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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 傩只是故纸堆里僵硬生

僻的字眼。端午节划龙舟、过年了放鞭

炮、 万圣节扮吸血鬼……都是傩这个

庞大的文化空间里至今鲜活的生活留

存。傩是人类共同的童年记忆，更是一

个民族、 一个国家追溯自我来源的那

个悠长、可靠的文化母体。

湖南是傩文化研究的策源地。

1981年，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就在凤凰

召开“湖南傩堂戏座谈会”。这是中国

第一个傩文化研讨会。此后，傩文化研

究在国内外渐渐升温， 甚至出现一门

新的学科“傩学”。

今年5月30日，流传于新化、安化、

冷水江等湘中地区的梅山傩戏，进入第

六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

已与其他省份的傩戏一起，申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 7月4日到9日， 海峡两

岸宗教与区域文化暨梅山宗教文化研

讨会，将在长沙、新化两地举办。6月20

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万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研讨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

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 湖南省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湖南省新化县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将有来自台湾及大陆的

近百名学者及媒体人士赴新化考察梅

山傩等梅山宗教文化。这标志着海峡两

岸将首次从宗教的层面对梅山傩进行

系统研究。

在湖南傩文化家族里，梅山傩一直

低调朴素，几近消隐，人们甚至认为湘

中没有傩。这是梅山傩第一次从幕后走

到前台高调亮相。 本报“文化·观察”特别

采访三位嘉宾，听他们讲述、解读梅山

傩的背后故事、文化基因与历史密码。

梅山傩，

追寻湖湘文明

的基因密码

牛角一吹响，所有日本人都愣住了

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通知我，准备两

个傩戏节目参加中日文化交流会开幕式

中方节目演出。这是梅山傩第一次高规格

的亮相，我兴冲冲地挑选了“梅山苏氏开

坛傩礼”和《搬锯匠》两个节目。没想到启

程前一天，艺研所来电话说日方不同意我

们去，认为湖南傩戏都是些上刀山之类的

杂技表演， 他们参演的是有500多年历史

的日本皇室御用剧目《真伎乐》，两者不能

同台表演。如果一定要去，就要降低接待

规格，不能坐飞机去。我一听又好气又好

笑，但想到梅山傩好不容易争来一个露脸

的机会，受点委屈算了。

到了北京，日方一看演员就是几位农

民，道具用旧报纸包着，用蛇皮袋提着，穷

酸得很。而他们来了50位相当于国内教授

级别的讲师， 便硬要我们砍掉一个节目。

当时在礼堂里准备走台，双方僵持了近四

个小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来了脾

气，干脆让演员们马上走台，把牛角吹起

来再说。

悠长、古朴的牛角声一响，所有日本

人都愣住了，一言不发看完了彩排，不仅

再不说只上一个节目，还临时动议主持开

幕式的中方代表穿梅山傩服、 戴梅山傩

面，日方代表穿和服、戴日本纸面，一起宣

布大会开幕。第二天演出结束后，日方所

有演职人员全都跑到化妆室向我们集体

鞠躬，和我们合影，日方总监酒井靖仁还专

门向我鞠躬致谢， 说这才是真正古老的中

国傩戏。

梅山傩不能变成又一个敦煌

与日本《真伎乐》较量的经历，李新吾

记忆犹新，也再一次坚定他的信念：守护梅

山傩，也是守护一种文化尊严。

上世纪90年代初， 一位在桂林旅游的

法国人在地摊上发现了一个木雕菩萨，循

着菩萨背后小洞里的地址一直找到了新化

……目前，法国一家著名的文化研究机构，

已为1000多尊明清年代的梅山傩面具、神

像等建立了“湘中神偶数据库”， 而在湘中，

明清年代的神像几近绝迹。 法国这个数据

库已具有知识产权。 法国学者曾给李新吾

一个数据库的密码， 但如果他离开家里那

台电脑，或把电脑带出他的房间，都无法登

录。与此类似的是，法国一家私立博物馆馆

长说，100年后， 中国要研究苗族的服饰必

须到我的博物馆来。

中国文化的宝库敦煌， 其文献资料大

都流落到国外， 今天中国人研究敦煌要从

外国购买文献胶卷。 梅山傩不能变成又一

个敦煌，抱着这样的信念，十年来，李新吾

祖孙三代蜗居在3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却

为梅山傩自费投入了三十多万。 此举感召

了民间人士李志勇、 李新民与其组成梅山

傩研究的“铁三角”，跑遍了湘中每一个偏

僻的角落。

李新吾 新化人，中国傩戏学

研究会理事， 湖南社科院特约研

究员。多年在文化基层工作， 2000

年， 与北师大教授陈子艾在新化

进行民间信仰调查时， 发现“南

蛮” 初祖蚩尤部落的图腾与当地

师公戴的面具“脸子” 有密切联

系， 由此开始关注梅山傩文化。

2005年，在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节

上第一次向外发布梅山傩的消

息。6月13日，他向本报记者讲述了

2007年梅山傩戏赴京参加演出的

一段往事。

十多年前，从美国回长沙的谭盾

与媒体见面，很激动地播放了一段湘

西“鬼戏”的录音。我至今仍记得，大

片深海似的男声暗哑中，翻卷出一层

又一层高高突起的女声， 尖峭而艳

异，直刺得人灵魂出窍，飘浮于云。但

我不知道，他说的“鬼戏”，就是傩戏。

直到有一次因为采访，从繁华

都市里转身，在乡野田间追寻那些

简陋、笨拙甚至粗鲁的傩戏，才开

始认得傩这个看起来怪怪的名字。

但那也不过是从傩的表面滑行而

过 。 我尽量放低的表情和姿态，还

是显得生硬、别扭。

前几年我听父亲说起，我的祖

父竟然是湘中一隅颇有名气的巫

傩师公。祖父吹过的牛角，用过的法

器至今还锁在老屋的柜底。 这让我

大吃一惊。怪不得祖母经常说，小时

候我在老家时， 最喜欢在堂屋里戴

个土地公公的“脸子”跳来跳去。现

在想来，那必是受祖父的影响。

父亲此前从来没有透露过祖父

的身份， 我很遗憾在祖父去世多年

后才知道。 我已经无法与这位有一

肚子故事，喜欢将我骑在肩上的老人

面对面。在那些人们拍摄的梅山傩戏

的画面里，我仿佛看见那些面具的后

面，晃动着祖父那张清瘦的脸。

对“傩”的职业探寻，引领我发现

了来自祖辈的秘密。我为曾经的轻慢

与鄙薄感到羞愧。因为祖父，梅山傩

和湘中的故土，都与我有了一种超越

地理意义的精神交集与能量传递，幽

深神秘，却真实可感。我一直向着遥

远的地方去寻找某种可供支撑的东

西，殊不知，有一种力量就在我的身

边断续却执着地敲打， 终于有一天，

我听到它的声音。虽然，我尚无法知

晓，它到底将说些什么。

来自远古世界的巫傩文化，集

结的是人类进化历程中沉淀下来

的记忆与情感的无限空间， 已经化

做了人类宏大而细碎，温润却无声

的存在背景， 但它也会频繁而结实

地踏在人们的生命链条之中， 将那

些浮萍式的无根灵魂狠狠地踩紧。

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 但仍

然无法望见我的命运。

正是这样的困惑， 使我走近那

些多年在寂寞甚至误解中， 坚守梅

山傩和傩文化的人们， 试图感知他

们的生命图景与情感镜相，倾听他

们内心的声音。

但这样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傩（nuó） 远古人类为了消除灾难

而产生的一种巫术形式， 以祭祀仪式

为载体，是原始民族自然崇拜、鬼神崇

拜及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也是戏剧、

诗歌、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雕刻等

文化艺术的源头。中国傩文化已有三千

多年历史，是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

艺术文化的融合体，包括傩俗、傩歌、傩

戏、傩艺等，至今依然通过节庆、习俗、

语言等演变方式留存于现代社会。

梅山傩 梅山即今沅、 湘与洞

庭、南岭之间的雪峰山区，以今新化、

安化、冷水江、邵阳等为核心区域。北

宋神宗时期这里开化置县，如“新化”

取“王化之新地”之意。梅山傩是此地

一种既不同于外地汉文化区、 又有别

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傩文化，是

湖南多民族融合进程之中保留的“活

化石”，在民间一直流传至今。如新化

县水车镇独有的《傩头狮子舞》，起源

于祖神和生殖崇拜， 其本质为古老的

模拟巫术。

被狠狠踩紧的灵魂

一个故事：梅山傩与《真伎乐》

7月4日到9日，海峡两岸宗教与区域文化暨梅山宗教文化研讨会，将在长沙、

新化两地举办。这标志着学术界首次从宗教文化的层面对梅山傩进行系统研究。

“首届蚩尤文化傩艺展演”《搬

开山》节目中，傩戏演员将道具赠

予李新吾。 余致力 摄

湖南新化第四届梅山文化旅游节上的梅山傩面具。 本报资料图片

■文/本报记者 肖欣

傩戏即将上演。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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