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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的滩文化一
“

庆五显坛
”

张 坦

“

庆五显坛
”

棍述

居住在黔西北织金
、

纳雍一带的穿青人
,

有其独特的帷文化事象
—

“

庆 五 显 坛
‘

(简称
“

庆坛
” ,

俗称
“

跳菩萨
”

)
。

凡穿青人
,

家中必供奉
“

五显坛
” ,

敬
.

五显菩萨气

每年阴历九月二十八 日起即开始
‘

庆坛
”

活动
,

据说这天是五显神的生 日
。 。

庆五显坛
.

为

家祭性质
,

举行庆坛的人家一般出子三种原因
:

¹ 原许下愿
: º父子

、

兄弟分家
, À 人畜不

旺
,

灾病侵扰
.

以前是三年两头跳
,

现一辈人多只跳一次
,

由父亲把
“

坛
’

分给儿子
,

无儿无女的

人家不得供奉五显坛
.

庆坛活动时间原为五天
,

现简化为三天
,

第一天起坛
、

第二天庆坛
、

第三

天收坛
. “

庆坛
,

由穿青人中专门的宗教职业者
“

先生
“

(或称 , 道士
.

)主持
。 .

先生
”

有

宗派之分
,

称为
“

佛家
” 、 “

道家
” 、 ‘

佛串道
. 、 “

儒坛
”

等
.

一般七至十三人为一班
,

班头称
“

掌坛师
” 、

每一班都有自己的
“

祖师牌
” .

纳雍县居仁区李发科班子的
口

祖师牌
,

有八十三代
,

可上溯到唐代
。

但牌位上人名多有附会和杜撰
,

并不可信
。 ‘

先生
,

主要通过

家庭世袭传承
,

也有少量的为师徒传承
. ‘

庆坛
”

的主场地是当事人家的堂星
,

即安放五显

坛的地方
.

挂上
“

案子
”

(为画有五显神和其他诸神的画像 )
,

立上
‘

神榜
“

(供奉祖先牌

位和祖师牌位的地方 )
,

燃起香蜡
,

便完成了庆坛的全部布景
. “

先生
.

使用的法器 (兼乐

器
、

道具 ) 有迎神杖
、

牛角
、

师刀
、

师棍
、

文刷
、

排阴带
、

头扎
、

脸 子
、

卦
、

令 牌
、

令 旗
、

法

衣
、

锣鼓拔钗
、

墨状等
,

较为简陋
,

并无多少神圣色彩
.

祭用一猪一鸡
,
神享

“

三头九子
”

( 刀头和肠子等 ) 和鸡血
,

·

供后
,

掌坛师获刀头
,

茶酒师获一只猪腿
,

余待客
.

庆坛活动可分

为请神
、

酬神
、

送神三个部分
,

实际上是宗教仪式和戏曲歌舞穿插进行
。

名目有
:
开路

、

扫

坛
、

摸香
、

请圣
、

解秽
、

宣仪
、

发功曹
、

玩仙娘
、

操练兵乌
、

降龙
、

参灶
、

造船
、

烧游司
、

散财
、

造桥
、

开山砍路
,

了愿
、

送圣等
。

全部活动以
“

殿
”

为单位
,

按顺序是大郎殿
、

二郎

殿
、

云霄殿
、

岳王殿 ( 以上称为
“

上四殿
”

)
、

灵浮殿
、

山魁殿
、

南游殿
、

水消殿 ( 以上称

为
“

下四殿
”

)
,

前后加上起坛和收坛
,

共有十个独立部分
.

作法上是上四殿
.
正做

”

(其

实也有
“

淫
”

)
,

下四殿
“

淫做
”

(其实也有正 )
.

仪式
、

演唱
、

对白均按科书
,

有
“

迷拉

(主持岁首迎山魁的宗教职业者 )
,

是胡打乱说
;
道士 (指庆坛的先生 )

,

是照本宣科二
庆坛的全套科书共十四本

,

名称为
“

五圣启坛科
” 、 “

攒坛会兵科
” 、 “

五 圣 杂 用 科
” 、

“

五圣请神簿
” 、 “

五圣功曹科
” 、 ‘

五圣祭猖科
. 、 “

五圣进表科
” 、 “

五圣大郎科
” 、

一

五圣二 郎科
” 、 “

五圣云霄科
” 、 ‘

五圣岳王科
” 、 “

下四殿迎四府
” 、 “

五圣文移
·

卷

一
” 、 “

五圣文移
,

卷二
” .

笔者所见科 书均为毛笔手抄本
,

至早有清代抄本
,

书末都注有
‘

此书只可谨藏密看
,

无得外视
,

敬之俄之可效
’

牢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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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的
.

庆五显坛
.

有悠久的历史
.

据史志载
: “

土人 (按
.

旧指穿青人 )
·

一九月

祀五显神
,

远近咸集
,

戏舞终 日
,

至蓦乃散
. ”

(《道光
,

安平县志》)
“

凡居宅皆供有坛神

者
,

在堂西北隅
,

以竹蔑编如小兜形悬壁
,

曰兜兜坛
.

⋯ ⋯每岁或间岁酿酒杀牲延善歌舞者

至家蘸镶
,

跳跃如演戏状
,

日庆坛二 《光绪
·

水城厅采访册》
: ’

民间十有九 户 皆 祀 坛

神
,

有川坛
、

五显二种
,

有仅供一坛者
,

有兼供两坛者
,

其来源迄无可考
.

每岁十月起至腊

月底止
,

凡许有愿心或事业如意富有之家即请端公 (巫者 ) 来家赛神
,

又称庆坛
.

祭品用羊

一
、

家一里鸡
、

酒
、

有饭之属
,

悬诸神五彩画轴于堂
,

燃香烛
,

端公着各种 戏 衣
、

戴 面 具

(所扮之神称将军
、

儿帅
、

仙娘等
,

皆不可考
.

)
,

载歌载舞 (即所谓跳神 )
,

佐以锣鼓饶

拔
,

法事三 日
,

有放兵打老曹
、

榨瞪诸节 目
。

赛神之家
,

门帖红联
,

招宴亲友 (亲友送礼用

鞭炮 )
,

惟席上食物忌包回家中
,

犯者据云神必崇其家
,

须仍庆坛
.

(
“

《民国
·

镇宁县志》)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 《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重新调查 报 告》 中 说
:

穿青人信奉五显的方式
,

在明代中期以前是庙祭
,

祭祀时间是九月二十六至 二 十 八
,

每 年

举行一次
,

叫做
.

五显会
” .

因明初迁往清镇
、

平坝一带的这部分人回贵阳参加祭祀活动很

不方便
,

明代中期产生了分立五显坛的事
,

把五显神接到家中供奉
.

标志是各家各户在神壁

左上方或神完上置一个
“

五显坛箩
” 。

庆祭方式是请一帮穿青人的道士在家里装扮成各种各

样的神圣模样
,

做
“

大郎殿
’ 、 “

二郎殿
’ 、 “

山霄殿
” 、 “

打五猖
”

等十多则戏
. ”

《道

光
·

安平县志》载记的可能是前朝
“

五显会
.

的旧俗
,

而后几个材料记的是与现在大致相同

的
“

庆坛
”

情况
.

二
、

“

庆坛
”

的宗教内容

‘

庆坛
.

是巫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其科书上所述地名多是江西
、

湖南桃源三洞等巫

文化区域
,

仪式和神名也多与土家族锥堂戏同
.

《五圣请神簿》上罗列的神名
,

除包括儒
、

释
、

道三教的圣
、

佛
、

仙多位外
,

还有民间俗人俗神如土地
、

功曹
、

城 陛
、

社 令
、

杨 四 将

军
、

七员道士
、

八坐高僧
、

刘伶
、

杜康
、

张旭
、

唐葛周三将军等一百多位
。

大部分是南方各

民族共同敬拜的神
、

人
.

但是
, “

庆坛
.

也有其特殊的地方
,

主要是
:

¹ 五显坛
一

也称坛罐
,

是一个用竹蔑包着的小陶罐
,

从几寸到盈尺大小不等
.

里面装

着五谷盐茶和金银 (大部分用铜钱替代 ) 符灰
.

平 日悬在堂屋正面的左方椽上
,

整个庆坛活

动围绕它进行
. “

庆坛
.

时装米在坛罐
,

内烧纸火
,

念
: “

今有下民信士 X x x 虔备金银一

谙
,

一姚化为十罐
,

十罐化为百罐
,

百罐化为千罐
,

千罐化为万罐
,

千年吃不了
,

万年用不

尽
,

装在愿中
,

长生饱暖
,

不受饥寒
,

安营主张
。 ”

并重复念千年米
、

万年粮
、

千年盐
,

万

年茶
.

坛罐的象征意义是
:

装着一家人的福禄寿喜
,

由五显菩萨带领五路五猖阴兵在其中守

护
,

五路五猖阴兵即东震九夷兵
、

南离八蛮兵
、

西兑六戎兵
、

北坎五岳兵
、

中原三秦兵
,

他

们是穿青人认识领域中能够调动的全部人马
.

庆坛时把阴兵们放出来操练
,

把五显菩萨请出来

享祭
,

然后又 收回坛中重新保护福禄寿喜
.

从形象上说
,

坛可能脱胎于原始拜物教的实物崇拜
。

它的独特性在于将保护神和保护对象
,

手段和目的集于一体
,

这在其他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

º五显菩萨 是穿青人供奉的主要守护神
。

据说
,

五显本是天上神仙
,

因犯错误降胎

到人间肖姓人家
.

初生下时为肉球
,

砍成五块后变为五个人
,

即大郎显聪
、

二郎显明
、

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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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正
、

四郎显直
、

五郎显德
.

《拼坛会兵科》中形容他们
.

紫袍紧带飞猛勇
,

火碍金枪枪法

强
,

天下正神拱第一
,

佛中向善意无双
, ’

担山赶 日神通大
,

摘草里天法力强
, 玉清殿前卷帘

将
,

金阔台前现宝闯
,

九流兰教显神通
,

外道伏魔拱手降
,

破漏封山妖魅绝
,

兴雷御电鬼消

亡
,

化道万民垂庇佑
,

宝安久代降真祥
。 泞

五显在中国民间是邪神
、

淫神 , 又称 份五通
. 、

“

五圣
” ,

《聊斋志异
·

五通》谓
: .

南有五通
, 犹北有狐也

。

然北方狐祟
, ;

尚百 计 驱 渡

之
,

至于江浙五通
,

民家有美妇
,

辄被淫占
, 父母兄弟皆莫敢息 , 为离尤烈 , ,

《宗镜录
,

按》
: “

妖淫之神名五通者
,

俗传能魅人
,

为种种怪异
. ”

《宗教询典》
;

一

“

旧时民间传说

妖邪之神
,

谓能为崇于人
,

本是兄弟五人
,

唐末已有香火
,
庙号五通

“ .

为什么 这 样一 个

邪淫之神会成为穿青人供率的正神呢 ? 这与穿青人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
。

穿青人在历史

上被汉族统治者辱称为
‘

通背猴
’

一

,

穿青人也自称是
“

山魁人马
“ ,

岁首有
“

迎 山 魁
“ ‘

之

俗
。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认为
: “

穿青 (土人
、

里民子 ) 是一个以猴类山麟为

图腾崇拜的共同体
. ”

(《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庆坛 , 神榜
”

的对联也

有五显菩萨
“

身出陵林红袍恺甲座住山洞
”

之句
。

而五显姓肖
,

肖者慈也
。 「

《夷坚志》称矿
“

独脚五通
,

盖魁类也
. ” “

考之传记
,

所谓木石乏怪夔阁两及山尴是也
,

见其本形至者如

猴揉
. ”

庆坛中
“

山魁殿
” : “

恍如山鬼搜攫人
,

涉水登山
,

如猿揉升木
。 ”

( 《光绮
·

余庆县志 》)

可见五显即是山魁
,

也就是穿青人的图腾物
, ‘

庆坛
’

就是穿青人原始图腾崇拜的变异形式矛

»
“

庆坛
”

的崇拜形式
“

庆坛
”

的崇拜形式称为
“

俘庆
,

一
‘

土属
·

⋯多淫祀
,

所

奉之神梅山云霄诸名
. ”

(《小方壶与地丛钞
·

苗民风俗考七 )}) 李善注 《车京赋》云
: ”

.

祀旁
推谨

,

尤喜淫
。 ”

整个庆坛活动中
,

淫是最大的特色
,

如象征男性生殖器的
“

墨状
” ,

是仅

次于坛罐的供奉对象
·

舞蹈 中还用它来作性交状的种饵 歌词和滇白中
,

也有很多描绘性交

和调佰的淫秽内容
. “

玩仙娘
”

的一出戏里
,

全部讲的是仙娘被
“

玩
”

的过程
。 “

掌坛师
”

李发科说
: ‘

说得越脏
,

菩萨越乖
” .

五显好淫
,

便用淫来取悦他
。

其实
,

淫庆这种方式十

分古老
,

《汉书
·

地理志》说
: “

古人信巫鬼
,

重淫祀
. ” ‘淫祀竺是上古社会中祈求丰收和

子孙繁衍的普遍手段
,

现在也可以从民俗学家的调查报告中见到原始民族在庄稼摊里性交来

祈求丰收的例子
.

这是由原始人类
“

交感
”

的思维方式引起的
, “

庆坛
”

较好地保存了这种

上古的崇拜仪式
·

一

{
一

¼
“

庆坛
”

的宗教功能
.

如果仅把
“

庆坛
”

当作祈求丰收和子孙繁衍的仪式
,

,

则它与

巫术并无二致
.

但是
,

通过对
‘

庆坛
”

历史的考察
,

则可发现它巳具备了某种民族宗教的功

能
。

穿青人由于散居而且与先进的汉民族杂居
,

这就需要有一个精神上能起到纽带作用的东

西
,

才能保存本共同体的特点
‘

明中叶穿青先民将五显神
“

分居顶代
,

’

归家供奉今之举
,

.

便

是为了适应环境进行的宗教仪式的改革
.

也正是由于这个改革
,

·

使他幻在绝大部分文化形式

如语言
、

服饰等已被汉民族同化的情况下
,

仍可以成为一种可识别于其他群体
‘

的
一

共夙 体二

19 58 年公社化运动时 ,

没收五显坛
,

穿青人对此的第一反映是
: ‘

毛者丰公要汉敬来灭 穿
青

。 ”

毫无疑问
,

正是这种年年举行的
,
带有远祖崇拜特点的

“

庆坛
”

介
.

在穿青人共同体卿
发挥 了巨大的内聚作用

‘ .

我们把
“ L

庆坛
”

、

与土家族
“

滩堂戏
”

·

作一个对比
, ‘;

可以发现床坛更

多地保留了滩祭的宗教成份
,

更多地保存 了本共同体的文化特点
, 更趋矛蜂祭而非滩戏沙更

能够起到一种维系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作用
。

.
_

卜
一

二

对
“

庆坛
”

的诸事象进行分析
,
还可以看出

, 虽然它也受到极严重的汉文化易软
,

,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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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包括儒
、

释
、

道在内的多元化神位罗列 , 但它的最终点是封闭的
:

所有的仪式都可 以借

鉴
,

但必须服务于
“

坛
” ; 所有的神都可以拿来

,

但必须服从于五显
.

这使它表现出了摊祭

向民族宗教的转低准斌
‘

它之所以终于权有形式独立先井料宗教孑春考孚测
,

江与之杂处的先

进的汉文化包括儒
、

释
、

道宗教观念的影响
.

三
、 “

庆坛
,

的艺术内容

摊文化大致都经历了帷祭
一

摊舞
—

帷戏的发展阶段
。

原始人祭祀活动中的一个主要

形式
,

便是通过歌舞表演来取悦于神
。

巫者
,

舞也
。

后来由于其中的宗教内容蜕化
,

娱神的

歌舞逐渐转化为娱人的歌舞
,

并且随着艺术形式的发展而逐渐地情节化
、

戏剧化
,

成为所谓

摊戏
。

作为滩文化现象来观察
,

明代中期庆坛由
“

庙祭
’

转化为
“

家祭
’

的过程
,

也使它由
“

寺院摊
”

演变为
“

民间雄
” ,

这更使庆坛有了吸取 民间艺术养料的机会
。

我们现在看到的

庆坛
,

其
“

酬神
”

(实际上是酬人)的部分就散发出一股粗野的
、

狂放的
、

亲切的民间艺术芳香
.

¹ 音乐 庆坛的音乐有
“

九板十三腔
,

的名称
,

与土家族滩堂戏乐名同
,

大 概 都 同

源于元南曲的
“

九宫十三调
” 。 “

九板十三腔
”

又称
“

老板腔
” ,

是有别于现庆坛时演唱的

腔调的
,

我所访问到的几位
“

先生
‘ ,

都尔会完整地演唱
“

老板腔
’

了
.

从现在庆坛时观察

到的情况来看
,

音乐的变化不大
,

调式单调
,

间插普通民歌
.

形式上有独唱
、

说唱
、

对唱
、

合唱
、

伴唱等
。

除
“

先生
”

外
, 还通过打卦选择场内的观众演唱民歌

。

器乐有牛角 (法号 )
、

鼓
、

锣
、

拔
、

钗及师刀 (调阴兵的法器
,

兼作乐器用 )
.

º舞蹈 庆坛的舞蹈有几种模式
。

与武术混合的形式
,

如操练兵马
、

架桥开山
、

耍师

棍开路
;
与杂技混合的形式

,

如将五张方桌重叠
,

从下舞到上后又从上翻下来 的
“

翻 五 台

山
” ; 载歌载舞的

“

二人转
”

形式
,

如
‘

玩仙娘
,

中的仙娘与土地对唱对 跳
。

此 外
,

还 有
“

土地扫坛
”

等幽默滑稽的动作
。

» 戏剧 庆坛是说唱艺术和帷舞艺术向帷戏艺术发展的色型阶段
,

角色没有
“

生旦净

丑
”

等程式化划分
,

剧情类似于现在的小品
,

较为简单而且很不完整
, ·

演出时以
“

殿
”

为单

位
,

一
‘

殿
”

即是一
“

幕
. 。

含一个或几个故事
,

用说唱形式演出
,

‘

唱念均 韵 文
。

戏 目有
“

劈山救母
” 、 “

灵官烤土地
. 、 “

禅师结善缘
”

等二十多出戏
,

多反映 世 俗 事
。

据
“

先

生
,

们说
,

原来的戏目着五十多个
,

有些戏因为服装道具欠缺巳失传了
.

角 色 中 以
“

茶 酒

师
”

最富情趣
。

茶酒师是贯穿庆坛活动始终的固定角色
,

其重要性仅次于掌坛师
.

由无儿无

女的
“

打烂仗
”

的人来担任
,

是一个丑角
.

演出时他主要是与掌坛师答 白
,

被掌坛师和其他人

讥讽笑骂并回敬他们
。

他的台词粗鲁
、

诙谐
、

机敏
、

淫秽
,

生活气息很浓
。

演出的好坏很大

程度在于茶酒师是否称职
。

道具中最重要的是
“

脸子
.

’

(脸壳 )
, “

脸子
.

用木粗雕而成
,
每个

“

脸 子
”

都 有 名

称
,

代表不同的角色
。

笔者仗见到十来个
,

但据世代从事
“

先生
.

职业的李长泰说
,

原来的
‘

睑子
”

有好几十个
, “

四清
”

时被烧得差不多了
。

他还说
,

戴
“

脸子
”

的目的是讲脏话不害

羞
。 “

脸子
”

造型夸张
,

歪眉斜眼
,

民间气息很浓
.

息的来说
,

庆坛的文娱演出部分虽也丰富
,

但不及它的祭祀部分有个性
。

这大概也同穿

青人并不把文娱演出作精神纽带来对待
,

因此异化较为严童吧
。

贵任绷辑 刘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