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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穿青人是一支国家 /未定民族0, /五显信仰0 是穿青人有别于周围汉族、少数民族

的标志。文章就穿青人的傩戏文化 ( /庆五显坛0) 进行介绍, 并对穿青傩戏文化的旅游价

值、开发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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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青人是一支 /未定民族0, 穿青人的傩戏文

化 ) ) ) /庆五显坛0 (俗称 /跳菩萨0) , 被誉为

/戏剧的活化石0, 是不可多得的传统民俗文化旅游

资源。

一、穿青人及其分布

穿青人是一支国家 /未定民族0, 因其衣尚青,

故曰 /穿青0。

穿青人主要居住在贵州省的西部乌江上游的六

冲、三岔、鸭池三条河流的流域范围。以织金、纳

雍两县为中心, 向四周辐散, 除毕节地区外、安顺

市、六盘水市、贵阳市均有分布。据国家第五次人

口普查统计, 穿青人有 67 万人口, 织金县居住的

穿青人占穿青人总人口的 1/ 3以上, 占织金县总人

口的 1/ 4; 纳雍县居住的穿青人约占穿青人总人口

的 1/ 3。其他辐散居住的穿青人, 不到穿青人总人

口的 1/ 3, 且分散分布于 (除织金、纳雍外的) 贵

州省内的 30多个县。

穿青人的村寨, 大多数分布在离中心城镇较远

的山区地带。穿青人同各民族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

分布格局, 织金、纳雍等县穿青人村寨连绵百余

里, /杂村不杂寨0 的穿青人村寨比比皆是。
二、穿青人的标志性信仰与傩戏文化

穿青人每家神龛上方都供有 /五显坛箩0, 是

穿青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信仰标志。

1、五显信仰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

进, 有别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穿青人生活习俗

(包括日常习俗、婚俗、丧俗、房屋建设等等) 渐

已消失。但穿青人的标志性信仰 ) ) ) /五显坛0,

不因搬迁或异地居住等而被遗弃, 仍被好好保存。

穿青人信仰五显神, 五显神能给自己平安顺利, 家

业兴旺。要是不好好侍奉, 将会给自己带来厄运、

灾难、或家业不顺。穿青人将五显俸为正神, 世代

供奉, 并定期举行 /庆坛0 活动。
2、穿青傩戏 (庆五显坛)

每年冬至后打春前, 都会有穿青人家举行 /庆

坛0 活动, 这种傩戏表演由主人家请专门的道士先

生举行。

( 1) 坛场布置

坛场布置叫着 /摆坛0, 主要是挂 /案子0 和
摆设香案。首先在主人家堂屋 (即安放五显坛的房

间) 中, 将五显神及与之相关的画像 1俗称案子2

分主次张挂。正面神壁挂了三排神像, 顶上一排是

/百神图0, 第二排是圣公、圣母、左右分别列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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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肖像, 即: 显聪明王大郎、显明明王二郎、显

正明王三郎、显直明王四郎、显德明王五郎; 第三

排是宝山大郎、灌口二郎、云魈三郎、岳王四郎、

灵孚五郎、山魈六郎、南游七郎、水魈八郎、云盖

天真九郎。在堂屋的两侧各分设九殿神位, 共十八

殿; 堂屋上空悬挂着三排云案幡幛, 分别写有:

/一封朝奏九重天0、/二帝真仙降法筵0、/三元真
仙登宝殿0、 /四值功曹把文传0、 /五方兵马临坛
所0、/六丁神将降凡间0、/七千弟子行正教0、/八
仙聚会在桃源0, 等等。大门内上方设监坛二神像,

左是火牙, 右是火熛等, 正厅神壁下设三层香案,

稍前摆两方桌, 第一张上面立祖师牌位, 第二张放

置锣、鼓、钹、师刀、令牌、牛角、头扎、祖师

棍、牌缨带及科书等法器。大门外供四值功曹牌

位, 厨房还要供灶神菩萨神位。以上设坛就绪后,

/庆坛0 傩戏表演正式开始。
( 2) 庆坛过程

庆坛过程, 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复杂。人员有

道士先生、茶酒师、香灯师等。一坛接着一坛, 井

然有序地进行。傩戏的好坏取决于茶酒师的配合。

时间一般要花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全部活动以

/殿0 为单位, 可分为 /上四殿0 和 /下四殿0, 作

法上是上四殿 /正做0 (其正也有淫) , 下四殿 /淫
做0 (其淫也有正)。前后加上起坛和收坛, 构成一

个完整的庆典过程。

首先是起坛, 主要是掌坛师整冠登场, 发鼓,

上香四礼, 念颂宣意表明庆坛活动的宗旨。

其次是 /上四殿0 与 /下思殿0。上四殿包括

大郎殿、二郎殿、四府殿、岳王殿、四殿。下四殿

包括灵浮殿、山魈殿、南游殿、水消殿、四殿。

大郎殿: 多为武打戏, 演的是在武王伐纣时,

开路先锋方弼、方相领兵出征五方, 后封为 /梁山
先锋0。五显神带众神游览大郎殿, 由此两人开路

打先锋, 灵官挥金鞭为主人家消灾免难。最后是上

表文, 超度主家去世的祖先。

二郎殿: 表演五显二郎得道之前放荡不羁, 搞

赌博、学算命、醉酒卧街, 得道之后擒鹰放鹞, 捉

龙锁龙, 收火牙火熛, 收五猖为民除害的故事。

四府殿: 先把一坛密封的甜酒摆在堂中, 坛师

登坛开封, 向五方祭献, 为主人家 /开封破愿、钩
销了愿0, 赐福于主人家的过程。

岳王殿: 全是礼仪法事的傩歌傩舞, 内容是迎

请岳王上楼、中楼、下楼, 三楼天子和五岳五天圣

帝入坛还香火、受祭祀, 赐福保佑酬恩人家。

灵浮殿: 此场戏主要演请灵浮三殿的小山人马

为主人家驱鬼消灾, 专保人眷安宁。

山魈殿: 分为上山砍树、放火烧山、开荒种

地、犁牛打耙、泡谷撒秧、栽秧薅秧、秋收割谷、

运粮入仓、上交皇粮、关闭粮仓等多折傩戏表演。

所演所唱全是一年四季中穿青人祖先的农事活动、

载歌载舞, 人神共欢。

南游殿: 五显二郎南游会见南方各少数民族祖

先神灵, 和他们一起喝酒、吹芦笙、跳舞等和睦友

好的生动场面, 表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好。

水消殿: 主要内容有姜太公钓鱼、游船、造

船、送瘟神、交钱、辞圣、收兵、镇坛等。送瘟神

之前的几折为法事性傩歌傩舞, 由掌坛师唱颂。交

钱由坛师与茶酒师歌舞。辞圣由主人家入坛跪拜、

掌坛师舞唱, 边唱神号边撒米粮, 送神归天。收兵

由掌坛师整肃衣冠高声唱舞, 登大门槛挥舞大旗,

招回五营兵马归坛。

最后为锁坛: 在法坛场内靠大门放一大簸箕,

掌坛师盘腿端坐其中, 面前放新坛罐, 将坛科 (烧

化的纸钱、与五显有关的兵马小画像) 装入坛罐

内。最后装入白米、盐茶和金属币, 盖锁封严, 念

咒封赠, 再用一个大杯 (小碗状) 盖住罐口, 用五

色线拴牢, 放置于坛箩之内, 外表面捆上 /愿标0
(即青、赤、白、黑、黄五面小旗挂于一小杆之上,

用以代表五显神的五路五方五营兵马的旗号) 和

/墨状0。此时如果是属于庆坛分居, 则按其主家有

多少个弟兄要分别装填多少个坛罐, 然后各人捧回

放在各家的神龛上, 由坛师举行 /安神0 仪式, 庆

坛结束。

三、穿青傩戏的旅游开发

穿青傩戏是我国民俗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一

朵奇葩, 是 /戏剧的活化石0, 具有旅游开发价值。

1、旅游价值

穿青傩戏 (庆五显坛) 是穿青人的历史演化而

汇集成的一种反映该族体特质和风貌的族体文化,

是该族体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

征。尽管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但它成为一种宗教

式的信仰和穿青人民族的民族文化内容之一。在和

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穿青人一直固守着自己的

某些文化与传统, 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根

深蒂固的民族文化情结, 也是穿青人之所以成为穿

青人的缘由, 是其立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缘由。

穿青傩戏, 宗旨单一, 是穿青人 /兹因祖来信奉五
显圣贤香火一堂, 原许数年一赛, 今年例已满, 不

负初心, 是以取今天运某年某月某日吉时良辰请弟

子某某于家酬还五显圣贤恩惠0 的民族宗教专祀与
庆典, 其 /还愿0 的宗教性和原始性, 可以用现代

的眼光加以审视。

庆坛的艺术价值, 是其旅游价值的灵魂。穿青

庆坛傩文化大致都经历了傩祭 ) ) ) 傩舞 ) ) ) 傩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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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原始的祭祀活动中的一个主要形式, 便

是通过傩舞表演来取悦于神。作为傩文化现象, 明

代中期庆坛由 /庙祭0 转化为 /家祭0 的过程, 也

使它由 /寺院傩0 演变为 /民间傩0, 这更使穿青

人的庆坛有了吸取民间艺术养料的机会。穿青人的

傩戏, 粗野、狂放、亲切, 凝聚了民间艺术。穿青

傩戏表演中, /茶酒师0 角色最富情趣, 其台词粗

鲁、诙谐、机敏、淫秽。道具中的 / 脸子0, 造型

夸张, 歪眉斜眼, 民间气息很浓。穿青人傩戏文化

沉淀, 具有极高旅游开发价值。

2、旅游推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央电视台曾对穿青人

的傩戏 (庆坛) 进行过录像, 当时参加表演的穿青

道士, 至今对此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穿青人的傩

戏曾被纳雍县作为旅游项目向外推介。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末, 张成坤 ( 1999) 在 5贵州旅游文史系列
丛书 #织金卷 ) ) ) 溶洞王国6 一书里, 以 5穿青人
与傩戏6 为题, 就将穿青傩戏作为民俗旅游资源介

绍, 称其 /极富民族特色0, 被外国专家誉为 /戏
剧的活化石0。随着织金洞的发现与开发, 徐新建

从民俗旅游开发的正负两方面的多重后果的角度,

提出 /把传统民俗同现代旅游结合起来, 也就是将

-织金洞. 与 -庆五显. 连为一体, 同样 -开发.

为供人观赏的旅游产品, ,0 的看法, 以丰富织金

洞的旅游活动项目, 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如此将

改变织金洞旅游仅是单纯的自然景观游览现象。

3、开发措施

( 1) 开展穿青文化系统研究, 发掘其文化内

涵。民族文化旅游是现代旅游的主潮之一, 应提高

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重要性的认识。穿青傩文

化经过历史的环境演变与沉积, 得以在织金、纳雍

一带留存于今, 并面临消亡的危险。通过对穿青文

化, 尤其是穿青傩文化的系统研究, 发掘其文化内

涵, 是其旅游生命力的体现。

( 2) 整合织金洞旅游资源, 进行科学规划。穿

青傩文化及穿青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个渐

进的发展过程, 必须进行科学的统筹规划、分期实

施。织金洞旅游资源特色突出、基础设施和接待设

施条件相对较好, 位于穿青人集中分布的区域范围

内, 穿青文化与织金洞整合开发, 赋予织金旅游发

展的灵魂, 将会带动整个地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

结语

穿青人是国家待定民族之一, 作为一个有别于

当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族群, 有必要开展深入

研究。穿青傩戏, 具有原始性和宗教性、祭祀与娱

乐相结合、娱神自娱等特点。穿青的五显信仰在江

南一带也曾经流行, 但在十七世纪由于官方禁止,

早已销声匿迹, 而通过移民在贵州西部贫穷落后的

地方, 这种文化得以留存。穿青傩戏, 除表演与五

显神有关的故事情节之外, 多数是 / 还愿0、 /驱
邪0、/祈福保平安0 的礼仪法式。五显坛是穿青人
区别于汉人和贵州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的标志。穿青

傩戏可以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向外推介, 尤其可作为

民族特色旅游产品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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