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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袂歌

”
应是

“ 阳 歌
”

—
庆北 袂歌 咨议

席 军 张 杰

提 要 谈及陕 北秧歌
,

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内容和形 式
,

对
“
袂歌

”

这一 名称语义却很 少考

察
。

从陕 北
“
袂歌 ,’it 令演变 形成过程看

,

其与南方 的换歌源渊不 同
。

侠 北
“

袂歌
”

起源 于人类对太

阳 的崇拜
,

是祭 日神活动的民俗化
,

经历代民间承传而形成
。

所 以侠 北
“
袂歌

”

应是陕 北 阳歌
。

关键词 秧歌 阳歌 社火 祭 日 祭祀礼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
,

我们的先民们创造了大量丰富多彩
、

光辉灿烂的文化

艺术
, “

秧歌
”
便是其 中之一

。

它不仅历史悠久
,

流传广泛
,

场面宏大
、

气氛热烈
,

而且在内容的丰

富性
、

形式的多样性和群众的 自觉参与及喜闻乐见方面
,

都是其他民间艺术难以比拟的
。

在我

国北方许多地区
,

几乎每年春节期间都会出现
“
锣鼓响

,

秧歌起
”

的热闹场面
。

特别是党中央在

延安时期
,

陕甘宁边区兴起了
“

新秧歌运动
” ,

使
“

秧歌
”

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
。

然而
,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用
“

秧歌
”

二字命名这一民间艺术却让 人感到有点不很贴切
。

据

说
,

其所以这样命名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民间艺术起源于插秧
,

农夫们插秧劳动时唱歌跳舞
,

便

产生了
“

秧歌
” 。

笔者以为
,

用
“

秧歌
”

命名我国南方广大地区与插秧农事有关的歌舞
,

也许是妥

当的
。

而我国北方地 区
,

古代一向无插秧农事活动
,

何来
“

秧歌
”

? 即使古代北方有插秧的农事

活动
,

但也算不上主要农事活动
。

古代北方主要农作物有黍
、

麦
、

粟等
,

为何无
“
黍歌

” , “

麦歌
” ,

“

粟歌
”

等而独有
“

秧歌吁刊变之不存
,

毛将何附 ?

也许有人会说
,

北方古代虽无插秧的农事活动
,

不会产生
“

秧歌
” ,

但南方
“

秧歌
”

会传入北

方
。

对于此说
,

笔者以为不妥
。

我们不妨先看看一些 史籍中关于南方
“

秧歌
”

的记载
:

湖南《沉陵县志 》 : “
立春 日

,

农人有以松针作秧插 田
,

击鼓群歌
,

以相贺者
。 ”

陕西《西乡县志 》 : “

秧歌
,

农人插秧时歌也
,

皆可以和以锣鼓
,

又有大小曲了
。 ”

清人昊方震在《岭南杂记 》中写道
: “

湖州灯节
,

有鱼龙之戏
,

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
” 。

清人李调元在《粤东笔记 》中说
: “

农者每春时
,

妇子以数十计
,

往 田插秧
。

一老挝大鼓
。

鼓

声一通
,

群歌竞作
,

弥 日不绝
,

是曰秧歌
” 。

李调元在《弄谱 》中还说
: “

秧歌
,

本磕 妇所唱
” 。

从上述关于南方
“

秧歌
”

的记载来看
,

南方
“

秧歌
”

与北方
“

秧歌
”

有着许多不同
,

很难说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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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有
“

源流
”

关系
。

其一从表演方式来看
,

南方
“

秧歌
”
是

“
群歌竟作

” , “

乍蛊妇所唱
” , “

扮唱秧歌
” ,

应 当属 于
“

歌
”

的范畴
,

而北方
“

秧歌
”
则歌舞相融

,

以舞为主
,

当列
“

舞
”

的体系
。

二者不属同类文艺形式
。

其二
,

从表演时间来看
,

南方
“

秧歌
”

在
“

立春 日
” , “

每农时
”

及
“
插秧时

”
表演

.

而北方
“

秧歌
”

则一般在春节前后演 出
。

二者演出时间不同
。

其三
,

从表演人员来看
,

南方
“

秧歌
”

的表演人员

是
“
妇子

” , “

磕妇
”
和

“

农人
” ,

而北方传统的
“
秧歌

”

则一律由男 子来表演 ;即使
“

秧歌
”
中的女性

角色
,

也由男性装扮
。

因此南方
“

秧歌
”

与北方
“

秧歌
”

在参加演出人员上有异
。

其四
,

从表演场所来看
,

南方
“

秧歌
”

的表演场所一般是固定的
,

或
“

秧 田
” ,

或
“

坊市
” ;而北

方
“

秧歌
”

则即可在因 ,, i宜场所表演
,

如村头
、

院落
、

寺庙
、

广场等
,

也可在行进 中表演
,

如
“

排门秧

歌
” 、 “

九曲秧歌
”

等
。

其五
,

从表演装扮来看
,

北方
“

秧歌
”

表演均着本地传统便服
,

在服饰上无
“

南方痕迹
” ; 同时

北方
“

秧歌
”
表演时要求

“

新衣新裤
” .

服装色彩讲究
,

而南方
“

秧歌
”

表演时一般对服装上没有什

么要求
; 另外

,

北方
“

秧歌
”

表演人员一般都要搽红抹粉
,

进行化妆
,

而南方
“

秧歌
”

则对化妆没有

严格要求
。

其六
,

从歌舞的发展来看
.

我国在魏晋隋唐歌舞一般是分离的
, “

歌者不舞
,

舞者不歌
” ,

到

了宋代歌舞才融于一体进行表演
。

陕北
“

秧歌
”

是一种
“
载歌载舞

”
的艺术

。

根据一九八三年十

一 月在延安地区甘泉县雨岔乡李扒讫唠村发掘的文物
“

陕北秧歌画像砖
”

来看
,

陕北在歌舞相

融之初的宋代已有
“
秧歌

”

表演
:

并且
,

画像砖上进行
“
秧歌

”

表演的男子在相貌上具有明显的陕

北人特征
。

由此看来
,

陕北
“

秧歌
”

不是也无需再从南方传入
。

其七
,

从
“

秧歌
”

的流传来看
,

南方
“

秧歌
”

从来没有形成规模
,

没有在 民间深深扎根
。

古时
“

湖南
、

岭南
、

粤东
”

虽然有
“

秧歌
” ,

实际上这些地区已经不流传
、

不表演 了
,

以至 于 人们现在提

起
“

秧歌
”

都是指北方
“

秧歌
” 。

如果南方
“

秧歌
”

真是北方
“

秧歌
”

之源头
,

为何南方如今不流传集

歌舞为一体的
“

秧歌
”

而独在北方流传呢 ?

其八
,

从人和农业生产的关系来看
,

我国古代不但种稻插秧
,

而且
_

还种 泰
、

麦
、

获
、

粟等农作

物
,

由此也产生了一些有关这些农作物的歌舞
。

南方
“

秧歌
”

作为其中的一种
,

如果传入北方就

承传兴盛至今不衰
,

那关于其他农作物的歌舞为什么会没有这种现象呢 ? 实际 !二
.

恨据
“

秧歌
”

对陕北人的影响程度和陕北人对
“
秧歌

”

的喜爱程度以及虔诚程度来看
,

这远远 不是 一 种关于

农作物的歌舞能达到的
。

由此也可以否定
“

秧歌
”

由南方传入的说法
。

由上述八条可以看出
.

北方
` ’

秧歌
”

应当是一种当地
“

上生土长
”

的民间歌舞艺术
,

它虽然与

南方
“

秧歌
”

同用一个名称
,

但二者差别极大
,

分别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
.

没有任何源

济乙关系
。

陕北
“

秧歌
”

既然与插秧无关
,

那么
,

称之为
“

秧歌
”

就没有 多少道理 了
。

笔者以 为陕北
“

秧

歌
”

实为
“

阳歌
” ,

因为这种艺术来源于人类的太阳崇拜观念

太阳崇拜观念
,

在人类童年时代就早已产生了
。

在那个时代
,

人类的 认识水平远远解释不

了大 自然中的许多现象
,

于是便对此产生了神秘感和崇拜感
。

这种崇拜非常广泛
,

包括了天体

气象
、

山川河海
、

土地灵物等各个方面
。

而
“

在天体崇拜中
.

首先是太阳
.

其次是月亮
,

再次是星

辰
”

①
。

特别是人类 由
“

断竹
、

续竹
、

一

飞上
、

逐肉
”

的狩猎采集时代进入
` “

日出而作
,

日落而息
”

的石



耕火种的农耕文化时代后
,

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的太阳就更是成了人们顶膜礼拜的对象
。

“

古人根据太阳在一年中运行的轨道的不同位置分辨春夏秋冬的更替
,

又根据太阳在一昼夜间

的不同位置分辨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空间
” 。

②人们在以 日计时
,

以 日辩方向的同时
,

把太阳当

作一种神来看待
。

这种太阳崇拜观念
,

在世界各 民族中几乎无一例外
。

古希腊人创造了太阳神

阿波罗
,

古 罗马人创造了太阳神米特拉
,

古埃及人的太阳神则为阿蒙和赖神
。

中华 民族
,

在以羲

和为太阳神的同时
.

还创造了
“

夸父追 日 ,,u 后弈射 日
”

等神话故事
。

这种太 阳观念的深化
,

不但

在殷商时期形成了阴阳历的雏形
,

而且在古代地方命名上也有体现
。

古时唐尧定都晋阳
,

殷商

定都安阳
。

在古文献中
,

也对太阳进行了大量记载
。

《礼记
、

祭义》载
: “
日出于东

,

月生于西
,

阴

阳长短
,

终始相巡
,

以致天下之和
” 。

《淮南了
.

本经训 》云
: “
法阴阳者

,

德与天地参明
,

与日月并

精
,

与鬼神总
,

戴圆履方
” 。

甚至在许多文学作品中
,

也对太阳进行描写
。

《诗经
、

小雅
、

湛露 》写

道
: “

湛湛露斯
,

匪阳不啼
” 。

屈原在他的《离骚 》中吟道
: “

欲少留此灵琐兮
,

日忽忽其将暮
; 吾令

羲和弹节兮
,

望魄磁而勿迫
。 ”
对于太阳崇拜的原因

,

宗教学家托卡列夫认为
, “

青铜时代的太阳

崇拜
,

显然为农业经济趋于繁盛所致
;
据民间观察

,

太阳为丰饶的主要赐予者
。

另一方面
,

太阳

崇拜又是社会分化的反映
; 氏族部落贵族此时已分离— 而依据可供类 比的民族志材料推知

,

氏族部落贵族 自命为太阳的后裔
。 ”

③尽管这一论述对人类太阳崇拜的本质原因揭示不够
,

但

它从一个侧面
,

对人类太阳崇拜的起源有所解释
。

人类对太阳崇拜
,

导致了祭 日活动的产生
。 “

国之大事
,

在祀在戎
” 。

在我国甲骨文中就有
“
太史易 日

”

的记载
,

述说由史官负责测夭 卜日的宗教活动
。

《礼记
.

祭义 》载
: “

周人祭 日
,

以朝及

暗
,

祭 日于坛
,

祭月于坎
” 。

《史记
.

封禅书 》也说
:

夭子郊祭太一神 (天神 )
,

早上祭 日
,

晚上祭月
;

祭 日用牛
,

祭月用猪羊
;
祭 日穿赤色服

,

祭月着白色装
。

随着这种祭 日活动的日益隆重
,

不但产

生了大批有关太阳崇拜的建筑
,

如神庙及 日坛等
,

而且使大批有关太阳崇拜的歌舞应运而生
。

对此
,

《中国神话哲学 》一书曾写道
:

“

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的过渡的文明史进程
,

先民们留下的早期精神遗产之中
,

与太阳崇拜相关的神话
、

传说
、

史诗
、

歌谣
、

仪式
、

礼俗
、

建筑
、

历法
、

象征文字
、

造型艺术
、

歌舞表

演等等
,

几乎随处可见
。 ”

④

由此可知
,

人类的太阳崇拜观念
,

必然会导致祭 日活动产生 ;而祭日活动
,

又必然导致与之

相关的歌舞产生
。

如果要给这种歌舞命名
,

当然应当称之为
“
阳歌

”

而不应是别的名称了
。

据

《中国文化新论
.

宗教礼俗篇 》记载
,

殷商时祭天与祭 日活动揉合在一起进行
,

祭祀时
“

大司乐乃

指挥乐团演奏
`

大 吕之歌
’ ,

众舞者也群舞
`

云门之舞 ”
, 。

也许
,

这便是我国最早的
“

阳歌
” ,

后世

流传的
“

秧歌
”
也许便是在此基础上

,

日益丰富
,

逐步提高
,

渐趋完善
,

从而形成
,

并在我国民间

扎根
。

古代有
“

阳歌
”

产生
。

要证明现在的
“

秧歌
”

即是古代的
“
阳歌

”

首先必须证明现代
“

秧歌
”

应

具有古代
“
阳歌

”

的特征
。

一
,

从流传地域来看
, “

秧歌
”
流传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

。

据有关学者论证
:

太阳崇拜观念多

发生于寒冷地区
,

而热带地区则多崇拜月亮
。

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寒冷
,

因此
,

这些地区产生
“
阳

歌
”

正与上述理论相吻合
。

二
,

从表演时间看
, “

秧歌
”
一般在春节期间表演

。

古代把春节称作
“

元旦
”
意为

“

太阳初升
” ,



“

第一日
” 。

古人认为
,

冬至到春节之段时间
,

是
“

阳气
”

渐苏
。 “

阴气
”

渐消阶段
。

因此
,

此时进行
“

秧歌
”

表演
,

赞美太阳
,

符合 自然规律及此时人们对太阳的感觉心态
。

三
,

从民间风俗来看
,

我国古代对 日月崇拜必然会产生对 日月的祭奠
。

如今民间仍有中秋

节祭月风俗
,

当然理应也有祭 日活动
,

何况古代祭 日之风盛于祭月风气呢 ?

四
,

从文献记载来看
,

过去对这种民间歌舞并非一律 以
“

秧歌
”
来称呼

。

《绥德州志风俗本 》

载
: “

十五 日元霄… … 是夜舍吾不禁乡民装男扮女群游街市以阳歌为乐
。 ” 《米脂县志

.

风俗本 》

云
: “

春闹社火俗名闹秧歌
,

又名阳歌言时转阳春之歌以乐
” 。

《佳县县志
.

风俗本 》则说
: “

元霄夜

… …
,

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日唱阳歌
。 ”

古代编修县志是一件严肃而认真的大事
,

因此
,

上述关于
“
阳歌

”

的记述不可能是笔误
。

五
,

从民间传说来看
,

据杜波呈整理的《有关陕北秧歌的民间传说 》
,

陕北
“

秧歌
”

最初称为
“
阳歌

” ,

和
“
三阳开泰

”
有关

。

到唐朝以后
, “

阳歌
”

才改为
“

秧歌
” 。

六
,

从歌舞道具来看
, “

秧歌
”

队领头的舞蹈者都举一把
“

伞
”

形道具
,

民间称之为
`

旧 照
” ,

意

为象征太阳神
。

那
“
伞

”

上四周围一圈布
,

布边饰丝穗
,

象征太阳光芒四射
。

由此推断
,

这一歌舞

应与太阳有关
。

七
,

从歌舞功能来看
,

民间认为举办
“

秧歌
”

活动能够求得神灵保佑
,

福临祸消
,

风调雨顺
,

人畜平安
。

这一点
,

正与古代太阳崇拜活动的目的相趋一致
。

八
,

从
“

秧歌
”

场图来看
,

许多
“

秧歌
”

场图都与太阳崇拜有密切关 系
,

如
`

旧 月图
” , “
七星

里
” 、 “
天地牌子

” 、 “

太阳圈
” 、 “
踩四角

” 、 “
立五方

” 、 “
八卦阵

”

等
。

就连九曲
“
秧歌

”

中
,

也设有
“
太

阳宫
” 。

九
,

从民间舞蹈对比来看
,

陕北民间还流传一种 民间舞蹈叫
“
阴歌

” 。

这种舞蹈有鼓乐
,

有经

韵
、

有场图
、

有魂蟠
,

整个表演程序
、

动作
、

风格
、

场图变化都和陕北
“

秧歌
”

大致相同
。

所不同的

是
,

这种
“
阴歌

”

中一种道教祭祀舞蹈
,

是祭祀在
“
阴间

”
的死者的

。

而
“

秧歌
”
则是祝愿

“
阳间

”

的

人们四季平安的
。

据此来看
,

我们把
“

秧歌
”

称为
“
阳歌

”

似乎更合适些
。

十
,

从
“

秧歌
”

表演特点来看
,

陕北
“

秧歌
”

讲究
“
扭

、

摆
、

走
” ,

有人认为这是从太阳徐徐行空

模仿而来
。

另外陕北
“

秧歌
”

夜晚表演往往要
“

打火塔
” ,

即在广场中央堆一尖塔形的大火堆
, “

秧

歌
”

队围绕火堆进行表演
。

这实际上是祭奠太阳神古风的遣传
。

因为古人对不同的神祭祀的方

式是不同的
:

祭动物神以欢呼跳跃为仪式
,

祭地神时以撮土成堆为仪式
,

祭天神时则以点燃火

堆为仪式
。

太阳神属于天神
,

古代祭 日活动往往与祭天活动一起进行
。

据此来看
, “
打火塔

”

与

祭 日活动有关
。

因此
,

与之相应的歌舞理当称为
“

阳歌
”

才更为恰当
。

十一
,

从
“

秧歌
”

唱词来看
,

传统
“

秧歌
”

有大量的唱词属于祭祀的内容
,

这与人类祭 祀太阳

的 目的相符
。

同时
,

许多唱词甚至直接对太阳进行描述赞美
。

如
: “

秧歌扭进太阳宫
,

太阳星君

来观灯
。 ” “
太阳出来一点红

,

月亮出来白令令
。 ”

十二
,

从
“

秧歌
”

的伴奏乐器来看
,

也有一定的规范
。

一般是大鼓一面
,

红 色
,

象征太阳 ;
黄铜

大锣一付
,

象征月亮
;不得增减

;其他乐器则以成双成对象征阴阳相对
。

鼓是
“

秧歌
”

伴奏乐器中

最古老的
,

上古时代便已产生
。

《说文解字 》云
: “

鼓
,

郭也
,

春分之音
” ,

可见其产生与
“

春
”

的密切

关系
;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

“

秧歌
”

在
“

春
”

时表演为什么有鼓伴奏
。

至于哎呐
,

它是
“

秧歌
”

伴奏里

最
“

年轻
”

的乐器
,

在明朝初年 由波斯
、

阿拉伯传入我国后
,

伴奏
“

秧歌
”

必须
“

成双成对
” ,

以适应

阴阳相对的传统规矩要求
。



四

陕北
“

秧歌
”

既然是人类太阳崇拜观念的产物
,

应当称作
“

阳歌
” ,

那么
.

为什么还会产生
“

秧

歌
”

这一名称呢 ?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

我们不妨从古代祭祀礼制说起
。

祭祀从我国商周时代起
,

逐步制度化
。

这时的祭祀活动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
,

同时也因其

独特而具大的魔力而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一种维护统治权威的手段
。

因此
,

统治阶级便对祭祀

活动予以规定
。

《礼记
.

曲祀 》载
: “

天子祭天地
,

祭四方
,

祭五祀
。

诸候方祀
,

祭 山川
,

岁编
。

士大

夫祭五祭
,

士祭其先
。 ”

这一记载表明
,

祭夭在古代是自命为
“
夭子

”

的君王的专利
,

别的任何人

是不得染指的
。

由于古代我国君王的祭 日活动往往与祭天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行
;因此

,

这种祭

日活动所产生的歌舞—
“
阳歌

”

是一种在特定环境
、

特定时间表演的歌舞
,

是不允许 民间演出

的
。

如果 民间公开演出
,

那当然属违犯祭祀礼制
,

是一种
“

大逆不道
、

犯上作乱
”

的行为
。

然而
,

由于
“
阳歌

”

的表演者毕竟是平民百姓
,

由于这种歌舞独特的艺术魅力
,

由于统治阶

级兴衰更替所引起的礼制束缚放松
,

所以
, “

阳歌
”

总会流传民间
。

为使
“
阳歌

”

在民间流传合法

化
,

改其名称为
“

秧歌
”

以
“
避讳

”

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

并且也是必须的
。

这一点
,

还可以从民间
“
秧歌

”

往往与民间社火一起表演得到实证
。

在陕北
,

群众常常把看社火表演称为看
“
秧歌

” ,

实际上
, “

秧歌
”

与社火是有区别的
。

从广义

上讲
, “

秧歌
”

即是社火
,

它不但包括大场
“

秧歌
” ,

而且包括水船
、

腰鼓
、

霸王鞭
、

踢场子
、

踩高跷
、

耍狮子
、

舞龙灯等歌舞表演
。

而狭义的
“

秧歌
” ,

则着重指以
“

扭
、

摆
、

走
”

为特点的大场
“

秧歌
” 。

“

社火
”
一词最早始于宋代

,

而
“

社
”

则最初在古代是指土地神
,

后延伸意指祭祀土地神的地

方
。

民间社火
,

实际上是古时以
“
社

”

为单位的群众性祭祀土地神活动
。 “

秧歌
”

表演与社火活动

结合在一起
,

便有了
“
合法合理

”

的外衣
。

因为
,

历史上统治阶级一般是允许老百姓立
“

社
”

的
。

据
《祀记 》记载

:

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
,

王为自立社曰王社 ;诸候为百姓立社曰 国社
,

诸候为自立社

曰候社
;士大夫成群立社曰署社

;百姓有州社与里社
。

我国 自商周以来
.

庶民阶层只有社祭与祭祖的权力
。

这种礼制限制
,

随时代变迁
.

虽时严时

松
,

但从来没有大的更改
。

到 厂明代
.

甚至以律法的形式颁布 明《会典
.

祭祀通例 》载
: “

庶民祭

里社
、

乡厉及祖父母
,

父母
,

并得祀灶
,

余俱禁止
。 ”

由此可见
.
“

阳歌
”

如不
“

隐姓埋名
”

.

如不与社

火活动结合在一起
,

是很难在民间流传的
。

实际上
,

由于
“

秧歌
”

本身有诸多祭 日的特征
,

当统治阶级政权稳固之时
,

也往往对这一活

动进行干涉
。

康熙五十七年 ( 1 7 18 年 )
,

清廷曾颁布过禁止
“

秧歌
”

表演的法令
: “

时逢岁旦
.

节庆

之霄
,

唱秧歌… … 须查究
,

以靖地方
”

⑤
。

在这种情况下
.

当然更没有人敢于把
“

秧歌
”

写作
“

阳

歌
”

了
,

这大概就是
“
秧歌

”

这一名称流传至今的原因
。

目前
,

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除陕北
“

秧歌
”

外
,

还有晋北
、

河北
、

东北
、

山东胶州
“

秧歌
”

等
。

这些流传
“

秧歌
”

的地区均在我国北方
.

且在古代均属不插秧地区
。

如果笔者此文言之有理
,

陕

北
“

秧歌
”

应称作
“

阳歌
” ,

我们想
,

上述这些北方地区的
“

秧歌
”

.

也应称为
“

阳歌
” 。

这便是笔者作

此文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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