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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仪式戏剧”的推陈出新
——评彝族古剧《撮泰吉》 □欣 荣

日前，由国家民委主办，中共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州委、州人民政府等承办的

“美丽德宏·相约北京——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成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

德宏州位于云南省西部，是全国30个

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多种民族在此长期

交融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如傣族剪纸、目瑙纵歌等。这里山川秀

丽、气候宜人，有“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

库”的美誉。

截至2016年2月底，德宏州共有13项

“非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包括民间文学《遮帕麻和遮咪麻》、傣族

孔雀舞、傣族象脚鼓舞、傣剧、傣族剪纸等。

《遮帕麻和遮咪麻》是一部阿昌族家喻

户晓的创世史诗，用它对阿昌族子孙进行

传习教化。它有唱诗和口头白话两种传承

形式，主要流传在梁河县九保、囊宋两个乡

的阿昌族村寨。《达古达楞格莱标》是德昂

族民间的一部创世神话史诗，栩栩如生地

描绘了洪荒时代德昂族苍凉、悲壮的历史

图景，被誉为“洪荒时代的古旋律”。《目瑙

斋瓦》是流传于景颇族民间的一部创世史

诗，全长8900行，共分六章，描述了从天地

万物的形成、人类的出现到景颇族生产生

活的漫长历史过程，是研究景颇族诞生和

迁徙、宗教祭祀起源、婚姻制度的演变、山

官制度的产生、民族交往等社会历史发展

状况的珍贵资料。

傣族孔雀舞是傣族文化的重要标志，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

语汇丰富，形式完整，而且风格突出，舞姿

优美。通常在本族的民俗节庆、宗教集会、

喜庆丰收、赶摆等场合时节，为增加节庆的

热闹气氛，都盛行跳孔雀舞。傣族象脚鼓

是傣族标志性的打击乐器，而象脚鼓舞则

是傣族流行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

族舞蹈之一。凡节日庆典也都要跳象脚鼓

舞，所以傣族把象脚鼓称为“滚熬”，意为

“人的影子”。德昂族的主要打击乐器则是

水鼓，水鼓舞又叫“嘎拱当”。鼓身制作完

后，在鼓身的中间挖出一个小圆孔，敲打前

装入一两斤清水，在鼓面的皮上涂上黄泥，

待鼓面和鼓心湿润后，再把剩余之水倒出

来，就可以使用。经过湿润后的鼓，其音色

纯正悠扬，韵味别具一格，再配上钗、铓等

乐器的伴奏，就更具特殊的艺术魅力。

傣剧起源于古代傣族祭祀时的“傩

戏”，每逢节庆日或村寨举行大的活动，群

众以能看到傣剧为荣，即使请不到专业剧

团，也要请业余剧团登台助兴。在德宏，剪

纸这门古老的手工艺术，应用得最多的是

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剪纸的颜色很讲

究：喜庆节日时用红、黄、蓝、绿、金等彩纸

剪纸；丧事，或在供寨头神“吕贺芒”与领兵

神的小庙里则全部使用白色剪纸。

泼水节是德宏州的傣族、德昂族和阿

昌族盛大的传统节日，节期在清明节后第

7至10天，为重要的年节习俗。其中，犹

以傣族泼水节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目瑙

纵歌节则是景颇族最盛大、最隆重的民族

节日。它是为祭祀景颇的太阳神“木代”而

举行的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到时，三山五

岭的景颇族群众都相聚在一起纵情歌舞，

跳目瑙纵歌舞时，人少则上千，多时过万，

故又称为“万人之舞”。

浇花节是德昂族一年一度的传统佳

节，也是从清明节后第 7天开始，历时 3

天。节日开始这天，德昂族群众都穿上节

日盛装，背上从井里打来的清水，带上早已

准备的食物，手捧鲜花，汇集到本寨的奘房

中过节。仪式由寨里的长老主持，男青年

敲响象脚鼓，女青年合着鼓点跳起“堆沙

舞”。其他群众身背精致的小花篮，手捧竹

水筒举过头顶，依次往水龙槽里倒水，为佛

像冲浴，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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