连戏到宋代戏曲文化

形成，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

着上古仪式乐舞诗在戏曲艺术中的渗

透、整合，戏曲表演最终成为民间祭祀

仪 式 敬 神 娱 神 的 主 要 载 体 之 一 。 当

然，这一功能在后来商业性的舞台戏

曲活动中已经看不出来，但是，千百年

来 相 当 多 的 民 间 小 戏 承 袭 了 这 一 功

能，而且作为体现民间信仰的主要载

体，至今活跃在乡间村社的草台戏楼、

神庙寺院里，成为民间表达精神图景

的重要方式。

西北地区农耕文明比较发达，民

间信仰氛围浓厚，大部分民间小戏都

具有参与民间信仰的功能。首先，其

主要标志是演出时间、地点与民间信

仰直接相关。陕西、甘肃一带的皮影

戏在演出时间和地点上与当地庙会时

间一致，演出种类有“还愿戏”“过关

戏”“驱邪戏”“平安戏”“祈雨戏”等。

被称为“戏曲舞蹈活化石”的甘肃永靖

傩舞戏，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举行，

民间俗称“七月跳会”。它是百姓为当

年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向神表达酬谢

之意，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安居幸福

而举行的民俗活动。

其次，小戏演出有一套仪式规制，

这套规制与当时的民间信仰活动构成

了一个整体，成为民间信仰语境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主要体现在表演

前的“请神”仪式上。如甘肃环县庙会

皮影戏，通常在庙会的第一天晚上举

行“请神”仪式，俗称“挂灯”，具体过程

主要有：设神龛，上香，呈献食物供品，

鸣锣放炮，诸神降临入座，焚烧“经方”

等，以此表示请诸神来看戏。总体来

说，不同地方不同剧种小戏在“请神”

程序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大部分民间

小戏都有“请神”仪式并且是小戏表演

的序幕开端，“请神”后的“酬神”“祈

神”、驱邪逐鬼等形成了小戏特有的艺

术形态。

笔者 2012 年 3 月考察甘肃环县兴

隆山庙会皮影戏演出时，班主韩向国

介绍，皮影戏在当地有“神戏”之称，民

间流传“祖师爷不看大戏，只爱道情皮

影”的俗语。所以，演出时有一些“规

矩”和禁忌，如艺人们在饮食上要戒荤

腥三天，戏箱不许任何人坐在上面等

等。当笔者向他提到观众太少这一问

题时，韩向国很淡定地说：“神戏嘛！”

在他们看来，观众多少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戏是给神看的”，因而丝毫不能

马虎，从开始准备到演出整个过程，戏

班艺人都很认真。

演出中颇具赐福和驱邪综合性意

义的是“过关戏”仪式。这是信众（观

众）借演关公戏以攘除灾难、祈求平安

的一种典型方式，且多为孩子禳解。

通常演过关戏前，家长要带小孩至亮

子(影幕)前跪下，焚香燃表，当关老爷

线子(影人)骑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

登场表演刀劈青龙、白虎、朱雀、鸡角、

五鬼于马下时，扮关公线子的前台艺

人会问：“某孩子所犯三十六关斩过了

吗？”后台答：“斩过了。”问：“二十四煞

斩过了吗？”答：“斩过了。”问：“一十二

道迷昏锁斩过了吗？”答：“斩过了。”这

时前台即唱道：“三十六关齐斩过，二

十四煞一扫光，一十二道迷昏都斩断，

我保孩子寿百年。”唱腔一落，家长把

孩子从“亮子”（影幕）下送至后台，会

长蘸公鸡血在小孩额上画“十”字，或

后台艺人用燃烧的黄纸在孩子额头上

方绕一下，再从“亮子”（影幕）下将孩

子送出去，过关戏就算结束。“过关”象

征孩子渡过了厄运，从此受到神的护

佑，百病不生、百邪不侵。

此外，还有还愿戏等。笔者在环

县兴隆山庙会考察皮影戏时，就有一

对年轻夫妇为已经去世的父亲请三折

“还愿戏”，说这是父亲生前给神许的

愿，一定得还否则家里不平安。

民间信仰体现的是民众对自身存

在及客观世界的一种精神态度，民间

信仰也是民间诸多艺术的生命之源和

赖以生存的土壤。民间小戏具有浓郁

的信仰色彩，它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审

美追求等文化观念都与民间信仰有直

接关系。从展演仪式来看，仪式外化

需要小戏表演作为载体来呈现，反过

来，小戏表演也有赖信仰仪式的延续、

传承，二者互为阐释、相互依存。民间

小戏千百年来之所以流传下来，就是

因 为 它 作 为 民 间 信 仰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始终是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是民众表达情感、观念的重要方

式。由此可见，探索民间小戏与民间

信 仰 的 关 系 有 助 于 从 其 本 源 以 及 形

成、传播的文化生态去思考民间小戏

传承、保护的措施和政策。事实上，只

要民间信仰的传承纽带不断，民间小

戏的生命就有滋润的养分。当然，在

保护传承民间信仰问题上需要正确区

分糟粕与精华，对迷信、愚昧、背离科

学、危害社会的成分必须坚决抵制，我

们所提倡的保护是指民间信仰中有益

于民间小戏生长、传承的文化事象。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歌是畲族的历史，“讲出山哈

（畲族自称）史前事，歌言唱来给人

听”；歌是畲族节日的语言，“一年

一转三月三，你来猴盾唱歌言”；歌

是畲族人交际的手段，“肚里歌饱

人相熟，肚里无歌出门

难”；歌是畲族人爱情的

表 白 ，“ 青 山 明 月 等 娘

（姑娘）来，敬了香茶歌

喉开”；歌更是畲族人生

活的希望，“心中忧闷歌

来 唱 ，歌 言 一 唱 胆 气

壮”。过去，歌言是畲族

的文化符号，歌场是畲

族的文化空间。如今，

畲族小说歌入选首批国

家级非遗名录，是珍贵

的文化遗产。

何谓“歌言”？歌言

者，乃歌即言、言即歌，

以歌来说话。凡是能用

语言表达的，都能唱成

歌；当语言不足以表达

心意的时候，以歌代言

是 畲 族 同 胞 的 应 对 之

法。在闽东畲族中，人

们称畲歌为“歌言”，浙

南畲族则称之为“歌源”

或“歌缘”。 尽管写法

不一，但都有传承祖先

之礼、且以歌代言之意。

畲族只有语言而无

文字，常借用汉字记畲

语音法手抄歌本。旧时

畲民把学歌唱歌作为一

种重要文化生活。20世

纪 60 年代以前，民歌普

及率很高，人们以歌代

言 ，沟 通 感 情 ；以 歌 论

事，扬善惩恶；以歌传知，斗睿斗

智，形成上山劳动、接待来客、婚丧

喜事等一系列对歌习俗。

畲族姑娘出嫁前，有一种“做

表 姐 ”习 俗 ，实 际 上 就 是 斗 歌 比

赛。所谓“做表姐”，是姑娘的嫁期

定后，娘舅便在农历七月十五后安

排外甥女前来做客，住上十天半

月。届时，村里年轻小伙子闻风而

来，与准新娘对唱畲歌。如果村里

没有优秀的歌手，则请外村人来作

陪。爱凑热闹的小伙子，听说哪村

有“表姐”，便会三五成群地赶来对

歌。笔者在福建省霞浦县白露坑

畲族村采访时，畲歌传承

人钟昌尧老人饶有兴趣地

回忆：“十八九岁时，听说

邻村有一个‘表姐’，便赶

了几十里山路去对歌。”

随 着 时 代 车 轮 的 前

行，传统社会土壤上产生

的畲歌，在今天已日趋式

微。新中国成立以后，畲

族使用全国统一的教科

书，昔日的畲乡走出了无

数知识分子。这种生产和

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教

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变迁，

使畲族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却也使畲语和畲歌几

乎同时处于“失语”状态，

会唱畲歌早已不再是年轻

人择偶的优势。在现代化

和全球化面前，畲族“歌

言”已经并将继续接受严

峻的挑战。

然而，“歌言”毕竟是

畲族的精神财富，在非遗

保护的大背景下，政府采

取了各项保护措施，许多

热爱畲歌的民间有识之

士也自发地为保护畲歌

做出自己的努力。政府

以节日为载体，为“歌言”

搭建表演的舞台。在福

建的“三月三畲族民俗文

化节”上，在广东一年一

度的“蓝大将军招兵式”

上，都有畲歌表演。在全国唯一的

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三月三歌会

更是成为品牌，畬民会成群结队前

去观看畲歌比赛，参加对唱歌会。

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越来越多的

人们意识到了保护与传承畲族“歌

言”的重要意义。

陕西的紫阳民歌是大巴山深处的一

颗明珠，千百年来，紫阳人以特有的地域

风情和语音特色，创作并传唱着紫阳民

歌，2006 年，紫阳民歌入选首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而在众多的民歌手中，何耀

信格外引人注目。

何耀信，人称何老幺，晚辈和徒弟

们则亲切地叫他幺老汉。70 岁的年龄

与他依旧亮堂的歌声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磁性、高亢的嗓音是这位七旬老人

留给听众最深刻的印象。他既能脱口

清唱数百首紫阳民歌，还能触景生情

顺时而歌，回想当年的学歌路，何耀信

感慨万千……

编草鞋攒钱扎花灯

何耀信出生在紫阳县城关镇新桃村

一个地主的家里，从小就酷爱紫阳民歌，

每逢过年过节或有红白喜事的时候，别

家的孩子都去要喜糖、捡炮竹玩，他却蹲

在一旁听大人唱民歌，这些民歌大多都

是孝歌、酸歌，因此年幼的他在家学唱

时，经常挨母亲骂，但越是不让他唱，他

越是想唱。每年春节玩社火，便是紫阳

民歌的盛会，他总是激动得好几天睡不

着觉，跟着班社跑前跑后，加入班社是他

最大的梦想。

那时候，玩社火讲出灯，没有像样灯

笼的人是不能加入班社的。小小年纪的

何耀信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攒钱做

一个像样的花灯。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家里人，偷偷趁着上山放羊的机会，

打野草、编草鞋，再拿到集市上去卖。编

草鞋的草十分有韧性，常常把他的小手

勒出口子，他都强忍着疼痛不退缩。有

一次，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采来的野草

用完了，他冒雨独自上山找野草，谁知山

路泥泞，他不慎跌落山崖，昏迷了一天一

夜才醒过来，差点丢了性命。春节到了，

他拿出所有积蓄买来材料做成漂亮的灯

笼，蹦蹦跳跳地在院子里舞起来。父母

也被他的坚持所感动，再也不反对他学

唱紫阳民歌，他也终于可以跟着村上玩

社火的艺人一起出灯了。

童年的何耀信经历坎坷，7 岁丧母，

10 岁丧父，从小跟着大哥大嫂长大。大

哥是县里远近闻名的歌手，也是对何耀

信学唱紫阳民歌影响最大的人，经常带

着他去演出。聪明好学的何耀信悟性极

强，14岁就能独自赶场挣钱补贴家用。

唱民歌赢得信任

何 耀 信 是 班 社 中 出 了 名 的“ 铁 喉

咙”，天天唱歌，嗓音不败，而且越唱越亮

堂。无论多高的音、多复杂的调，都能轻

松自如地从他的喉间“滑”出，浑然天

成。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记忆力超

人，无论是在水边听人对歌，还是在坡上

观赏集体打“锣鼓草”（一种劳动号子），

凡是听到的山歌他都能熟记在心。他请

人将搜集到的传统山歌整理成厚厚的一

册民歌录，有事无事天天练唱。

“文革”期间，唱民歌赶场要被拉去

批斗，何耀信就偷着唱。他喜爱演奏乐

器，一次大队要搞宣传活动，需要会乐器

的人，谁也不敢去报名，何耀信却报了

名。虽然他是地主成分，但因为吹、拉、

弹、唱样样精通，大队便把宣传工作交给

了他。何耀信十分聪明，宣传队里不让

唱旧民歌，他就唱新民歌；那时兴唱样板

戏，他就学唱样板戏。他学啥会啥，演啥

像啥，不仅把宣传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同

时赢得了大队的信任。

何家大院歌如潮

如今何耀信住在城关镇的曹家坝，

旅游的发展使这个以前平静的小村落热

闹起来，好多农户办起了“农家乐”，其中

最有名的就数何家大院。从 1995 年开

始，何氏兄弟就多次参加县上组织的民

歌比赛和演出，也唱出了名气。凡到紫

阳来的游客都想听听紫阳民歌，何耀信

便灵机一动，将民歌演唱和“农家乐”结

合起来，既满足了人们对民歌的需求，又

增加了收入。何家大院每年都要为游客

免费演唱紫阳民歌 600 余场次。2006

年，紫阳县委、县政府把何家大院命名为

“民歌大院”。

随着“民歌大院”的名声越来越响，

来大院听民歌的人络绎不绝。单靠何氏

三兄弟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外来游客的需

求，何耀信便集合了周边各村里有音乐

天赋的年轻人，拿出自己的积蓄买来锣

鼓乐器，成立了“何氏鼓乐班”。一年下

来，“何氏鼓乐班”演出 200 多场次，接待

游客上万人次，入班的人少则挣个千把

块，多则挣个万把块，“民歌大院”更加名

声远扬。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何氏鼓

乐班”单凭几样简单的乐器是满足不了

观众的需求的。于是，他借鉴股份制企

业的运作模式，召集班社成员筹集资金

增添设备，并将每次演出收入留出一部

分用于再次购买设备。几年下来，“何氏

鼓乐班”增添了电子琴、萨克斯、调音台、

音箱等几万元的固定资产。

何耀信还创作了许多新民歌，并尝

试各种形式的演唱，不仅活跃了当地的

群众文化生活，也让“何氏鼓乐班”赢得

了社会的好评。作为紫阳民歌的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何耀信表示要“活到老，唱

到老，要让紫阳民歌这颗大巴山深处的

明珠永放光彩”。

本报讯 海派玉雕、嘉定竹刻、徐

行草编、海派紫砂……近日，在台北举

行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上，

体现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的 200 多件

作品精彩亮相。

海派玉雕的巧夺天工、紫砂艺术的

隽永醇厚、木版水印的诗情画意、嘉定

竹刻的精雕细琢，吸引了现场观众的

驻足观赏。据悉，此次展览由中华文

化联谊会、上海文化联谊会、上海市海

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旨在通过展

览与台北民众分享上海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魅力，共同探讨文化持续发展的

重要命题。 （沪 文）

七旬“幺老汉”越唱越亮堂
——记紫阳民歌传承人何耀信

张 媛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首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赣剧苑”正

式开展。该馆是江西省赣剧院经过 3

个月的修建，利用原来一楼的办公场

所改造而成的，专门用来介绍展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

占地 300 余平方米的“赣剧苑”由

赣剧艺术长廊、赣剧艺术馆、赣剧表演

院落组成。赣剧艺术馆分为三部 分 ：

源 远 流 长 —— 萌 发 于 弋 阳 腔 土 壤 、

两 派 辉 映 —— 传 播 于 鄱 阳 湖 水 乡 、

保 护 传 承 ——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展 示 馆 内 既 有 图 文 并

茂的照片，又有脚本、曲谱、服装、乐

器 等 十 分 珍 贵 的 实 物 资 料 ，系 统 地

介 绍 了 赣 剧 的 源 流 演 进 。 此 外 ，位

于 展 示 馆 前 面 的 小 院 落 可 现 场 表 演

赣 剧 折 子 戏 ，近 距 离 地 向 观 众 展 现

赣 剧 的 声 腔 、动 作 之 美 ，进 一 步宣传

普及赣剧艺术知识。 （段 萍）

福建泉州第四批非遗推荐项目公示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泉州市第

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

目名单向社会公示，至 7 月 25 日结束。

泉州木雕、闽台郑成功信俗、安海土笋冻

制作技艺等39个项目入选。

此次评审工作在各县（市、区）、各

相关单位申报的基础上，由泉州市文

广 新 局 组 织 专 家 评 审 组 按 照 评 审 标

准对全市各地和有关部门申报的 7 类

51 个项目进行了审议，提出了第四批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推 荐 项 目

34 项，第一、二、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新增保护单位 5个。

（陈智勇）

台北展出上海非遗精品

近日，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明伦堂里书声琅琅，清脆的吟诵声在千年学府里

回荡，来自全国各地的25个家庭在这里上了一堂“我陪孩子读经典”的国学亲子课。

在古色古香的明伦堂里，25 个穿着汉服的小朋友和家长坐在蒲团上，与岳麓

书院副教授钱永生学习《论语》中关于“孝”的经典篇章。参加活动的孩子年龄在 5

至 10岁之间，他们和父母一起诵读经典，体验中国传统礼仪和书院文化，还学习了

一套少儿武术操。 新华社记者 禹志明 摄

民间小戏中的信仰色彩
王 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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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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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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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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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仿古庆典“大帝巡游”的

最后一场演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市中心的大广场举行。“大帝巡游”

是布鲁塞尔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迄

今已举办了 80 余年，重现了神圣罗

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于 1549 年巡游

至布鲁塞尔的场景。据介绍，布鲁塞

尔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申请，

希望把“大帝巡游”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图为演员们

在布鲁塞尔的大广场向观众呈现中

世纪“大帝巡游”。

新华社记者 周 磊 摄

何耀信（中）在唱紫阳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