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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满族神歌是歌
、

舞
、

乐 为 一体的 民间 艺术形式
,

在 萨满祭祀的过程 中
,

神歌的 演唱

是程式化的
,

而祭祀仪式 因其特殊性也有仪式化特征
。

在家祭和放大神过程 中
,

仪
式化非常明 显

,

而且萨满在野祭时的舞蹈也别具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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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

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流传着萨满神

歌
,

尤其是满族的神歌流传得更为广泛
。

据笔

者在吉林的调查
,

很多满族人已经不会说满

语
,

但是神歌的演唱依然使用满语
。

于是
,

萨

满是如何记住大量的满语就成了一个问题
。

通过阅读记录神歌的文本 即神本子
,

发现

其中有大量的程式
,

这些程式在萨满创作
、

演
唱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神本子也在很大程

度上规范了萨满的演唱
。

在前辈学者搜集整

理的神本子中
,

石姓 其满语姓氏为石克特
立 是比较突出的

。

该姓神本子以大神祭祀为

主
,

保留了较完整的原始内容
,

反映了满族萨

满文化的一般内容和普遍规律
。

宋和平翻译
的《满族萨满神歌译注 》中选择了小韩乡 的家

神和大神神本的全部神歌
,

并吸收了东阿屯

的
“

头辈太爷
”

篇
,

共译注了 篇大神和

篇家神神歌
,

及 篇请送神歌
。

现今所见石姓

神本有十一册
,

东哈三册
,

小韩八册
,

均 由萨

满
、

侧立保存
。

作者认为该姓神本子不是一次

记录完成的
,

有多位萨满演唱时的记录
。

如

《飞虎神 》就是萨满石清山请神的真实记录
。

萨满祭祀时的仪式过程也是程式化的
。

仪式作为活的
、

流动的
“

文本
” ,

更容易被人们

接受
。

人们在千百年的祭祀中形成了很多固

定的程式
。

如祭祀环境的布置
、

供品的摆设
、

神灵特性的描摹等
,

都已经成为人们相当熟

悉的内容
。

神本子中的记录也成为仪式的主

要依据
。

笔者从 年吉林满族艺术文学研
究院录制的石姓萨满祭祀的录像中看到

,

该

请哪位神灵的时候
,

侧立便给萨满拿相应的

神器
,

这些在神本子中也有所体现
。

吕大吉和孟慧英都认为
,

宗教仪式是被

传统固定下来的
、

规范化了的行为方式
。

本文

要谈论的话题
,

就是仪式本身的程式化问题
。

鉴于此取向
,

这里不拟涉及宗教行为的具体
含义

,

而集中关注神歌的程式化与仪式程式

的对应关系
。

萨满歌是在传统中形成的
,

它一旦大体

定型
,

后人只要按传统规定下来的语言方式
吟唱就行

。

因此
,

它相对而言 比较稳定
。

但是
从另外一方面说

,

在现场的即时表演中
,

又会
有即兴的成分加人进来

。

所以有学者认为

尽管 萨满教的仪式从表面上看也有一些

规定
,

但是萨满要念什 么
,

及如何引导仪式的

进行
,

自己心里是无数的
。

萨满要念的祷文
,

要唱 的 赞 美诗
,

要念的 咒语
,

全凭灵感所驱
。

他们的 守护灵魂如何驱使
,

他们就如何行动

和祈祷
。

要肯喀 目们 ①在仪式过程 中
,

尖其在

昏迷的 时候念叨些什 么
,

那是不可能的
。

仪式

过后 他们也无法重复 自己说过的 东西
。

因 为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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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在整个仪式过程中
,

他们是在 守护灵魂的控

制之下
。 ②

我们虽然不完全同意神歌演唱完全是萨

满在守护灵魂的控制之下的操演
,

但神歌本
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某种即兴色彩

。

萨满文化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

这一切

主要体现在跳神中
,

跳什么神就会有什么样
的神歌

。

在跳神仪式中
,

神歌的诵唱是由萨满

和助手完成的
,

萨满对本族的历史
、

文化了解

得怎么样
,

都可在与神灵的对答中体现
。

萨满

所掌握的程式大都是通过学
“
乌云

”

或学习神

本子传承的
,

祭祀程序的程式化也在帮助萨

满记忆大量的神歌方面有所助益
。

萨满祭祀一般比较规范
,

如祭祀首先要
唱请神词

,

一一唱点所请神名
,

待神灵入位
后

,

请他们纳祭
。

每一个仪式的举行都有特殊
的 目的

,

要说明是什 么原因
,

为谁家之事请神 ③ ,

然后是祈求神灵保佑
,

通常是针对具体情况

提出 需要神灵解救和帮助的具体 内容
。

最后

是送神
。

萨满的送神歌
,

主要是谢神和请神归

位
。

我们前面 两章 已经分析过这些 固定的程
式

。

在 萨满的祭祀仪礼中
,

祭词 当 然是不可缺
少的

,

祭词 因祭祀的对象不 同 而 不 同
,

因祭祀
的 内容而 变化

。

神歌在仪式 中发挥直接作用
,

因 而可以

说神歌是直接服务于仪式的 产种歌对各项祭
仪程序和规则 的重要部分都有 简 洁 的介绍

,

熟知神歌就能粗知祭礼
。

可见神歌不单单是
伴随仪式 出现的次级衍生物

,

而是与仪式共

生的 东西
。

满族的祭祀程式是由各种不 同 的行为组

合而成的一组行为 系统
。

仪式行为 可以理解
为 萨满神歌段落的组合基础

。

一个祭仪包括
许 多仪式行为

,

演唱 文本并没有把所有仪式

行为都涵纳进去
,

而通常是集 中于几个代表
性行为

,

以表达遵礼守制 的敬神心理
。

通过音

像资料
,

我们 大体上可以 了 解具体仪式的各

种行为规范和进行过程
。 ⑤

仪式的程式分家神和大神而不同
,

因其
祭祀 目的

、

形式不同
,

过程也不同
。

家神歌就是在满族家祭各项祭祀礼仪中

祭祖
、

祭天
、

换索
、

背灯祭时吟唱的祝祷词
。

家

祭的祭式比较规范
,

每项祭式中又有不同的

程序
,

如祭祖要制作悖悖
,

而有的姓氏则杀猪

摆件
、

设供种种祭仪
,

每个过程几乎都有专门

的祝文
。

家祭萨满词基本上是吟诵的
,

家神祭

祀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有成套路的祝祷语句
,

俗称
“

吉祥话
” ,

同时家神歌针对专门的祭项
,

也有特殊的神歌内容
。

野神歌是指野神祭祀时萨满和侧立所唱

的祝文和仪式表演中的歌曲
、

对答词
。

根据祭
祀程式它包括 《排神歌 》

、

《请神歌 》
、

《萨满附

体歌 》和 萨满与侧立对答歌 》等
。

野祭时继
“

排神
”

仪式后
,

请送神灵通常一个一个地进

行
,

也有一铺一铺疆地请送的做法
。

野祭萨满

歌的即兴创作成分相对多些
,

边跳边唱
,

有唱

也有念
。

相对来说
,

野神歌程式的运用不如家

神歌的比例大
,

几乎是一神一歌
,

每个神灵也

基本上具有 自己独特的神歌
,

萨满个性更明

确
。

这些萨满歌中
,

神灵居住地基本上各有特
点

,

神灵形象
、

技能
、

威力各个不同
,

神赞也不
同

。

祭祀场景是萨满神歌诵 唱的必要条件
,

也是萨满神歌发挥宗教功能的场所
。

祭祀环

境的规范化和仪式的程式化是人们严格 洛守

前人遗留的民俗与知识传统
,

经过不断重复

操作积累成型的
。

野神歌与家神歌的祭祀环境的布置有相

同之处
。

据孟慧英总结神位的设立主要包括

神案
、

神位
、

供品三项 ⑦

、

神案
,

有 家神案和野神案
,

供品主要摆

在神案前
,

跳神都是在神案前进行
。

家祭神案

是 家祭时悬设的 以 画像为主要形式的神位
。

吉林省 九 台县石 姓的 家神案子上方绘有神

楼
,

背景是长 白 山神树
、

神乌
。

神案上共有五

座神楼
,

内 中端坐第一辈至第五辈太爷神 萨

满神
。

第六至第九辈太爷神名 亦在画 中
,

但
无神楼

。

诸神楼的周 围景物有云彩
、

树
、

乌
、

兽

等
。

神案上有 白 山神祖超和 占爷的 画像 ⑧ ,

他

是跳家神的首神
,

祭祀的主要对象
。

家神案一

般设在西墙上与祖宗神盒并列
,

共享祭祀
。

或

有祖先神与 家神案分祭者
。

野神案又称大神

案
,

以 画像为表现形式
,

只 是 图案更为 复杂
。

石姓大神案杨姓大神案绘有九个神楼和九位

萨满
。

前五位 坐 于动物 身上
,

两侧有 日
、

月
、

树
、

乌
,

下方有飞虎
、

豹等动物
。

、

神位
。

西墙上端悬 于木板上的祖宗 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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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称作祖先神位
。

祖先 匣 内珍藏的

梭利条
、

黄绩布等是神位灵物
。

满族人家 多保
留木制

、

皮制
、

布制或金属制 的神偶
,

它们也

被摆放在神位上
,

以 示参祭
。

满族所祭神灵 包

括萨满神
、

瞒尼神 英雄神
、

动物神 多为 野

神
、

自然神多种
。

神位形式 亦 多样
。

如石姓瞒

尼神达几十位
,

均 用木制人形
。

祭祀时把瞒尼

神依次排列在大神案子下
,

神桌后 面的 西炕
的红布上

。

满族家祭中的佛 多妈妈神位
,

多以

黄布 口 袋或柳枝代位
,

布 口 袋 中藏子孙绳
,

该

神佑护人丁繁盛
,

幼儿平安
,

院祭 或祭天 以

神杆代位
。

野祭则 以升斗桌为迎神之位
。

、

设供
。

神案前放置供桌
,

上铺红布
,

摆

设香碗
、

酒杯
、

供糕等
。

供品 中最重要的是献

牲
。

所献一般为猪
,

个别姓 氏用 羊或牛
,

还有
以鸡鸭随祭的

。

献牲又称摆件
,

将猪割成八
、

九
、

十一
、

十三等块
,

待煮至七八分熟时
,

再将

各块按整猪形状拼好
,

放于槽盆 内
,

献神
。

供
香也不 完全相 同

,

有汉香三种
,

粉末香四种
。

仪式场合的设置是萨满祭祀的准备阶

段
,

要强调人的“

虔诚态度
” ,

祭神是为满足祭

者的现实要求而希望平安
、

长寿
、

人丁兴旺
、

祛病除灾
、

丰收等等
。

人们靠对神灵的恭敬和

讨好来实现 自己 的期望
。

这种仪式场的布设
还有隐含的意义

,

即将观念中的人神关系拉

得更近
,

更直接
,

并借助象征物
,

实现人神之
间的沟通

,

所以
,

人
、

神
、

祭品是仪式的三个关

键要素
。

家祭仪式的程式与神歌的关系

家祭仪礼是萨满教祭祀仪礼中主要内容

之一
。 “

家祭
”

是满族中最为常见的祭祀活动
。

据富育光先生的归纳
,

满族的
“

家祭
”

主要有
四种类型

,

即常例祭
、

烧官香
、

许愿祭和办谱

兼祭祖
,

这四种类型在祭祀仪式项 目
、

程式等

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

它们一般都由 “

跳悖

悖神
” 、 “

跳肉神
” 、 “

背灯祭
” 、 “

换锁
” 、 “

祭天
”

等仪式组成
,

并按照规定的程式来举行
。

石姓

家神神歌共 篇
,

包括《南炕 》
、

《西炕 》
、

《淘

米 》
、

《佛多妈妈 》
、

《奥都妈妈 》
、

妙匝星 》
、

《祭

天 》
、

《求太平 》
、

《除病灾 》及《出兵 》
。

满族在烧香跳神开始时
,

要
“

跳悖悖神
” 。 ⑨

石姓
“

跳悖悖神
”

主要体现在《淘米 》神歌中
,

由“

淘米
” 、 “

震米
” 、“

打糕
” 、 “

做糕
” 、“

供糕
”

和
“

吃糕
”

等一组仪式构成
。

前四项仪式是制做

祭品悖悖的过程
。

淘米歌也跳神
,

要边跳边

唱
,

要
“

悬迷勒
”

走凌子步
。

神歌中讲述了如何
制作供糕的过程

,

而且表现了萨满的虔诚态

度
。

“

将粘谷收获在场院里
,

在百穗
、

千穗 中

选拔
,

揉搓
。

每穗有四十粒以上的将备于备
用

。 ”

伽场院中脱粒
,

除糠已毕
。

今取来贮藏供

谷
,

放人槽盆
,

倒人泉水
,

精心淘洗
。 ”

伽推米

除糠
,

尊礼泼潜水
,

制作了悖悖制品
。 ’,

⑩

“

供糕
”

是将制成的祭品悖悖敬献给神

灵
,

请其降临品尝的仪式
。 ⑩从萨满所唱的神

歌的内容来看
,

所祭祀的神灵通过萨满的招

请降临到了祭场
,

神灵凭依在神位之上
,

而且

敬献结束之后还有请降临的神灵回到各 自的

原住地去的内容
。

萨满的作用是作为人的代

表 祭司 来活动的
。 “

跳悖悖神
”

时涉及到的神

灵多与农业有关
。

人们祈求这些神灵的庇佑
,

以求得五谷丰登
。 ⑧

跳家神所祭祀的首神为
“

撮哈占爷
” ,

即
“

白山主
” ,

跳西炕家神
,

就是祭祀满族发祥地

长白山
。

祭祀白山主超和 占爷时要跳
“

西炕

神
” ,

在《西炕 》神歌中提到
“

撮哈占爷
”

的特征
“

红脸白山玛法总兵
,

从高耸人云的 白山而

来
。

统理征讨军务
,

坐骑骏马出征
。

四十名骑
士护卫

,

二十名强汉随行
” 。

还有其他本族的

祖先神
,

如佛多妈妈 子孙娘娘
、

奥都妈妈等
。

“

换索
”

祭是满族历史上萨满教文化中普

遍举行的仪式
。 “

换索仪式
” ,

亦称
“

柳树祭
” ⑥ ,

佛多妈妈的神坛在西炕前
,

在房屋内的东南
角下有一矮桌

。 ⑩神歌中这样描述佛多妈妈的

特性
“

在家神神坛前
,

乞请从白山 山林降临

的
,

千年英明
,

万年神通的
,

石姓始母神灵佛

多妈妈
。 ”

神歌中描述仪式所需的供品
,

还包

括换索的仪式
, “

取来茂盛柳枝
,

敬栽在庭院

中
。

从大城市中
,

取来白绩彩棉
,

巧手剪成银
线

,

制作了神锁
。

子孙带锁保平安
,

以 口 袋所

生
,

袋大子孙多
。

为石姓繁荣昌盛
,

乞求佛多

妈妈
,

枝大叶多
,

繁茂壮大
,

繁衍无穷
。

如木之

茂盛
,

如木之繁荣
。 ”“

换索
”

是一项带有
“

人生

仪礼
”

属性的祭祀仪式
,

很有一点续谱的味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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舀

涵哎厂斌

道
,

从
“

子孙绳
”

上我们可以看到人 口 繁衍的

情况
,

辈份以及男女性别
。

满族烧香祭神时献牲进行的
“

领牲
” 、 “

摆

腔子
”

仪式
,

俗称
“

跳肉神
” 。

选定神猪要经过

踩神猪的仪式严峥申本子中提到
“

抬头喜庆
,

抬

腮吉喜如意
” ,

表示神灵 已纳享
。

跳肉神时必
须进行

“

领牲
”

的仪式
。 “

领牲
”

结束后便是
“

摆

腔子
” ,

亦称
“

摆件子
”
护必这个仪式在神歌中有

很好的保留
,

如《多活络瞒尼 》中提到
“

我们献
出 了一片诚心

,

将牺牲肝胆肺连结
,

放人猪腔

之中
” 。

其他神歌中提到
“
滇重买来神猪

,

精心

圈养家中
,

神猪肥壮
,

今将神猪摆上
,

按节行
刀

。

神猪即刻丧命
,

一切情形甚善
” 。 ⑩“

按节行
刀

”

就是指
“

摆腔子
”

这个仪式行为
。

家祭中还有背灯祭祀
,

一般在家祭的第

二天晚上或第三天晚上举行
。

背灯祭是指以

夜晚关门闭户
,

熄灯灭火为形式的萨满祭祀

活动
。

背幻祭所祭神灵多为星神或黑夜守护神
。 ①

背灯不仅在跳家神中有
,

抬神
、

放大神中也

有
。

背灯所祭的神姓氏不同
,

祭祀神抵也有差

异
,

但主要是顺星
,

这是一个泛称
,

一般是北

斗七星
、

三星等
。

石姓《顺星 》中所祭的星星有
“

七星北斗星君
,

五斗星官
,

二十八星官
”

等
,

神歌中唱道
“

千颗星君出现
,

万颗星君出现
,

三星宿官出现
。

当天色已晚
,

金鸡
、

银鸡弯脖
宿窝之时

,

光线隐匿之际
,

祭祀祖先星神
,

祭

祀神坛星神
” 。

满族的乌西哈
,

星 神
,

有

的与萨满灵魂到天界游历有关
,

有的与萨满
占 卜有关

,

有的与生命灵魂的寄生
、

往来有关
。 ⑧

大多数人家背灯祭是在屋内举行
。

背灯祭要

求避免亮光
,

万籁寂静
,

是夜门窗紧闭
,

灭灯

火
。

屋子内除萨满祭祷外
,

没有任何杂声
。

萨

满在屋内绕舞三圈
,

歌唱至三到四遍
。

神词诵

毕
,

点灯燃火
,

众人叩谢神位
。

之后大家分享

祭祀猪肉
。 ⑩

“

祭天
” ,

在祭祖的第二天早上
,

强调
“

选

择了清洁祭天神杆
”

或索莫杆
,

与天神的沟通

是通过索莫杆
,

索莫杆就是祭天的唯一标志

和形式
。

最后的
“

祭天
”

仪礼是围绕着庭院中

树立的
“

索木杆
”

来进行的
。 “

祭天
”

结束后
,

就

进行送神仪式
。

萨满把索木杆和吃剩的牺牲

骨头送到江中或高岗上
。

神歌中唱道
“

从山林

中
,

择选一光滑
、

笔直木杆
,

端正竖立在庭院

中敬做草把
,

绑在木杆上
。

乞请天汗降临
,

纳

享献牲祭物
” 。

二
、

放大神神歌与仪式的关系

“

放大神
”

有两项内容
,

首先是祭祀本姓
氏的部落祖先

,

实际上是已经成神的大萨满
,

尊称
“

太爷
” ,

以及部落的英雄
,

尊称
“

瞒尼
”

神
。

其次是祭祀
“

野神
” ,

主要是动物神
,

这是
萨满教 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充分展现

。 。

放大神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有众多的精

于骑射
,

耍枪飞叉
“ 巴图鲁

”

胆译英勇的意思

等生动形象
,

有反映敢上刀山 即刀梯
、

下火

海 即跑火池
、

钻冰眼 即冰窟窿
、

吹火炭
、

持
锁链

、

舞金花等的神灵壮举 有表现狼
、

虫
、

虎
如飞虎神

、

母卧虎神
、

公坐虎神
、

悬离虎神
、

金虎神
、

大黑虎神
、

豹
、

鹰
、

蟒蛇
、

雕
、

熊
、

野猪
神等玩耍嬉戏的精采场面

。

还有诸位瞒尼神
,

五位太爷神 萨满神 气
放大神中每谱神都有大体规程 ⑥。

石姓的

野神必须在七星斗前请送
,

作者从录像资料
中看到

,

虽然有的神灵先在大神案子前跳神
,

但只有到七星斗前神灵才会附体
,

才会降临
。

七星斗上的大弓箭表示满族作为精于骑射的

民族
,

在祭祀时
,

未忘祖先尚武爱弓 的传统
。

神灵的路线大致是七星斗前请神一 神灵降

临后 侧立领神进屋 在神堂前跳神一侧立

送神一七星斗前送神 ⑧。

第一个程序是
“

排
神

” ,

鲜申本子中详细介绍了 白山玛法
、

石姓七

辈的属相
、

居住地点
、

神灵特性
、

所领的瞒尼

神或动物神
、

功能等情况
,

以及各个动物神的

情况
。

有的在单篇神本子中未加以详细描述
,

而全面的展现在《排神 》中
,

对石姓历史不了

解的人可从其中弄清野神
、

大神
、

祖先神的来

龙去脉
,

更是萨满学习 的重要依据
。

第二个程序是请神
。

鲜申灵附体后
,

大神

的举动和言行
,

都是神的 旨意
,

都是以神的身

份出现了
。

大神与二神击鼓
,

甩腰铃
,

以
“

对

歌
”

的形式回答 ⑩
,

也叫
“

升斗 回话
” ⑧。

这一段

是最能体现萨满和侧立能力的地方
,

俗话说
“

三分萨满
,

七分侧立
” 。

石姓的《问答篇 》①不

是专门为祭祀而祭祀
,

主要是为萨满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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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唱起拢勿交作用
。

我们分析过神歌中存在

的八类程式
, 。这些程式是萨满必须学会的

,

并且可以灵活使用的
。

这几句话
,

在神灵附体

之前和之后都可唱
。

这是很有特色的问与答
,

其内容都是很
丰富的

,

但在具体对答时
,

要根据具体所请的

神灵决定选择哪几个问题
。

这就体现出灵活

性了
。

但是
,

在我们上一篇石姓神歌结构分析

时可以看出这是固定的程式
。

当大神盘旋面

向屋门时
,

侧立在前面引领
,

称为
“

领神进

屋
” 。

如《往屋里领神神歌 》

各位瞒尼善佛
,

手执各样神器
,

居住白 山

山林
,

从风水之地降临
。

从各 自山峰
,

各座楼
阁

,

各条河流降临
。

今 日是吉 日 良辰
,

所 以在

今 日 夜晚
,

石胜子孙来乞求
。

在七 星斗前
,

高

桌上供献
。

点燃 了把子香
,

敬献 了 香 火
。

萨满

何属相 今 日 东 家又宴请
。

求福人善于随机应

变
,

祭祀仪式样样精通
。

小侧立倒退着在前引

路
,

在正 门前宴请
,

在有 门 栓的 门 前降临
,

在

挂有筛箩的 门前跳动
,

从大梁下通过
。

遵照传

统礼仪供献
,

一切情形甚善
。 围观者观看 萨满

跳神
,

称颂跳神精彩
。

萨满装束美丽
,

双脚齐

跳
,

侧立呐喊
。

萨满跳神舞蹈
,

旋着迷勒
,

旋转
着抢摔神帽

,

尽力表演
。 。

下一个程序便是
“

踩神猪
” 、“

领牲
” 、 “

宰

牲
”

和
“

摆件子
” ,

与跳家神的祭仪无异
,

在此

略过
。

“

摆件子
”

过后
,

放大神才算正式开始
。 。

“

放神
”

一词是专对野神而言
,

对太爷和瞒尼

两路神
,

要用
“

请神
”

一词
。

石姓
“

放大神
”

的顺序是随意的
,

也就是

说请哪位神灵
,

可由栽力临时来决定
。
一 般情

况下
,

大概是出于增强气氛的需要
,

把动作多

和动作少的
、

亮天的和背灯的各类神袄互相

穿插来放
。

通过录像资料看出在侧立与神灵

对答得体后
,

神灵才肯手执兵器
,

舞蹈起来
。

萨满神灵附体后
,

侧立会递给萨满该神所需

的神器
。

萨满表演时
,

手上的动作要配合音乐

的鼓声
。

如按巴瞒尼降临时
,

助手递给萨满两

个大托立 巴克他瞒尼降临时
,

助手给他双

剑 熊神降临时
,

助手和萨满同时争斗三股马

叉 多活络瞒尼也使三股马叉
,

因此熊神和多

活络瞒尼在一起请 放豺神时
,

萨满 口 中含把

子香 放金钱豹神时
,

口 中含炭火 查憨布库
瞒尼善使铁锤 水獭神

,

表演性很强
,

手执激
达抢色 玛克鸡瞒尼是舞蹈神

,

萨满和侧立同

时表演舞蹈 放座雕神时
,

手执两个大托立
,

时而表现高空展翅翱翔
,

时而低空徘徊
。

放大
神一次要放几十谱甚至百余谱神

,

每谱神都
有各 自的特点

,

所以放神的形式是千变万化
的

,

因神而异
,

但基本程序是一致的
。

最后一个程序是送神。。

无论这个神灵是
在屋里还是在七星斗请

,

送神时必须在七星

斗前进行
。

从录像中看出 当神灵附体表演结
束后

,

侧立们送萨满到七星斗前
,

开始送神必

须用急剧的鼓声使萨满清醒
,

然后唱神歌送

神
。

作者在上文中已经详细地分析了送神的

程式
。

在《七星斗前送神神歌 》和《请神灵归山

神歌 》中有很完整的记录
。

如《七星斗前送神神歌 》

从我处去吧 走吧 堵塞鬼 门
,

敞开生路
。

诸位神灵慈爱
,

神坛前求吉祥
,

神主前祈太

平
。

保佑太平
、

吉祥
,

保佑老 少健康生活
。

百年

无戒
,

六十年无疾
。

子孙满堂
,

猪羊满 圈
。

诸位

神灵
,

请回到各 自的 山林吧 各 自去吧 各个
山峰遥远 一伙伙

、

一群群走吧 三角清查
,

四

角查看
。

和《请神灵归山神歌 》

今 日夜晚
,

祝神人诵唱 着
,

抓鼓声传四

方
,

点燃 了 汉香
,

各位瞒尼飞速回去吧 从我
们这里回去吧 请回到各 自的 山林

,

回到各 自

遥远的 山峰
。

一伙伙的 回去吧 回到各 自的楼
阁

。

萨满何属相 其 身可为 清洁
。

祝神人齐声

诵唱
,

乞求太平
,

保佑吉祥平安
。

今后 必定应

合适时
,

烧香祭祀
。 ①

送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

必须把他们送
走

,

否则会给祭祀人家带来灾难气
我们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

野祭的神

本子中都会介绍
“

为什么要举行这个仪式
,

仪

式过程中应该请哪个 哪些 神灵 为了达到 目

的应该采取怎样的仪式
、

手段
”

神本子中关
于仪式的相关记录帮助萨满和侧立的演唱和

祭祀活动的顺利进行
。

放大神时
,

从请神到送
神每一个仪式都伴随着相应的神歌

,

但是野

祭的一神一送使得神灵的特色不一
,

这个特
色都是在舞蹈和演唱中体现出来的

。

仪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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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的一些程式化的行为也帮助萨满记

住神歌
。

三
、

野祭仪式中萨满舞蹈形式与神

歌的关系

神歌对仪式表演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应

物
,

两者相辅相成
,

相得益彰
。

在野祭仪式过
程中

,

不仅有歌也有舞蹈
,

神歌对此也有呼

应
。

张树国认为
“

歌舞起源于巫术仪式
,

巫师
降神的手段基本上是采取了艺术的形式

,

通
过语言

、

动作行为与音乐
、

歌舞来达到 目的
” 。 ⑩

满族的萨满祭祀源于古老的萨满教
,

因而保
留 了很多原始的舞蹈形式

。

大萨满的跳神舞蹈
,

有三种形式
,

即模拟

式
、

表演式和混合式
。

其他一些民族的萨满跳
神舞蹈

,

大致也是如此
。

模拟式多半都是在动

物神附体后
,

萨满模拟狼嚎虎吼
、

鹰雕飞翔
、

蛇爬行
、

兽跳跃等动物的动作
。

如石姓模拟抓
虎仔

,

蟒神在地上蠕动
,

野猪在墙上蹭痒痒

等
。

我们在神歌中发现还有
“

卧虎神
” 、 “

金钱
豹神

” 、 “

飞虎神
” 、 “

八尺蟒神
” 、“

爱打浑
、

爱打

干恩都立
” 、 “

黑熊神 牙亲娄付
”

等萨满舞蹈

都属于模拟式
。

以下列举石姓萨满跳神时的

模拟式动作
。

石姓等姓氏常常祭祀并举行跳神的动物

神有
“

野猪神 爱打浑
、

爱打干恩都立
” 、 “

黑
熊神 牙亲娄付

” 、“

金钱豹神
” 、 “ 白水鸟神

”

等
。

老萨满石宗轩曾表演过
“

金钱豹神
” ,

他不
仅模仿豹爬行

,

而且还要表演 口含炭火喷火

花的技巧
。

在神歌中描述了该神玩火的技巧
“ 口含红火炭

,

四处飞火花
,

全身火红色
,

如同

大火球
” 。 。

放
“

卧虎神
”

时
,

萨满不仅摹仿虎的呼啸
、

腾跃
,

而且表现母虎嬉戏虎怠 小男孩扮 的动

人场景 神歌中唱道
“

手执琵琶骨肉 跳神 中

以馒头代替琵琶骨肉
,

带着许多虎仔降临

了 ” 。 。

石清山 曾请过飞虎神
,

但二经
“

请下来
” ,

它便贪恋玩耍
,

在树枝上攀来攀去
,

不肯回

归
。

其时正值严冬
,

滴水成冰
。

众侍神侧立苦

请不理
。

神歌唱道
“

飞虎神啊
,

此时可以下来

了
。

美丽的虎神玛法啊
,

今 日夜晚
,

此时此刻
,

已近半夜
。

在冰天雪地里
,

天气寒冷
,

子孙们

跪在冰硬的地上
,

怕冷
,

要回家 ⋯⋯萨满身着

单衣 指虎神附体的石清山
,

天上下露了
,

地
上刮风了

。

众侧立已无力大声诵唱 ⋯⋯飞虎

神不能再玩耍了
,

此时可以下来了
,

由这里回

去吧
”

神歌中
“

飞虎神
”

的贪玩习性和众人对

身着单衣的萨满 而非神灵 挂念与劝说
,

都
流露出明显的俗世味道

。

飞虎神并非老虎身

上真的长着翅膀
,

只是用此
“

飞
”

字来形容老

虎跑得很快
,

这是石姓先人
,

发挥了极大想象

力
,

把老虎想象出“

长着花纹翅膀
” ,

会
“

飞翔
”

于树枝上
,

这是石姓对满族民间文学的一宗

贡献
。 。

石宗轩表演过
“

八尺蟒神
” ,

萨满上身穿

一件黑
、

黄相间的条格背心
,

既不戴神帽
,

也

不系腰铃
,

把裙子系在腰间
,

萨满两手放在胸

前
,

口 中含有点燃的汉香
,

当蟒神附体时
,

萨

满立刻躺在地上
,

身子蠕动着向屋里行进
,

就

像蛇
、

蟒爬行一样
。

当行进到房门 口 时
,

便有

人抬着他进屋并放在西炕的神堂前
,

这时老

萨满又模仿蟒爬行
,

在地上蠕动着身子
。

石清山曾经领过
“

爱打浑
、

爱打干恩都

立
” ,

、

当时萨满赤脚双手着地
,

做爬行的样子

随着鼓声扭动
,

并且找墙角东蹭西蹭
,

意思是

蹭全身的痒痒
。

石清山还领过
“

黑熊神 牙亲娄付
” ,

黑

熊神附萨满身后
,

萨满嚎叫着走熊步
,

光着脚

到处跑
,

扛车盘
、

拔大树
,

以示其身憨力大
。

在

神歌中唱道
“

全身毛绒绒
,

青嘴尖尖
,

脚腿肥

大
,

如有百绳捆绑
” 。

“

札拉胡牛胡 豺狼神
”

是两位动物神
,

但萨满跳神表演时
,

常表演狼神
。

神歌中唱道
“

争强好胜的豺狼神啊 飞速跑动着
,

难以追

赶
” 。

动物神灵降临时表现神灵的特性主要依

靠萨满的模拟式表演
,

这个仪式就在萨满和

助手的动作中完成了
。

表演式就是萨满通过各种舞蹈
,

表现英

雄神灵的英勇行为和个别动植物神灵的技

巧
。

如石姓
“

尼真不库 巴那额真
” 、 “

巴克他瞒

尼
” 、 “

朱录瞒尼
” 、 “扎克他瞒尼

” 、 “

胡牙乞瞒

尼
” 、“

苏录瞒尼
” 、 “

查憨布库瞒尼
”

等瞒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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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降临时萨满的舞蹈动作等
。

“

尼真不库 巴那额真
”

是联在一起的不

足 厘米高木刻而成的双神偶
。

这位瞒尼神

总与长白山 山主在一起
。

神歌中提到
“

绕行天

地太阳
” ,

家神祭祀中的《西炕 》神歌也提到此
神灵

,

它是
“

盘旋于 日月
、

来往于天地之间
,

请
沿尼西哈河降临

” 。

“

查憨布库瞒尼
”

在表演时
,

萨满双手轮

着铁榔头前后左右挥动
,

很像在战场上与敌

人交锋一样
。

在神歌中都详细记述着萨满的

动作
,

该瞒尼是
“

易于发怒之神
,

手执铁榔头
,

双手轮打着
,

是战斗中的勇汉
” 。

“

沙勒布库瞒尼
”

是一位拼杀的英雄神
。

他
“

手执金色激达枪
,

为六辈太爷所领
” 。

“

依兰阿立瞒尼
” ,

满语意为
“

三位无处不

到的英雄
” 。

背贴在房梁上
,

也叫
“

贴房邦
” ,

是

沿着房中竖立的一柱子爬上去
,

再到放大梁

上
,

并且还作些动作
。

神歌中提到
“

手执百斤

的激达枪
,

由各门进人
。

将身子贴在高高的房

梁上
,

从头到脚
,

全身贴在房梁上
” 。

“ 巴图鲁瞒尼
”

神的
“

跑法丹
”

即跑队形

的行阵舞
。

其时该神在前领舞
,

后跟举各种

动物旗的九位助手
。

萨满与助手在近百平方

米的平地上
,

变幻队形
,

走各种阵势
。

其声势

热烈
,

犹如千军万马在厮杀
,

个个英勇善战
。

萨满头戴神帽
,

手持三股马叉
,

首当其冲地挥

动着马叉冲在前面
,

踏着鼓点舞蹈着
,

后面紧

跟着各举大黄旗的九位助手
,

其中有一面更

大一些
,

上面画有一个长着翅膀的飞虎
,

其他

八面黄旗上各画有狼
、

虎
、

豺豹
、

蛇蟒鹰雕
、

手

持两枚铜镜
,

踏着鼓点
,

双手挥舞着
,

同时与

助手对唱着
。

“

按巴瞒尼
”

是石姓头辈太爷所领的大瞒

尼
,

神降临时
,

萨满
“

手执大托立
,

两手明晃

晃
。

头戴双鸟神帽
,

犹如凤凰美丽
,

又像展翅

飞翔
” , “

努力舞蹈表演
。

萨满双手抓托立
,

上

下 左右舞动
。

,,
“

朱录瞒尼
”

神来时
,

萨满身着神裙
,

腰系

神铃
,

不戴神帽
,

双手执双花棍
。

萨满与侧立

各执花棍一端
,

随着鼓点
,

忽左忽右
,

来回翻

花棍
。 “

戏耍着
、

诵唱着进来吧
”“

耍着双花棍

满语名称朱录激达
,

在白山众山间上
,

在群

峰峻岭中
,

千百年修炼
,

万年得道
。 ”

“

胡牙乞瞒尼
”

可能原是满族原始战斗中

手持三股马叉冲锋陷阵的先锋官
,

后成为满

族萨满教中祭祀神灵
,

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神
。

神歌中提到他
“

手持钢叉
,

原是头辈太爷所
领

” 。

“

玛克鸡瞒尼
”

是位舞蹈神
,

萨满头戴神

帽手持抓鼓和鼓鞭
,

与两位手执铜铃的助手
,

随着鼓点按一定步法跳动
。

他们有时互相穿

行
,

有时对舞
,

有时走 字形
,

有时转圈
。

鼓声
铃声配合默契形成有节奏有对唱的一场简单
的舞台艺术

。

他
“

手提着神铃
,

光亮如托里
,

摇

晃着戏耍着
,

金色神铃
,

诵 唱着神歌进来了
。

头戴神帽
,

飘带飞扬
。

围观者拍手称赞
,

齐颂

玛克鸡瞒尼的动人舞蹈
” 。

表演
“

金花火神
”

时
,

萨满和一个侧立手

指缝中夹着点燃的汉香
。

跳神开始后
,

全部的

灯火都熄灭了
,

只见四个火球在滚动
,

还不时

飞溅火花
。 “

双手执着点燃的汉香
,

挥舞着表

演着
,

金花飞溅
,

五彩缤纷
。 ’, 。

石清民
、

石文才讲述
“

金炼火龙神
”

时的

情景
,

萨满拿着五尺左右
,

烧得通红的铁火

链
,

由一头持向另一头
,

满族石姓叫
“

将火

链
” 。

神歌中记述了这一过程 —
“

手持通红

的金铁链
,

火光四射
,

金光闪闪
。 ”

石宗轩表演白水鸟神时
,

头戴神帽
,

两手

抓着飘带舞蹈着
,

此时灯光熄灭了
,

有一个助

手手执激达枪搅拌
,

这时便有鹅卵石和泥沙

飞溅出来
,

只听的满屋里嚼里啪啦的响声
。

“

从高空 中降临
,

扔着石头
、

沙子
、

喧闹着
,

满

院是石头
,

处处是泥沙
。

小如米粒
,

大如小石

头
。

如同铁耙叉耙过一样
,

泥沙多
,

石头多
。 ”

表演
“

鹰神
”

时
,

萨满头戴三只乌的神帽
,

双手抓着神秘的飘带
,

舞动着
,

如同展翅飞

翔
。

它有时做大鹰俯冲的动作
,

有时还勇猛地

转圈飞翔
,

尤其在屋内
,

它站在两张桌子擦起
来的高桌上

,

挥舞飘带跳动
,

在屋内抬头望
去

,

真像神本子中所描写的
“

展翅遮天盖地
、

翘尾触动星星月 亮
” 。

首雕神歌称
“

雕神展翅

遮 日月
,

翘尾可捞到九海之物
。

一切妖怪
、

野
鬼

、

凶神统统顺从于雕神
,

在恶魔之中
,

亦有

威力
” 。 ⑧

表演式具有娱乐性
,

让人看起来赏心悦
目

。

神本子中更多地记录了表演过程中的主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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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作
,

作者认为可以成为祭祀仪式动作的

参考
,

换句话说
,

神本子是为仪式服务的
。

混合式
,

原始古朴的萨满教迄今还残留

于人类文明神的个别民族和地区
,

它的表演

形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

混合式兼有两者的

形式 ⑩。

就不细说了
。

野祭仪式过程中以表演为主
,

不同神灵

降临时
,

动作
、

手执神器
、

舞蹈动作都不同
。

在

神本子中有单篇神歌的神灵
,

大多都记录了

相关的内容 ⑧。

如头辈太爷的
“

跑火池
”

的由来

就详细的记录在神本子中
。

以上作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仪式与神本

子的关系
,

其实
,

神本子中并未涵纳所有的仪
式行为

,

而只是与某些行为动作之间有呼应

关系
。

仪式的程式化
,

帮助人们进人一个共同

的语境
,

萨满
、

侧立
、

穆昆达和族人都是其中

的一分子
,

人们共同完成了这一仪式
,

每个人

都是仪式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

通过以上的分

析可以知道
,

仪式和神歌并非一一对应
,

但关

键的一些行为都记录在神本子中
,

从某种角

度说
,

神本子成了萨满祭祀仪式的保存工具
。

①突厥语民族称萨满为
“

喀目
”

—笔者注
。

②土耳其啊伊南 《萨满教今昔 》
,

姚国民
、

曾宪英译
,

第

页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年版
。

③民间俗称
“

说缘由
” 。

④孟慧英在《神歌与萨满教仪式 》中提出相关的观点
。“

无论

家祭还是野祭
,

神歌都是仪式的主要内容
。

当惯例的仪式

行为在不同的祭项中按次序进行到一定阶段
,

便开始请

神
。

请神靠神歌
,

当献祭牲品备足
、

摆放停当
,

亦由神歌向

神邀请享祭
。

伴随祭祀过程也靠神歌与神人沟通
,

向神讨

好
,

赞美神抵
。

祭毕
,

即用神歌送神
、

安神
。

可以说
,

祭仪的

每一步
,

都有神歌相伴随
。

至于神歌的具体唱段与具体仪

轨的对应与联结
,

则是毫无差错的
。 ”

⑤孟慧英 《满族萨满神歌的结构 》
,

第 页
,

《中国北方民

族萨满教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

⑥野祭是继排神仪式后
,

请送神灵是一个一个进行
,

也叫一

铺一铺神的请送
。

⑦孟慧英 《神歌与萨满教仪式 》
,

载于《满语研究 》 年

第 期
。

⑧我们可以在后文的图像资料
“
大神案子

”

中看到相关的内容
。

⑨为制作供品在所进行的淘米
,

蒸米
,

做打糕等一系列活动

中
,

要唱震米神歌
,

即跳悖悖神
。

⑩留着用来做供糕或
“

悖悖
”

—笔者注
。

⑩珍宋和平 《满族萨满神歌译注 》之《淘米 》
,

第 页
,

第

页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

⑩在此仪式之中
,

萨满作为祭司率领族人面向神案敬献祭品
。

⑩满族人从以渔猎经济为主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体现
。

⑩这种仪式是指将柳枝用子孙绳与子孙口袋联接起来的跳

神活动
。

祭佛多妈妈就是祭柳
,

希望子孙繁盛
。

石姓祭祀

佛多妈妈时
,

用索口袋和柳枝代表神位
。

⑩供品中有一只野鸭子
,

三擦供糕
,

一个汉香炉和一个年祈

香炉
。

见《满族萨满神歌译注 》第 页
,

又见录像资料
。

⑩作为牺牲的猪让大神踩一遍
,

才能被神承认
,

此程序为
“

踩神猪
” 。

⑩
“
锅头

”

把猪肉煮好了以后
,

要放在一个槽盆内
,

把猪的各

个部分摆成一个整猪
,

一般是把猪分成八块
,

这个仪式就

是
“

摆腆子
” 。

在献牲时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
,

就是把牲畜

的主要脏器或在身体重要部分割下一小块单独摆放在供

桌上或其他位置上
。

⑩神歌 项星 》中提到相关的内容
,

神歌《西炕 》也有类似的

描述
。

⑩有两种
,

一种是西炕神
,

即祖先神
。

人们在西炕前设置供

品
,

萨满跪向西墙神位
,

或坐在板凳上
,

摇响神器
,

唱诵萨

满词
。

二是设在院内
,

在房子的西南角上摆供桌
,

设供
,

向

天祈祷
。

⑧如那丹那拉乎 七女神 是众星的领星
,

为司命女神 嘎思

哈星是由萨满灵魂组成的萨满主祭星辰 西离妈妈 鲤鱼

拐子星 是助萨满灵魂人水界之神 佛多乌西哈 柳星 是

主生育女神 妥亲乌西哈 阶梯星 是助萨满魂魄升天的

天体 瓦丹星是学萨满和萨满死后必祭的存放萨满神器

的性渭肠丹乌西哈 北斗七星 是萨满神灵升降的道路 托

包乌西哈 窝铺星 是萨满升天歇息的地方 恩都力曾固

刺猜星 是司夜
、

守宅之神 恩都力特克是萨满观风测雪

的星斗等等
。

有的族姓几乎把所知的星辰名字都列人祭

祀之中
,

所祀星辰名称达五十余个
。

⑩孟慧英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 》
,

第 页
,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 刃 年版
。

⑩对这些神灵皆施单独请神 即所谓神附体
、

放神 除极少

数神睁眼睛外
,

一律呈闭目状
、

送神三大环节
。

⑧这些神灵的具体舞蹈动作可详见
“

神灵的舞蹈
”

这一部分
。

⑩领神人的萨满和祝神人的侧立
,

均循神堂 室内设坛 起

鼓
、

前拜鼓 三拜九叩
、

起唱鼓
、

排神 跪唱
,

起身盘旋
,

走

腰铃 来至院中
“

七星斗
”

高桌处
,

侧立请神
,

当下山的神

灵附体于萨满后
,

神问侧立答即称
“

升斗回话
” 。

随之
,

盘

旋
、

领神进屋
,

此间边行边唱时
,

通常称为对讲篇
,

而边行

边舞以歌声鼓点伴随时
,

则称答对篇
。

所来之神人神堂

后
,

先是参拜神案 位
、

后是神堂享供
。

在侧立们答对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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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声
、

无接声两种 赞颂后
,

出走
,

至房门 萨满在门槛

内
、

狈四立在外 送神
。

当神归山
,

萨满复原清醒后
,

于房门

处面朝外缓缓击鼓三拜
,

慢转身
,

步行至神堂 也有边走

边纽鼓
、

用后拜鼓 三拜九叩
,

跪中鼓止
,

解腰铃
、

神裙
。

对
“

野神
”
的来归

,

则是另一种情景
,

侧立们视其动作特

征
,

决定配合与答对方式
。“

野神
”

不言语
,

在各种鼓点声

中舞耍或作些模拟某种动物的动作
。

侍候神的侧立们
,

往

往用一领众合的形式
,

唱出赞美的歌声
。

⑩有的神灵会先在屋内神堂前跳神
,

然后再到七星斗前
。

总

之
,

七星斗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

⑧在请神之前
,

对所祭祀的诸神
,

按次赞颂一遍
,

谓之
“

扫时申,’

⑩如
“
居住在长白山山岗上

,

第九山峰的峰楼上
,

统领七座

帐棚
。

成神四百余年
,

带着风水龙脉
,

沿着胡墩河降临的

神主
,

那是白山主玛法啊 也是善于用兵的超和占爷
。

骑

俊马
,

红脸膛
,

英俊的壮士
。

四十名强汉骑士护卫
,

二十名

勇汉随行
。

从尼西海河降临的
,

尼贞不库
、

巴那我贞瞒尼

善佛等
,

白牙
、

金黄色的头发
,

居住在大营的
,

冷城的围院

中
,

从山峰上的峰楼内
,

沿着白山山路而降临
。

金身
、

银身

的
,

从松花江而降临的头辈太爷师傅
,

为元老神灵
。

盘旋

于 日
、

月间
,

按巴瞒尼善佛
。

手持大托立
,

从辉发河降临
。

所领是手持三股马叉的胡牙气瞒尼神
。

居住在白山第三

峰上的高高的山岗上
,

金楼银阁中
,

从辉发河降临
。

是属

虎的第二辈太爷师傅
。

为神通广大的玛法神
。

从赊勒河而

降临的是手持铁鞭的赊棱太瞒尼善佛
,

居住在第三山峰

楼上的巴克他瞒尼神
,

他手执百斤重的激达枪
。

是沿着白

山山路上行走
,

从钠音河降临
。

第三辈太爷师傅为嘉美玛

法神灵
。

扎克他瞒尼善佛
,

手执双腰刀而降临
。

胡阎瞒尼

神手执三股马叉
,

居住在白山上
,

天上山峰楼中
,

从赊勒

河而降临
。

第四辈太爷师傅是神奇玛法神灵
,

来往于深山

老林的古树丛中
,

手执铁榔头的查汉不库瞒尼
,

居住在白

山山林中
。

第五辈太爷师傅是才力过人的玛法神灵
,

居住

在第五山峰上
。

丝拉各气瞒尼
,

居住在长白山上
,

沿着得

拉鸡江而降临
。

第六辈太爷师傅
,

善于蹦跳的玛法神灵
,

居住在陡峭的山峰上
。

手指金激达枪的沙勒不库瞒尼善

佛
,

居住在白山上
。

第七辈太爷属牛
,

其灵魂在黄泉修炼

成神
。

可为耳听远方的神灵
,

第七辈神主啊 居住在白山

山峰上
。

宴请各种鸟神
、

虎神啊 大鹏鸟神
、

雕神
。

雕神居

住在白山山峰层中
,

从 日
、

月中降临
。

鹰神啊 居住在白山

山峰层中
,

从天上降临
。

水鸟神啊 居住在天上白山山峰

中
。

白鸟神啊 与苏录瞒尼善佛一起
,

经过芦苇场地而降

临
。

旷野鸟神啊 鹊鸽鸟神啊 从白山天上降临
。

金炼火龙

善佛啊 居住在长白山峰上从拉临河降临
。

飞虎玛法啊

居住在第九山峰的金沟中
。

母卧虎神啊 公坐虎神啊 悬

犁虎神
,

大白虎神
,

统统宴请
。

居住在白山上
,

从山岭上降

临
。

八十只豺神
,

九十只狼神
,

统统宴请
,

从白山上降临
。

野猪神啊 居住在白山上
,

从银谷降临
。

黑熊玛法啊 金

钱豹神
,

统统宴请
。

经过白山上
,

从尼西海河降临
。

八尺

蟒神
,

九尺蛇神
,

从天上白山上降临
。

居住在 白山山岗

上
,

金火花神啊 金炼火龙神啊 依兰啊立瞒尼善佛
,

统统

宴请
。

请附萨满之体
。

金舌鸟神啊 银舌鸟神啊 居住在

各自的山林中
,

各自的山楼里
。

在山林楼阁中
,

盛京可见
。 ”

⑩首先在神堂拜鼓
,

排神后
,

走出来到院心升斗桌前
。

二

神站在大神的左侧
,

大神与二神同时击鼓
,

由二神唱请神

歌
。

二神边击鼓
、

边做各种请神的动作
。

当二神的鼓与唱

达到高潮时
,

大神的动作异常与神态的突变
,

意味着请来

的神已降临人间
,

并附在大神的身上了
。

⑩这段问答
,

是神在发问为了什么事情烧香
。

二神代表祭者

回答神的提问
。

⑧
“

升斗回话
”

其目的是要问在萨满身上附体的是哪位神
,

使用何种兵器
,

侧立门同时要回答神抵提出的问题
,

回答

得不对
,

神会生气
,

直到回答对了
,

神抵才肯手执兵器
,

舞

蹈起来
。

⑩《问答篇 》中
“

侧立诵唱 为了此事而举行烧香祭祀
,

降临

了一位玛法神
。

伺候周到
,

无使神灵生气之处
。

萨满提问

什么屯 什么姓氏 东家何属相 有何原因
,

为谁家之事请

神 侧立回答 折 我们居住在小韩乡
,

都是石姓子孙
,

为

东家之事请神
。

萨满提问 侧立领神技术过硬否 来的是

哪位瞒尼 几辈太爷 太爷何属相 哪位玛法 侧立回答

我们领神技术过硬
,

都是石姓子孙
。

都是太爷师傅的徒

弟
。

侧立提问 折
,

居住在什么山林
,

什么山峰 哪里的石

硅子 什么楼阁 是哪位瞒尼降临 从什么河流 是哪位玛

法神所领 萨满回答 居住在白山山峰上
,

第九层山峰的

高高石硅子的金楼内
。

侧立提问 从哪条河流而降临 哪

位瞒尼
、

善佛等所领 萨瞒何属相 今在七星前祈祷
,

请附

萨满之体
,

东家又宴请了
。 ”

⑩见作者的文章《满族萨满神歌的程式化 》《民族文学研

究 》 年 期 中归纳了神歌的程式
,

包括请神
、

祭祀

原因
、

野神祭祀时间
、

家神祭祀时间
、

供品
、

赞扬神灵
、

送

神
、

虔诚态度以及其他程式
。

⑩田 ⑥⑩宋和平 《满族萨满神歌译注 》
,

第 页
,

第 一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

①放大神
,

是满族烧香跳神的主体部分
。

烧太平香和烧还愿

香者
,

一般要放二十几谱神
,

烧官香者则多至六十多谱神
。

①激达抢
,

满语为
“ ”

指
“

枪和矛
” ,

表演时使用的是花棍
。

满族民间称为
“

金枪
” 、“

银枪
”

或
“

激达枪
” 。

④放大神结束后
,

侧立送萨满到门外院中升斗桌前送神
。

⑩大神与二神送神到门外院中升斗桌前
,

将鼓放在升斗桌

上
,

放铜钱于鼓上以占 卜
,

并向鼓上洒酒
,

二神送大神 五

位太爷
。

最后撤大神案子
。

至此放大神全部结束
。

⑩张树国 《仪式与乐舞 —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 》
,

第
页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版
。

下转第 页

裘



艺术探索

祀仪式
,

所以傀儡戏艺术只能算是不脱离宗 实践精神
,

借助仪式的行动和戏剧的行动表

教功能的准艺术
,

或者说它是一种介于宗教 达文化理想
,

其间的密切关联性是难以分辨
和艺术之间的行为文化

。

美国柏克莱大学中 的
。 ②人生礼仪中的

“

过关
” 、 “

除煞
”

行为为仪
国史教授庄生 记 在其主编 的 式和傀儡戏的演出这两种行动

,

同时提供了

《仪式剧与戏剧仪式 》一书中特别指出
,

仪式 可以互相接纳对方的方便法门
,

这就是傀儡

和戏剧都强调行动
,

行动传达了中国文化的 戏特别多地出现在人生礼仪中的主要原因
。

①古希脚希罗多德 《历史 》上 第 页
,

王以铸译
,

商务 参见 马冀
、

宋文坤著 《民间俗神 》
,

第 的 页
,

印书馆
,

版
。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年版
。

区烦冷 董每勘 《说剧降
、 一 、

页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⑩⑧⑩林国平
、

彭文宇著 《福建民间信仰 》
,

第 一 、

年版
。 一 、

页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国⑤⑧萧兵 《摊蜡之风赊
、 、

页
,

江苏人民出版 ①黄发有《客家漫谈》
,

第 页
,

南方日报出腼喇二,

年版
。

社
,

年版
。

⑩嗬兰珑彼得 《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典考 》
,

王秋桂
、

苏友

呸凌〕许地山 《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 》
,

《小说 贞译
,

见王秋桂编《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译丛 》下 第

月报 》号夕嚼《中国文学研究》下 第
、

页
, 一四 年版

。

页
,

学生书店 台北
,

年版
。

⑥常任侠 《东方艺术丛谈
·

我国傀儡戏的发展与俑的关系 》 ⑩⑧⑩ ⑩容世诚 《戏曲人类学初探 仪式
、

剧场与社

第 页
,

新文艺出版社
,

年版
。

群 》
,

第
、 、 、 一 、 、

页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戏涎聪耕 悯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 》
,

第
、 、 、

页
,

年版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逐晦黄锡钧《火焰山 》提线木偶戏 载福建省文化厅编

⑧⑧⑩王予霞 《二十世纪闽西社会经济变迁气洲幼第 页
,

《新时期福建戏剧文学大系 》第 卷
·

下 一 页
,

庄

国际刘七出版公司 , 年版
。

火明《八仙过海 》布袋木偶戏 载该书第 一 页
,

中

⑨⑩田李亦园 《人类的视野 》
,

第
、 、

页
,

上海 国戏剧出版社 年版
。

文艺出版社
,

年版
。

④⑩董健
、

马俊山著 《戏剧艺术十五讲 》
,

第
、 一 页

,

⑩于乃昌
、

夏敏 《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 》
,

第 页
,

青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仪 ”年版

。

海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⑩⑩钟敬文主编 《民俗学概论 》
,

第
、

页
,

上海文

⑩何绵山 《闽文化概论 》
,

第 页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艺出版社
,

年版
。

年版
。

⑩枉国维戏曲论文集》
,

第 页
,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年版
。

⑩萧兵 《楚辞与神话 》
,

第
,

江苏古籍出版社
,

版
。

⑩不著辑人 《安平县杂记 》
,

第 页
,

台湾成文出版社
,

⑩于一 《四川摊戏面面观 》
,

载《中国摊文化论文选 》
,

第 年版
。

页
,

贵州民族出版社
,

年版
。

⑩李玉昆 《泉州海外交通史略 》
,

第 页
,

厦门大学出版

⑩孙楷第 《傀儡戏考源 》
,

第 页
,

上杂出版社
, ‘科奴 社

,

年版
。

又见萧兵劝触普之叫第 页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⑩袁宏亮 《闽西木偶高腔的调查与研究 》
,

载福建省戏曲

⑩⑧④⑩ 冻雷等著 伽建地方峨剧 》
,

第
、 、

于
、

研究所戏曲历史研究室编 《福建省四平腔学术会文集 》
、

页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年
,

第 页
。

酬匕斗戏中的请神伏煞的情节主要依据容世诚的 北斗戏 ②米沙
·

季捷夫 《研究巫术和宗教的一种新方法 》
,

李

的田野观察 —新加坡福建莆田人的演出》一文所提供 培茱译
,

见史宗主编 《 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 》下
,

的资料
,

详见容世诚 《戏曲人类学初探 仪式
、

剧场与社 第
、

页
,

上海三联书店
,

年版
。

群 》
,

第 一 页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版
。

上接第 页

⑩宋和平 《满族萨满神歌译注 》之《金钱豹神 》
,

第 页
,

随意的舞动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

⑩可参考祭祀巴瞒尼时的图片
。

⑩宋和平 《满族萨满神歌译注 》之《母卧虎神 》
,

第 页
,

⑩宋和平 《满族萨满神歌译注 》之《金花火神 》
,

第 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

页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
。

⑩宋和平 《东海窝集传 研究 》未定稿
。

⑩在录像中作者看到请《座雕神》
,

萨满手执两个大托立
,

时

⑩石姓比较独特的是在祭祀时
,

杀野鸭子作供品
,

并把野鸭 而展翅 飞翔
,

时而低空科湘
,

很像鹰神的动作
。

血涂在各位瞒尼神的嘴上以示祭神
。

笔者推测
,

在满族人民中可能还有其他的口传形式
,

如神

⑩从录像上看
,

上下左右舞动是指在萨满手中的两个铜镜 话
、

传说等
。

在以后的研究中
、

可以补充进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