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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剧目和民间演剧看女娲信仰的影响

李祥林

摘 要: 女娲神话自古流传，由此形成的民俗事象也蔚为大观，其对 “以歌舞演故事”的中

华戏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体现在剧目创作、演艺习俗、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从传统

剧目和民间演剧入手考察女娲神话及信仰的渗透和影响，对研究戏曲艺术和研究民俗文化，都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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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补天”“女娲造人”故事在神话史

上自古流传，其对中国文学艺术有着极深远

的渗透和影响，由此形成的民俗事象也蔚为

大观。笔者在日本发表的 《女娲神话と华夏

戏曲》中，曾结合 “女祖崇拜和尊母情结”
“超人原型和英雄故事”母题论述了大神女娲

对戏曲艺术的原型影响。本文拟从传统剧目

和民间演剧入手，就女娲神话及信仰在本土

戏曲躯体上烙下的印迹再作考察，以供戏剧

学界和民俗学界的同仁参考。

一

着眼主流戏剧，以女娲神话传说直接入

戏的剧目在本土历史上可谓不多，大概这跟

中国古代神话过早步入历史化轨道以及远古

女性神话被后世男性中心社会 “删节”得七

零八落有关。不过，从文化心理看深层影响，

女娲神话传说在古典戏曲创作中还是留下了

值得关注的印迹。
根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明清传奇有

《女娲氏》 “演炼石补天事”，又有明末 《二

十四孝》演女娲炼石补天，摄古今著名孝子

二十四人之魄现身敷演，但二戏作者不详，

剧本亦不存。至于以 “补天”为剧名者，该

书收录有《补天石》二，均系清人作品，一

为徐沁所作传奇，即 《易水歌》，见 《今乐

考证》《曲考》 《曲录》著录，双溪原刊本，

署双溪廌山，“《曲海总目提要》有此本，云

豸山不知何人，按 ‘豸’与 ‘廌’通。观其

南阳远峰氏序云: 豸山谓余，燕丹结客，微

独荆卿为丹被创而殒。田先生激卿而伏剑、
高渐离交荆而被诛，无他，为客故也。至扶

苏以子殉父，蒙恬以臣殉君，君子痛之，而

且愚之，此不可与荆卿同日而语者。因系之

以歌，编为传奇，托之以女娲补恨，为扶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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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之。按徐沁曾游两湖，作《楚游录》。襄阳

与南 阳 接 壤， 南 阳 远 峰 氏， 殆 即 作 者 伪

托。”［1］( P1255 ～ 1256) 这位徐沁，浙江余姚人，通经

史，善考证，工文辞，乃康熙时剧作家，他

撷取古事创作 “补恨”之作，自有士人君子

内心的缘由。一为周乐清的作品， “所作八

种，题为传奇，实为合刊之杂剧……谭光佑

序谓毛声山 《琵琶记序》中，本欲撰一书，

名《补天石》，拟一古今憾事殆补之目。周氏

将其目中 《博浪沙》事并入 《宴金台》，而

增出 《碎 金 牌》，删 去 《南 霁 云 杀 贺 兰》、
《赵 德 昭 勘 赵 普》二 事，余 皆 如 毛 目 之 旧

云。”［1］( P774) 周氏乃浙江海宁人，嘉庆年间出任

道州通判等，任内注意平反冤案，有政声，

后因病辞官。其杂剧作品集 《补天石》有道

光年间静远堂刊本，包括 《宴金台》 《定中

原》《琵琶语》《紞如鼓》等八种，每种或四

出或六出不等，拈取历史上的悲剧或憾事重

加创作， “翻悲剧史实，以快人意”，譬如:

《宴金台》正名作 “太子丹耻雪西秦”，写燕

太子丹亡秦; 《纫兰佩》正名作 “屈大夫魂

还汨 罗 江”，写 屈 原 回 生，重 为 楚 王 所 用;

《河粱归》正名作 “明月胡笳归汉将”，写李

陵自匈奴归汉，遂灭匈奴; 《定中原》正名作

“丞相亮祚绵东汉”，写诸葛亮灭吴、魏，天

下由蜀统一; 《碎金牌》正名作 “岳元戎凯

宴黄龙府”，写秦桧伏诛，岳飞灭金; 《波弋

乐》正名作 “真情种远觅返魂香”，写魏荀

奉倩之妻不死，终得夫妻偕老。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显然，周氏杂剧皆非直接演述女

娲故事，但从 “补恨”之抒怀写意题旨发挥

看，仍不能不说诸如此类文人创作在深层心

理上多少受了女娲补天神话的原型影响。
“补天”之剧作， 《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又收录《补天记》传奇二部，一题小斋主人

撰，《传奇汇考标目》著录，但原作已佚，作

者姓名、生平、里居皆不详; 一列清初范希

哲名下， “《今乐考证》著录。清初刊本。
《曲考》《曲海目》 《曲录》并见著录，列入

无名氏。 《考证》列于四愿居士六种。一名

《小江东》。李渔阅定，或谓范作。自序尝谓

旧有《单刀会》一剧，言孙氏惟荆州是图，

遂将临江一会，效鄙夫之排击，故作此以翻

《单刀会》之案。剧言伏后以曹操之恶，诉于

女娲氏，女娲使睹操受地狱之苦，以彰果报。
以女娲 炼 石 补 天，因 以 名 记，情 节 完 全 捏

造。”［1］( P1205 ～ 1206) 范希哲，清代戏曲家，自署四

愿居士、秋 堂 和 尚、鱼 篮 道 人、小 斋 主 人、
看松主人、不解解人等，浙江钱塘 ( 今杭州)

人氏，其跟李渔同时代，二人相交密切。范

氏该剧属于“三国戏”，写失荆州故事。刘备

攻取西 川，孔 明 命 关 羽 驻 守 荆 州，吩 咐 其

“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曹操势横擅政，汉

献帝密诏伏后之父伏完勤王，机密泄漏，伏

后被杀，其魂游女娲庙，哭诉不幸……全剧

二卷，共三十六出，传世有康熙年间 “绣刻

传奇八种”本。剧末有道: “女娲氏以石补

天，昭烈帝以身补天，诸葛亮以心补天，关

云长以节补天，张翼德以义补天，赵子龙以

力补天，鲁 大 夫 以 贞 补 天，周 将 军 以 气 补

天。”又有 【沁园春】叙说剧情: “大节关

公，酸心国母，神鬼惊奇。恨遭逢阳九，运

终三姓，足智多谋较是非。计索荆州，临江

设宴，要学鸿沟一局棋。扁舟去，天空地阔，

尺水杯泥。难期，周仓义勇，跨浪冲波去似

飞。船到中流，英雄失利，补天阙主，播弄

妒嬉。伏后依人，营门显圣，笑得全军落鼓

鼙。江东小，奸欺触网，报应谨毫厘。”撇开

翻案戏问题不论，在范氏这出 “神鬼惊奇”
的果报戏剧中，让乱臣贼子曹操下地狱受苦，

戏剧作家刻意编造此情节不过是借神话叙事

假神灵之手来表达惩治恶人的心愿，同时，

该剧借用 “补天”神话意象来抒发文人情怀

也昭然可见。
《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成书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收录戏文 320 余种、杂 剧 1830 余

种、传奇 2590 余种，时间涵盖宋元明清，共

计 4700 多个剧目，其“搜罗资料宏富”，“是

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著作” ( 赵景深序) ，迄

今仍是戏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回眸历

史，“花雅之争”后地方戏曲蓬勃发展，逐渐

形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统

计的 360 多个剧种的壮观格局。在蔚为大观

的地方戏中，据我所知，直接演述女娲神话

故事的剧目尚有未入前书著录者，比如川剧

舞台上的 “五袍四柱”之一 《碰天柱》。所

谓“四 柱”，指 四 部 剧 名 含 “柱”的 剧 作，

即《碰天柱》 ( 写共工争王位不胜而怒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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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山事) 、《水晶柱》 ( 写观音差韦陀收滥龙

和水龙事) 、《九龙柱》 ( 写封神演义中闻太

师升天故事) 、《五行柱》 ( 写西游记中孙悟

空大 闹 天 宫 事) 。高 腔 戏 《碰 天 柱》又 名

《撞天柱》，写伏羲去世后，众推女娲执掌中

土大事，镇守北方统领冀族的共工不服，率

兵前来争王位，兵败途中见石柱当道，愤怒

的他“使神威头把石柱碰”，结果身亡在天崩

地裂中。全 剧 八 场，包 括 “生 反”“受 选”
“对阵”“定计”“碰柱”等。本土神话史上，

见载于古籍的共工和颛顼争帝位而怒撞不周

山的故事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川剧文本转换

了共工相争的主角 ( 该剧叙事亦非绝无所本，

古书 《路史》中便有共工与女娲之争的记

载) ，将女娲推向前台，有意识地凸显“女主

坐位”问题，实际上多多少少表达了不无开

明色彩的伸张女权意识 ( 剧中不服女娲登上

王位的共工等人就再三讲“女娲女子无有用”
“女子辈无谋无勇”) 。历史上的女娲，可谓

既是人格化的神又是神格化的人。《碰天柱》
在叙事上不乏历史化倾向，但从共工以飞刀

杀人、祝融以神火取胜以及涌起海水、怒撞

天柱等超现实情节看，其神话色彩是相当浓

厚的。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出历史故事剧，

不如说是一出神话传说剧，是女娲及相关神

话入戏的不可多得的文本。①

二

从网上得知，泉州有祭祀女娲的庙宇，

这使我有些好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

众信奉的女神向来以海神妈祖为首，还有陈

靖姑、龙母娘娘、金华夫人等地方神灵，但

有关女娲的信息鲜见。② 农历癸巳年春节，我

收拾行囊，去了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泉州的著名古迹及庙观甚多，如开元寺、天

后宫、关岳庙、清凉寺、承天寺、清源山等

等。娲媓宫位于该市丰泽区生态路后坑村。
正月初四 ( 2013 年 2 月 13 日) ，天气晴好，

赶早出门，乘车去娲媓宫。该宫建在山坡上，

坐北朝南，从宫前平台可俯瞰后坑村。建筑

华丽，为重檐歇山顶，砖石木结构，镏金字

匾“泉州娲皇宫”系香港人士题写，四根镂

空雕刻的青石龙柱精美，门上对联云 “补天

炼就五彩石，拓地培植七色花”，殿前铁铸香

炉上写 “泉郡娲皇宫”，所署时间为 “道历

四七〇七年———公历二〇一〇年”。与管理人

员聊天，得知此乃目前福建省唯一的祭祀女

娲娘娘的宫观，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位姓

庄的事主率众前往河北涉县娲媓宫进香请回

女神金像后所建。看来，这是女娲信仰在当

代传播的一个例子。我问这里娲媓宫有没有

庙会，对方回答有，时间在九月 ( 阴历) 。刚

才看见门右放有牌子，上面写着 “二〇一二

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娲媓圣母诞辰众善男信女

随缘芳名”，捐款者 120 多人，金额从数十元

到数千 元 不 等，居 首 的 是 “庄 某 某 戏 一 夜

3000 元”，意思说这天晚上献给女娲娘娘的

戏，是由姓庄的先生花 3000 元请戏班子来演

的。庙会上给神灵献戏是华土传统民俗，在

河北涉县娲媓宫，庙会演戏就颇兴盛。
“女娲祭典”和 “涉县排赛”是涉县入

选国家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赛者，

报也，酬神之祭也。“迎神赛社”的习俗，在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泛有见。专为敬神演

出的赛戏，流行于山西、河北等地。邯郸赛

戏包括东填池赛戏、东通乐赛戏和涉县排赛。

其中， “涉县 ‘排赛’赛戏为古老的原始戏

剧，它与民间的原始宗教、道教祭祀活动紧

密结合在一起。山神与女娲是供奉的主要对

象。在活动上倡导全民参与，在时间上主要

限于元宵节，在表演上为白话式，在内容上

主要为军国征伐戏类。”［2］涉县排赛，以大锣

大鼓伴奏，不用丝弦，又称对口剧、锣鼓戏，

论其功用，“主要在山神与女娲的祭祀活动及

元宵节演出”。［3］跟信仰民俗息息相关的赛戏

曾被认为“已绝迹于舞台”［4］( P182) ，但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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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顺便说说，有如“五腔共和”的川剧，彩云之南的滇剧也是汇合丝弦、襄阳、胡琴等的多声腔剧种，其剧目类型有京路

子、川路子、秦腔路子等区分，川路子剧目当中有《碰天柱》。
亦非绝对没有，如闽台地区奉祀生育女神“注生娘娘”，该神究竟是谁在台湾有多种说法，或曰临水夫人陈靖姑，或曰女

娲娘娘，或曰赵贞娘 ( 段凌平《闽南与台湾民间神明庙宇源流》第 165 页，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2 ) 。而从神格讲，“造人”的

女娲是有充分理由做“注生娘娘”的。



它还存活在民间。涉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太

行山东麓，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距

邯郸 90 多公里。涉县境内，漳河两岸，有多

处女娲遗址及庙宇。娲媓宫俗称 “奶奶顶”，

据称是国内最大的女娲庙，位于中皇山 ( 又

称女娲山) 上，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 ( 550 ～
559) ，当地有女娲 “炼石补天，抟土造人”
就在这里的口碑。相传农历三月十五是娲皇

圣母诞生日，九月十五为其炼石补天的成就

日。届时，民间要举办庙会，有规模甚大的

祭祀活动。娲媓宫庙会闻名中原大地，从三

月初一到十八 ( 这天传说是女娲返回天宫的

日子，民间有通宵坐夜习俗) ，来自河北及周

边省份的善男信女纷纷前往涉县赶庙会庆祝

女娲娘娘圣诞，求子求吉、许愿还愿。近年

来，还有福建泉州、漳州等地的人前往朝拜。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涉县自 2003 年起又办起

了女娲文化节，唐王蛟及周边的村庄也恢复

了中断半个多世纪的 “朝顶”仪式 ( 朝拜圣

母女娲的最高形式) 。作为 “人生赛社”的

赛戏在涉县演出的村落有上清凉、弹音、井

店、台村、下庄等，不同村落对之有不同称

呼，或称“排赛”，或称 “队戏”，或称 “社

火”。村民们认为，参加赛戏演出或观摩赛戏

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能使人身体健康、祛除

邪害、家庭平安。
弹音村位于涉县索堡镇东南方，这里有

人称“娲皇陪宫”的女娲庙。据当地民间传

说，女娲娘娘从泰山游玩至此，见风景秀丽，

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便在此落脚盖庙。商

朝末年，纣王来此庙曾题诗戏侮娲皇圣像，

娘娘得知后大怒，便派琵琶精等去坏了纣王

的江山。周武王坐定天下后，正式在此立庙，

这便是后来的娲皇陪宫。近代，弹音村组织

有“奶奶社” ( 娲皇社) 、“山神社”、“土地

社”等，所建庙宇有娲皇庙、山神庙、观音

老母庙等。全县参加唐王峧娲皇宫庆诞活动

的有弹音、南原、温村、石门、桃城、王堡、
唐王峧等十道社，奶奶社是其中的龙头社。
“每至农历三月十八日娲皇庙会开始，非弹音

村龙头社社首到，不得开庙门，降香者非先

到娲皇陪宫祭拜，不得朝山进香。”弹音村的

山神庙位于村外鸡冠山上，按照传统，迎神

仪式要在正月十四黎明时分进行，由奶奶社、

山神社、三官社社首率领的数百人队伍集合

到山神庙前，将山神塑像抬上神辇，行礼致

祭，待戏班跪拜请神后，队伍便启程往回走。
迎神的队伍由趟马、神枪、大纛、拉板、灯

笼、锣鼓、罩伞、香案、神辇、戏班、秧歌

等及善男信女组成，浩浩荡荡，从村子的西

北角进村。来到社房戏院，人们把神像抬上

与戏台相对的临时庙棚内，安好神位，便开

始上香、叩拜和唱经，所唱经歌有 《三烧香

经》《关老爷经》 《山神爷》 《李祖爷》 《吕

祖经》 《担担经》等。随后，戏班及秧歌队

等来到娲皇陪宫，给女娲娘娘唱愿戏。此时，

仪式程序为: 一般民众烧过香后，戏班和秧

歌队亦上前行礼，然后是跳神的妇女们边唱

边舞，唱的经歌有 《娲皇圣母经》 《观音圣

母经》《九龙圣母经》《十二月经》《求子经》
《摘花经》 《祝寿经》等。如 《娲皇圣母经》
唱道: “娲皇圣母去修行，提起修行好苦心。
每天每日走山东，又受饥寒又受风。年长日

久功成了，土地功成得威风……”待妇女们

舞罢唱过以后，戏班便给女娲圣像唱一出戏，

常演的还愿剧目是《宁国府》。［5］

在热热闹闹的娲媓庙会上，不乏涉及演

艺性活动的民俗事象，比如坐夜唱经、打扇

鼓、唱愿戏等。尤其是唱愿戏，前来进香的

人们求子嗣、求财运、求平安时，会向神灵

许下誓愿，事后若是灵验，定要再来还愿，

这是民间的老规矩。还愿除了烧香纸、上供

品以及捐香火钱外，就是请戏班子唱戏献给

圣母女娲。据目击者讲，“这种戏班有两种，

一是由许愿、还愿者事先出资点戏，一般是

一天三场，连唱三天，也有的唱二天、九天;

二是戏班子在娲皇宫下边打幌摆摊，随时为

赶庙会的人进庙许愿、还愿后点唱。1996 年

庙会期间，笔者在中皇山下看到两个随时为

赶庙会许愿的人演唱的‘戏班子’。这种戏班

子非常简单，虽然身穿戏服、脸上化妆，但

没有舞台，人员每班只有三四个人。许愿者

给的钱多则多唱，给的钱少则少唱。有一位

求孙子的老太太从山上进香下来出了五元人

民币，戏班子就唱了一段豫剧 《朝阳沟》选

段。分析这种现象，既是敬神传统所需，也

是一种民间商业意识的反映，久而成俗，堪

称是一种平民意识的小打小闹。至于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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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的大剧团来唱愿戏，庙会期间则天天好

戏连台。邯郸市一位企业家出资一万二千元

人民币，请山东梆子剧团为女娲唱戏三天。”
不仅如此，“涉县电影公司三台放映机庙会期

间在这里为还愿者放电影。三月十四日晚上，

三台机子同时放映，而且每台放映机为两家还

愿，都是为许愿得到儿子而还愿的。虽然影幕

下只有二三个人，甚至无一人，但电影照放不

误。至于所放映内容，完全根据电影公司有什

么片子而定。因为这是许愿、还愿者承诺给女

娲看的，有人看无人看无所谓。”［6］从演戏曲到

放电影，形式随时代发展有了变化，但许愿还

愿敬神灵的民俗主题依然。
女娲信仰影响广泛，祭祀女娲的庙宇在

神州大地上多有分布，而女娲庙会演戏的民

俗也见于好些地方。如山西洪洞县赵城镇女

娲庙，“每年庙会期间，一般从三月初九日开

始，到三月十五日，四方各种文艺社团都汇

聚于这里献技献艺。连续七昼夜，热闹非凡。
当年蒲剧界的老艺人杨老六、王存才、苏全、
曹福海、筱月来、筱兰香等都是深受乡人欢

迎的……当年称蒲剧团为大戏，大戏的舞台

就设在娘娘庙内。一天演两场，白天折子戏，

夜晚拉本戏，因为戏好，角儿好，吸引着方

圆几十里的人来看戏。另外，像河南的梆子

戏，浮山的木偶皮影戏，也要来赶会的。”［7］

蒲剧是山西地方剧种，其亮相在当地女娲庙

会上乃是自然，犹如豫剧出现在河南西华县

司都岗人祖庙会上。而木偶、皮影之类民间

小戏，在老百姓生活中原本就跟民间宗教仪

式活动多有瓜葛。又如甘肃天水陇城，“正月

十五，这里相传是女娲爷的生日。所以每年

的正月 13、14 ～ 18、19 几天，陇城乡都要为

女娲过会。届时女娲庙前张灯结彩，各村要

表演‘马秧歌’、‘高抬’、‘抬杆子’、高跷

等传统社火节目。与女娲庙遥遥相对的略阳

剧场，这时往往会有应邀前来的天水市或秦

安县秦剧团给女娲娘娘唱戏。”［8］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古往今来，各地女娲庙会上演戏

景象兴盛，恰恰印证了女娲信仰扎根民众生

活的深厚社会基础。

三

涉县女娲庙会上，有 “打扇鼓”的民俗

活动。尤其是三月十八夜间 ( 传说这天是女

娲娘娘返回天宫的日子) ，停骖宫和广生宫院

内坐满了中老年妇女，她们彻夜不眠，打扇

鼓，唱经歌。打扇鼓原系民间傩舞，专门用

于敬神。扇鼓形似团扇，乃单面羊皮鼓。鼓

鞭是长约 50 公分的藤棍或竹棍儿，上系彩色

布条，有点像戏台上的马鞭。打扇鼓时要诵

唱扇鼓经，唱腔多是这一带流行的武安平调、
上党落子等。1987 年，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

一位姓许的农民献出一部清末的手抄本 《扇

鼓神谱》。根据手抄本及老艺人的回忆，1989
年任庄村恢复了湮没半个多世纪的扇鼓傩仪，

引起了海内外仪式戏剧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这是以扇鼓表演为特征的社祭形态，时间在

正月初七至元宵节期间，包括祀神、驱傩和

献艺三个部分。扇鼓是用于跳神的，十二个

表演者反穿羊皮袄，手执扇鼓边打边舞以驱

邪逐疫，称为 “十二神家”。从 《扇鼓神谱》
的记载来看，祭祀开始时奉请的各路神灵中

就有大神女娲，如: “天皇清气上浮天，地皇

重浊为地寒，人皇手里治下人，尧舜禹汤也

请全。奉请起天官、地官、水府三官，阴郊

阴红，日游出游来受香烟! 奉请起三皇五帝

尧舜禹汤来受香烟! 奉请起女娲娘娘来受香

烟……”［9］

赛戏属于傩戏范畴，表演要戴面具，偶

尔也用脸谱，是民间仪式中献祭神灵的戏。
研究戏剧史可知，“以歌舞演故事”的华夏传

统戏曲，在发生学层面跟 “傩”之类原始宗

教仪式不无关联。前人所谓 “八蜡，三代之

戏礼也” ( 《东坡志林》) ，即多少向我们透露

出这方面信息。巫傩文化在中国由来甚古，

并且在神州大地上有广泛分布。王国维 《宋

元戏曲考》论述 “上古至五代之戏剧”时，

就从古代巫觋文化角度追溯戏曲的发生，提

出“后世之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并且

说“巫以乐神，优以乐人; 巫以歌舞为主，

优以调 谑 为 主; 巫 以 女 为 之，而 优 以 男 为

之”。巫是沟通神、人的中介，当其进入迷狂

状态而以神之代言者的形象出现时，当其以

象征性的歌舞形式作仪式化巫术表演时，从

中庶几可观后世演艺中角色装扮的表演情形。
《说文》以舞释巫，不无道理。傩或傩祭、傩

仪便是巫师为驱鬼逐疫、消灾纳吉所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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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祭祀活动，其中唱的歌和跳的舞称为傩

歌、傩舞，而傩戏便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

上融入故事性情节和角色化扮演而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 “活化石”般存在于民

间的仪式戏剧如傩戏、目连戏等的研究热潮

在海内外兴起，为今人重新审视中华戏曲史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念，从中发掘出的诸多

民俗资料也让学界格外重视。今之学界有将

戏剧分为 “仪式性戏剧”和 “观赏性戏剧”
之说，认为前者远比后者更古老原始，是戏

剧的本源和主流所在。而从神灵信仰看，在

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演唱

傩戏时要供奉戏神 “傩公”“傩母”，民间多

有传说其为伏義、女娲的。
考察民间傩戏，可知女娲正是备受崇拜

的神灵之一。巴蜀傩戏中的师道戏，有泸州

龙门派道坛和粱平正一派虚皇坛，后者奉太

虚玉皇和三宝天尊，从其仪式过程中坛场布

置的神案子 ( 神图) 上可以看到，诸神中位

于 最 上 层 “三 清”左 右 的 是 伏 羲、女

娲。［10］( P43) 川北灯戏跟民间庆坛关联密切，后

者要供坛神，“有的说，坛是一块石，是女娲

补天留下的，所以坛神要用石钻成凹形，安

上坛枪和土加五谷而成。”［11］( P46) 在贵州道真仡

佬族苗族自治县，当地傩坛亦例奉神头五具，

“主奉神头二，红脸长须的男神头称师爷，又

称东岳圣公 ( 伏羲) ，白面的女神头称师娘，

又称南山圣母 ( 女娲) ”。［12］ 事实上，对傩母

女娲的崇拜在中国见于多民族。又如，“湖南

自古巫风繁盛。长期以来被视为上古神话的

一场古巫之战 ( ‘炎黄大战’) ，导致中原九

黎部落在其首领蚩尤被杀后南逃洞庭，与以

女娲为 人 祖 的 土 著 组 成 ‘九 黎———三 苗 集

团’，以 蚩 尤 头 为 图 腾，史 称 ‘三 苗 国’。”
在湖南民间，“沅陵傩坛属 ‘娘娘教’流派，

即以南 方 人 祖 女 娲 为 傩 神。巫 师 行 法 时 多

‘礼请’并赞美女巫或女神。女巫师在 《和

神做追究》傩坛法事中必须搬请‘东山圣公、
南山圣妹、潮水洞大娘二娘三娘、五天五岳

皇后夫人……’除了东山圣公 ( 伏義) 外，

其余几乎全是女巫和女神，其中南山圣妹即

女娲。”［13］以“圣妹”称女娲，盖在民间有伏

義、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在四川省平

武县，有民间诗歌 《洪水齐天》唱道: “三

皇五帝年辰远，女娲治水洪不传。混沌初开

天地暗，一看洪水要齐天……涨了七天并七

晚，普平天下无人烟。要想天下人烟传，除

非姐弟效良缘。”古往今来，“兄妹成婚”神

话普遍见于 “傩公” “傩母”信仰中，民间

也多以此解释傩戏的起源。
“云南昭通地区的端公戏以人祖伏羲、女

娲为傩 头。”［14］ 除 了 云 南，端 公 戏 在 四 川 有

( 如平武) ，陕西也有 ( 如宁强) 。陕南端公

戏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名录。
汉水流域，南接巴蜀，东连楚土，端公戏流

行。作为仪式戏剧，端公头戴面具，手持司

刀、令牌，表 演 请 神、驱 鬼、除 祟 等 内 容。
陕南端公戏在仪式中要设坛场，张挂神图，

供奉天上地下各路神灵，有浓厚的巫傩气息。
不久前，笔者为调查羌文化而走访陕西宁强，

当地人就屡屡给我讲起他们的端公戏。宁强

古属梁州，秦汉时为蜀郡葭萌县属地，今归

陕西省汉中市所辖，地处川、陕交界处，北

属秦岭山系，南属巴山山系，由此形成的风

土人 情 也 是 “风 气 兼 南 北，语 音 杂 秦 蜀”
( 清光绪刊本 《宁羌州志·风俗》) ，具有不

同地域文化交融的特点。昔称 “宁羌”的宁

强，作为古羌人的栖居地，“5·12”汶川地

震后亦被国家列入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在宁强，笔者得见当地学人所著《陕南

羌族》，其中谈及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

类的地方传说与端公戏时写到: “宁强民间羌

族口碑相传: ‘洪水滔天’时期，在洪水退尽

后，人间只剩伏羲女娲兄妹，为繁衍人类，

兄妹决定成婚，但又不违背人伦，于是兄妹

商量，从两座山上各滚下一扇石磨，磨合而

成亲……于是他们成婚了，生下一个无手无

脚的肉兔肉团，这就是混沌。他们将肉团砍

成小块遍挂于树上，第二天凡挂肉块的地方

都有了人家，从此人类开始繁衍。为纪念伏

羲女娲，人类把他们的形象刻成雕像，供奉

膜拜。这就是最初的祭祀活动，专门负责祭

祀活动的人，就是端公。”［15］( P58 ～ 59) 对于端公文

化与女娲信仰之关联的这番表述，体现出不

无叙事指向的 “地方性知识” ( local knowl-
edge) 特征。
“盘古开天年程远，三皇五帝掌乾坤。神

农尝把百草炼，轩辕皇帝制衣衫。女娲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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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眼，禹王疏通九河滩……”［16］( P118) 这是成

都地区民间端公戏中所唱。历史上，女娲娘

娘究竟是怎么进入傩神行列的，详情有待探

考，但从信仰民俗看，“女娲造人”神话自古

流传，被尊为神的女娲作为 “生”之象征具

有压邪祛祟的功能，这是不言而喻的。剥开

纷纭的表象，探究神话的实质，可以肯定，

“女娲是象征人类伟大母亲的女神，在华夏神

谱中，她是一位先于诸神又高于诸神的始祖

神。”［17］祖神和戏神在傩坛合一，从生命意识

和生殖崇拜看，“傩，本质上是要解决人类自

身的生产问题。供奉傩公、傩母，自是其本

义。”［18］诚然，伏羲、女娲以兄妹婚配而繁衍

人类的故事流行于史，但事实上这种神话叙

事出现较晚。伏羲、女娲之名在先秦典籍中

已提及，可是，二者之间没什么瓜葛。岁月

推移，到了汉代他俩才被绘入帛画中或刻在

砖石上，逐渐成为有关联的人首蛇身的神话

造型，如四川合江出土的汉代石棺上该类形

象就多 有 所 见。这 时，其 关 系 要 么 是 兄 妹

( 如 《路史·后纪二》注引 《风俗通》: “女

娲，伏羲之妹。”) ，要么是君臣 ( 如 《淮南

子·览冥训》高诱注: “女娲，阴帝，佐宓戏

( 伏羲) 治者也。”) ，并未婚配。及至六朝以

后，二位方才变身成为夫妻，唐代卢仝 《与

马异结交》诗 “女娲本是伏羲妇”，即是其

反映。① 对此神话演变史，今天我们研究以伏

羲、女娲为 “傩公” “傩母”的民间傩戏习

俗时，是不能不心中有数的。

( 责任编辑 薛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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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伏羲、女娲故事亦见于敦煌遗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该书年代据考证为六朝时期 ( 郭锋《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

帝王纪〉成书年代诸问题》，载《敦煌学辑刊》1988 年第 1、2 期) ，其中有道: 洪水之后，“人民死尽，兄妹二人依龙上天，得存

其命，见天下慌乱，唯有金岗天神教言可行阴阳，遂相羞耻，即入崐崘山藏身。伏羲左巡行，女娲右巡行，契许相逢则为夫妇，天

遣和合，亦尔相知。伏羲用树叶覆面，女娲用芦花遮面，共为夫妻。”此当为迄今所见二者兄妹婚配神话的最早记载，可与唐代李

冗《独异志》所载互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