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 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 责编龚爱秋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04

蒲江“幺妹灯”欢笑声里送祝福

“刘家耍狮鼎盛时期
在民国，当时李家镇有姚、
刘、何三大家族，相互联
姻，相互扶持，各有所长，
曾到广元城里和陕西等地
表演。”刘德玉介绍，如今
刘家耍狮已经是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现在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愿意来了解
它，对于我们来说是好
事。刘家耍狮后继有人，
真的让人欣慰。”

广元刘家耍狮：传承六代人，列为省级非遗
舞狮，是中国民间传统习

俗。狮子外形威武，动作刚
劲，人们相信舞狮能够带来好
运，所以每逢春节或其他一些
庆典活动，都会舞狮助兴祈求
吉利。

在广元市朝天区李家镇民
主村，大家习惯把舞狮叫“耍
狮”，这里的刘家耍狮可谓声名
远播，不仅已传承了六代人，而
且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每年正月初一岀门去农
户家拜年，一直耍到正月十
五。这个习俗延续了几百年。”
刘家耍狮第五代传承人刘德玉
介绍，从清朝末期到现在，刘家
耍狮均有记载。

一个关于狮子的传说

“耍狮队伍由狮头、狮尾、
笑面人、孙猴子、南门先生以及
打锣鼓的五人组成。”刘德玉向
记者介绍了耍狮的由来：相传
狮子过去是天上神仙，因触犯
天条被玉帝打下凡间，封它为
保佑天下太平、祛瘟祛邪的神
灵。

“走在狮子前面的那个白
脸‘笑面人’，也称‘木莲’，是
狮子的儿子。木莲是个大孝

子，也就是《二十四孝歌》里唱
的木莲救母到西天的木莲。
为救母，木莲随母下到凡间，
帮母渡过重重难关。耍狮队
有个说吉口令的，叫‘南门先
生’，因为狮子不能开口说话，
南门先生便是木莲请来替母
亲说话的，讨天下太平。‘孙猴
子’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齐天
大圣孙悟空’，狮子母子二人
过水帘洞时被困，木莲请来

‘猴子’帮忙，之后又请其随
行。”刘德玉向记者一一介绍
耍狮队伍的构成。

一些关于耍狮的规矩

“刘家耍狮非常讲规矩。”
刘德玉说，每逢年三十，狮子开
光亮相，大家要敬神灵，点香
蜡、烧纸钱、跪拜嗑头，仪式完
后，耍狮的人还要将自己的生
辰八字写在纸条上，压在敬有
祖先的神龛下，直到大年十五
回来“倒灯”、谢神以后，才能取
回自己的生辰八字。“按照我们
的说法，耍狮的人这期间不再
是人，跟狮子成为一体，因为魂
魄寄放在了神龛上。”

在耍狮过程中，耍狮人绝
对不能开口说话，不能倒退。

“无论在哪家歇脚，离开时都要
耍起走，以示感谢。如果遇到
人畜染有瘟疫，还得让小娃儿
过狮子口，猴子还要拿扫把去
圈舍跑上一转，以示祛瘟疫。”
刘德玉说，这是刘家耍狮时每
年必做之事。

刘家耍狮后继有人

刘家耍狮与众不同，不仅
仅在于独特的规矩，也在于制
作狮子的材料。

“狮子的制作，是用竹子编
制而成，狮皮是用麻布制作，笑面
人用坭做成用纸制成。”刘德玉
说，要做耍狮队的行头，必须先做
狮头，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

“刘家耍狮鼎盛时期在民
国，当时李家镇有姚、刘、何三
大家族，相互联姻，相互扶持，
各有所长，曾到广元城里和陕
西等地表演。”刘德玉介绍，如
今刘家耍狮已经是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现在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愿意来了解它，对于我们
来说是好事。刘家耍狮后继有
人，真的让人欣慰。”

李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彦谷

2月11日，农历除夕当天，
成都市蒲江县大塘镇洪福村，
一群身着红色演出服的演员表
演起了“幺妹灯”。往年这个时
候，是他们走村串户最为忙碌
的时刻，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的
需要，他们通过录制网络节目
的形式为人们送去祝福。

幺妹灯是蒲江一项古老的
民间艺术，因其融合了川剧昆
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
声 腔 ，被 誉 为“ 川 剧 的 活 化
石”。幺妹灯的表演者被称为

“耍灯人”，他们多为普通劳动
者，平常忙于劳动生产，逢年过
节才自发组成演出队伍四处表
演。

今年67岁的欧继安就是一
名“耍灯人”，从事幺妹灯表演
已有41年。据他介绍，表演队
伍走村串户期间，每到一户人
家或商铺前，“耍灯人”都要在
锣鼓伴奏和帮腔中高唱拜年
词，向对方恭贺新春。这一表
演形式深得群众的喜爱。

一支队伍通常20人
“幺妹”“花鼻子”“媒婆”是主角

“以前表演的时间是从除
夕到春分，现在一般到正月十
五就结束了。”欧继安告诉记
者，表演时间的变化跟当地的
春耕有关，“表演者都是乡里喜
欢艺术的农民，以往春分一过，
他们就要回归田地开始春耕。
如今一般是到正月十五，过了
这个时间就要下地采茶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对
很多人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娱

乐方式，正月里幺妹灯走到哪
里，哪里就是最为热闹的地方，

“上千人挤在一起看热闹。”尽
管现在娱乐方式很多，但幺妹
灯仍是蒲江春节期间一项重要
民俗。

欧继安介绍，一支表演幺
妹灯的队伍通常有20人左右，
其中“幺妹”、“花鼻子”和“媒
婆”是主要角色。“幺妹”要求嗓
子好，有说学逗唱随机应变的
能力；“花鼻子”则是戏中的搞
笑角色，通常由经验丰富、能说
会道的中老年男子扮演，用插
科打诨的方式，推动戏剧情节
的发展。“‘幺妹’和‘花鼻子’的
表演贯穿始终，只有在一些大
型晚会的主题表演中，‘媒婆’
才会上场。”欧继安说。

演出过程中，一般由“花鼻
子”和幺妹嬉笑打闹开始，随着

“花鼻子”夸张的动作和诙谐的
台词，逐步展开情节。而舞蹈
动作主要为“十字步”，唱词和

念白则为蒲江方言，唱腔旋律
简单、质朴高亢，加上即兴发挥
和不断抖出的笑料“包袱”，整
个表演极具艺术感染力。

祝词大有文章
考验“耍灯人”的应变能力

毛狮子、青狮子、文绉、幺
妹装、新郎装、媒公装、媒婆装
……表演幺妹灯，能叫得出名
字的道具就有上百件，还同时
涵盖了二胡、笛子、唢呐、锣鼓、
板胡等乐器，不得不说是个“大
工程”。

幺妹灯的祝词中可谓“大
有文章”。走村串户中，主人家
递给“耍灯人”一杯茶，他们就
得根据这杯茶送出祝语；若是
送出糕点、果品，祝语又不一
样。表演内容包罗万象，祝词
内容也要反映生活的方方面
面，对当地历史、文化、民间传
说、著名人物及社会生活等均
有所涉及。这些祝词虽有脚

本，但大多需根据主人家的情
景即兴创作。

在欧继安看来，这考验的是
“耍灯人”的应变能力，当然也与
平日里的积累分不开。为了呈
现更完美的表演，欧继安常常提
前很久就与队伍中的表演者开
始排练，“乡亲们一年也看不了
几回，必须得把节目表演好。”

幺妹灯为何受欢迎？
这是一项尊重人的民俗

幺妹灯的缘起，还要追溯
到唐朝。当时，民间就有男女
同台说唱的“灯戏”，相传唐太
宗小女儿常在宫中扮成农家小
女，嬉戏玩耍，以此取乐。

这项流行于民间的古老艺
术，在长久的发展中，融合了蒲
江的民俗风情和人文精神，但
如今也面临着传承的重任。在
蒲江，传承、保护、发掘整理和
开发幺妹灯艺术，增加演出剧
目并注入新鲜血液，也成了有
关部门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006 年，幺妹灯正式被
列为首批成都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大塘镇作为
幺妹灯文化的核心区域，也
致力于深度挖掘幺妹灯的文
化内涵，培植幺妹灯的群众
文化根基。

幺妹灯为什么受欢迎？蒲
江县史志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兴
华说，因为这是一项尊重人的
民俗，也是一门让人“笑”的民
俗，“送福贺春的过程，都体现
了‘耍灯人’对主人家的尊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幺妹灯”走村串户表演。

欧继安表演“幺妹灯”。

刘家耍狮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