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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打野火”是漠藉中的惯用捂，其典“打野胡”最根本 的差别在於各 自的藉源不同，

      “打野胡”、“打野狐”原焉腮月皋行的一撞驱鬼逐疫的倦式，後渐蒋向娱集方面，“打野火”、“打

      野呵”HlJ是流浪葵人在露天献技育警，其源可溯自原居印度的嘿哩人和梵文四流母音 R、R、

      L、L。追雨者在随地搬演不著虚所追一默上相似，封我团截曲的傅播有较大的影警。由於梵
      文四流母音 R、R、L 、L 在某踵程度上锐蕴含有祈福攘炎的特殊意羲，“打野胡”、“打野狐”又

      由驱鬼逐疫的傣式渐娜向娱案，故“打野火”、“打野呵”也好似典“打野胡”、“打野狐”混同了。

          阴键铜 ：打野火 打野狐 打野呵 打野胡 藉源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

    “打野火”是漠捂中的惯用捂，也作“打野呵”。《韶海》释“打野火”焉“渭警人露天献技育

警，,[ ’〕。《中团大百科全害 · 箴曲曲葵》释“打野呵”云：“宋代露天演出百截伎警的市藉。”

“不在勾栩内演出，只在街颐空地或癀埸上作埸育警，稍焉‘打野呵’，流勤演出的伎警人则稍

焉‘路歧人’。”“宋代民简流勤演出的伎警稍焉‘打野呵’，其随地搬演不著虚所的情形，典‘打

野胡’或‘打野狐’相同。不遇‘打野胡’是翠在十二月一侗月裹扮演驱祟逐像的，而‘打野呵’

则是不限十二月演出的民简伎警。”蔡敦勇《路歧新考及其它》一文韶焉“有人把‘打野呵’典

‘打野胡’、‘．打夜胡’、‘打野狐’相提亚瀚，混局一淡。其育追雨者之简存在著根本的差别”,

业在注文中锐“打野”指四虚漂泊，不著虚所，而“打野胡”活勤根本不人勾栩，只在街道上沿

凹表演乞钱，因此不存在“打野”。警衍演出多在勾栩中遭行，是有“虚所”的，“打野呵”不人

勾棚，故谓之“打野”。“呵”是“阴呵”之“呵”。所谓“阴呵”，即指截曲演出阴埸之意。“打野

呵”者，即经常流勤演出的民简警人，而“打夜胡”、“打野胡”者胭非徙事演警活勤的警人，而

是一般的“绑人”和家境黄寒者。“打野呵”者都是在城市中热阁竟阴之虚或城市中人口密集

的商肆遭行演出活勤，而“打野胡”者亚不是在以上追些地方活勤，只是在街上敲攘擎鼓，“沿

阴乞钱”或“巡阴乞钱”。“打野呵”者，是富著颧案表演，“打野胡”者是焉了逐祟〔“〕。蔡文指

出了“打野呵”典“打野胡”雨者之简存在的差别，但似尚不能锐《中团大百科全害 · 截曲曲

警》的解释是“把‘打野呵’典‘打野胡’、‘打夜胡’、‘打野狐’相提业输，混焉一淡”，《中团大百

科全害 · 截曲曲警》的解释只是锐“打野呵”随地搬演不著虚所的情形典“打野胡”或“打野

    〔1〕 《捂海》，上海文葵出版社，2000 年版，第 677 真。

    〔2〕蔡敦勇《路歧新考及其它》，《誉衍百家》1998年第 3期，第 48一54百。“有人”，撩注文指的是《中团大百科全
害 · 裁曲曲慈》。下筒稻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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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相同。“打野呵”典“打野胡”雌然有相似之虚，但又存在蔡文所述的褚多差别，而雨者最

根本的差别在於各自的捂源不同，本文凝就此略作探封以就教於方家。

一、“野胡”、“野狐”的韶源

    古峙民简有逐除邪魔的驱像打鬼活勤。如清富察敦崇《燕京崴峙纪 · 打鬼》载：“每至打

鬼，各喇嘛僧等拾演褚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颧者甚案，有莴家空巷之夙。”宋代俗呼“打夜

胡”。如孟元老《束京萝苹缘》卷十《十二月》：“自人此月，即有黄者三数人焉一火，装埽人神

鬼，敲攘擎鼓，巡阴乞践，俗呼焉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又如吴自牧《萝粱绿》卷六《十二

月》：“自此人月，街市有黄丐者三五人焉一隧，装神鬼判官踵馗小妹等形，敲耀擎鼓，巡阴乞
线，俗呼焉打夜胡，亦驱像之意也。”又作“打野狐”。如宋趟彦衡《霎麓漫钞》卷九：“世俗，崴

将除，螂人相率局像。俚韶谓之打野狐。按《渝藉》：‘绑人像，朝服立於昨陪。’注：‘大像，驱

逐疫鬼也。’亦呼焉野霎敲〔“〕。今人又就耳。”

    “打夜胡”、“打野狐”的“夜胡”、“野狐”又作“野虐”，如唐姚思廉《梁害》卷九《曹景宗傅》：

,’（景宗）焉人嗜酒好梁。腮月於宅中使作野虐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焉裁，而部下多

剽轻，因弄人埽女，尊人财货，高祖颇知之，景宗乃止。”〔4〕《南史》亦载有此文，文中“野虐”具刂

作“邪呼”〔5〕。考“邪呼”焉驱像打鬼峙的叫喊聱，“邪呼”在表示叫喊造一意羲上又典人俩劳

勤峙一起用力所喊的虢子聱相似，很可能其最初也只是用以纪富人俩兑到不可名状的怪物

峙臀出的簧叫聱，或者是纪人们驱除怪物峙癸出的恐嗬怪物之聱。捺《淮南子 · 道鹰钏》载：

“今夫皋大木者，前呼邪静，後亦磨之，此皋重勤力之歌也。”又作“邪轩”、“舆樗”、“邪樗”等。

《文子 · 微明》：“今夫挽卓者，前呼邪轷，後亦患之，此挽卓勤力之歌也。’，《吕氏春秋 ·淫醉》：

“今皋大木者，前呼舆樗，後亦鹰之。”高锈注：“舆樗，或作邪樗，或作邪樗。前人倡，後人和，

皋重勤力之歌聱也。”〔6〕又捺《後漠害 · 橙傣志》载：“先腻一日大像，谓之逐疫。其傣：避中

黄阴子弟年十成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焉振子。”宋吴仁僳《雨漠刊误捕遣》卷九《像呼》

云：“大像，避百二十人局振子灌呼。仁僳按：《淮南害》翠大木者前呼邪静，後者鹰之，盖案聱

和呼之羲，故漠制大像灌呼而後世谓之邪呼。《南史》曹景宗腻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

往人家是也。近峙小锐乃作打夜狐，不知邪呼自有本字。薛嵩谓俗呼野零及野胡，亦娱也。”

“邪”本焉以母麻韵的癸聱洞，其邪母麻韵则可表“不正”和“邪恶”羲，而“物”又有“鬼魅”羲。

如《史能》卷十二《孝武本纪》：“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人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畏，常自

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褚侯，燕妻子。人简其能使物及不死，更峭遣之。”裴胭

集解引如淳曰：“物，鬼物也。”“邪呼”一洞由纪人佣驱除怪物峙登出的恐喻怪物之聱而用来

    〔3〕霎，似焉“雩”之能。《漠韶大洞典》掇此而立有“野霎裁”一祠，释局“大像的别撰”。
    〔4〕《梁香》镖黯本校勘能："‘野虐’，《南史》作‘邪呼’。按‘野虚’、‘邪呼’业状案歃叫聱，祠具而羲同。”中革香局，

1973 年版，第 185页。

    〔5〕唐李延妻《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傅》：“股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偏往人家乞酒食。本以局裁，而部下多

剽靶，因弄人埽女，意人财货，帝颇知之，景宗催乃止。”中革香局，1975年版，第 1357页。
    〔6〕 静雄通《吕氏春秋集释》卷十八按：“《文子 ·微明篇》舆搏作邪静，《淮南》同，他籍或作邪所，聱近而羲同。今北

方共著力於一事者，猫有勘力之歌。”中团睿店，1 985年版，第19页。晏鸿呜《“歇和”探源》指出：“挑踵典籍峙代接近，能
载相似，是追侗洞在此期公韶的捂羲。”捂言研究》200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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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邪戾怪物”羲，又可用典其意相阴的“邪忤”、“邪物”来表示。

    “邪J件”一祠唐以前已出现，如束晋帛尸梨蜜多耀挥《大灌顶经》第十二卷载：“若夜萝恶

息隐、百怪、蜚尸、邪忤、魍魉、鬼神之所境者，亦富橙敬琉璃光佛。”(21/534a）〔’〕经中“邪忤”
一洞指胭逆人的邪戾怪物。考玄鹰《案经音羲》卷四释此趣中“邪忤”之“忤”云：“吾故反。

J件，逆也。《通俗文》：得J件曰病。”〔“〕，件，有“镯犯”羲，即玄鹰所释“逆”羲。邪，有“不正”和

“邪恶”羲，又指“妖具怪戾之事”。《庸韵 · 麻韵》：“邪，鬼病。”玄磨引《通俗文》所云“得忤曰

疴”中“得忤”即遇到邪逆怪物，“疴”指中了邪逆的病。“疴”是束漠出现的俗捂祠，《锐文》未

收，考《康雅》卷一《释钻》载：“病，病也。”如《漠香》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载：

“傅曰：‘貌之不恭，是谓不雳，厥咎狂，厥蜀恒雨，厥拯恶。峙则有服妖，峙则有巍孽，峙则有

黯褐，峙则有下骼生上之疴，峙则有青眚青祥，唯金诊木。’锐曰：‘凡草木之颧谓之妖。妖猫

夭胎，言尚微。矗豸之频谓之孽。孽则牙孽矣。及六畜，言胃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疴。

痫，病貌，言渲深也。”，又“祸典妖疴祥眚同频，不得镯具”。又如《後漠害 ·律唇中》：“哀平之

隙，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疴褐非一。”捺《漠害》和《後漠害》所载，疴焉妖孽所致褐病，亦即

佛想中锐到的因邪忤鬼怪境悯而致病，故《通俗文》云“得忤曰疴”。

    中髻文献载有瘵治邪忤鬼怪所致祸病的方桑。如唐王煮《外夏秘要方》卷十三《鬼疰

方》：“古今缘输神秘丸，瘵鬼疰邪忤舱尸疰擎犬焉啮蜂蛇毒螫蛊皆消除方。”又如明朱楠《普

酒方》卷二百三十八：“神秘丸，治鬼疰邪忤及尸疰擎犬焉啮蜂蛇毒鳌蛊皆消除。”

    “邪物”一洞在唐以前也已出现，如晋葛洪《肘後佾急方》卷三：“治女人典邪物交通镯言

镯笑悲思恍惚者：末雄黄一雨，以松脂二雨溶和虎爪，境令如弹丸。夜内火能中，烧之。令女

人寝坐其上，被急自蒙，唯出颐耳。一次未差，不遇三割，遇自断也。”隋巢元方《巢氏锗病源

候媳输》卷四十《典鬼交通候》：“然埽人典鬼交通者，脯腑虚，神守弱，故鬼氧得病之也。其状

不欲晃人，如有封忤，镯言笑，或峙悲泣。是脉来迥伏，或如身啄，皆邪物病也。”宋唐慎微《橙

颊本草》卷十五《巴豆》：“去恶肉，除鬼毒、盘疰、邪物，毅螽焦。”宋张呆《酱锐》卷八《服黄速》：

“割奉林，周峙人，李道嵩山。四百年三合神丹，局邪物所敢。”又如《西游能》第六十二回：“行

者道：‘怪哉！怪哉！追早晚有三更峙分，怎磨得有人在追顶上言捂？断乎是邪物也！"，《兄

女英雄傅》第三十一回：“大凡是侗虎，胸前便有一瑰骨颐，形如‘乙’字，叫作‘虎威’，佩在身

上，寡能避一切邪物。”

    由此可知，“邪忤”一祠有指“鞋以名状的邪戾怪物”羲，弓！申则可泛指造成炎祸的妖邪之

物〔”〕。因其本然一定的具艘形状可言，故有指人、默、鬼的不同锐法，由音近而有“野狐”、

“野雩”、“野胡”、“夜狐”、“夜胡”等窝法，藉羲上则皆有相似之虎〔’o〕。

    〔7〕本文引用佛握掇日本大正一切艇刊行曹编《大正新修大藏越》（1924年刊行，新文登出版公司 1996年重印）,

括绒内斜线前、後的数字分别篇所引佛趣在《大正藏》中的册数和真砺，a、b、。分别表示上、中、下栩。

    〔8〕玄磨《案经音羲》又名《一切趣音羲》，今傅本主要局硝砂藏、趟城藏、麓藏本等释藏本和驻忻、线坫等校刻本，各

本及慧琳《一切趣音羲》中所祷缘部分皆略有不同，此攘麓藏本，碴砂藏本和芬忻、践站等校刻本燕此修。

    〔9〕“邪忤”有令人害怕羲，有的方言又有“属害”羲，能其音窝作“邪虎”。如攀方、踵潦《千重浪》第八章：“他俩吵得

再邪虎，也揖侮不著咱俩一根毫毛。”又引申有“怪具；玄乎”羲。如康濯《束方红》第六章：“追村子裹怎磨想不到的邪虎事

兄那末多啊！"
    〔10〕 参拙文《“属虎”探源》，《捂文研究》2005年第 3期，第 35一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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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夜胡”、“打夜狐”的娱架性

    驱像打鬼的 “打夜狐”原本就兼有驱疫鬼和案舞的成分，捺明朱獾 《太和正音错》卷

上 《洞林须知》输述摊割角色渊源锐：“付末，古谓营骼，故可以撰靓者。靓谓狐也，如

骼之可以擎狐，故付末轨磕瓜以镤靓是也。”“付粉墨者婿之靓，献笑供掐者也。古谓参

军，鲁捂撰狐焉田参军，故付末稍营骼者以能擎狐也。”割宗迪 《狐魅渊源考》一文韶焉

打夜狐是参军截。“野呼”或 “邪呼”典 “夜狐”乃一聱之褥，以 “夜狐”焉 “邪呼”等，

富是史家不措 “打夜狐”之本事，而谨取其聱雨〔’1〕。隙多 《新世纪像截罩登展舞裁》一

文锐 “屡晃於唐、宋人肇下的 ‘打夜胡’‘打野泊’、‘打野呵’、‘打野胡’‘野霎裁’等中

的 ‘夜胡’、‘野泊’等等，媳不外是 ‘胡颐’( ‘狐颐’、‘野狐腧’― 吴捂封面具的俗

稍）等的揩音；所以它俩只是源自南北朝、隋、唐峙民简封以 ‘胡颐’等登富了的 ‘像

威’、‘面具截’、带面具拾演的威的别稍、俚藉而已。”F12〕“打夜狐”後又演燮焉一幢娱梁

游哉。如符曾 《南宋摊事持》卷四：“腹见黄兄打夜狐，禁圃鼓吹又喧呼。束苹阴外能池

上，埋祟年年果有熬。”又如元张兹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四 《摭遣》：“京师每成除日行

像，今所谓逐除也。结黛速群，通夜连境，家至阴到，青其送迎。拣具公誉著威焉像，至

桓宣武家。宣武竟其膺封不凡，推尚之，乃具公。案 《橙》： ‘像，逐痛鬼也。’《渝捂》

云：‘螂人像，朝服立於昨陪。’注云：‘像，驱逐疫鬼也。’亦呼局野雩截，今俗渭徽焉野

胡，讲就言耳。”捺宋裼彦龄 《裼公肇缘》云：“唐敬宗善擎球，夜艾自捕狐狸焉案，谓之

打夜狐。故俗因谓成暮驱像焉打夜狐。”又捺宋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卷四十 《土俗频

二 · 成除》载：“驱像，绑人像，古有之。今州人以焉打夜狐。曾师建云：《南史》载曹景

宗焉人好巢，在揭州日，至服月则使人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以焉截。迄今简俗乃日

打夜狐。盖唐敬宗夜捕狐狸局梁，言胃之打夜狐。简俗壹以作邪呼逐除之威典夜捕狐之裁

同，故云。抑亦作邪呼之韶就而焉打夜狐欺？”明方以智 《通雅》卷四十九 “打夜狐跳鬼”

亦云：“唐敬宗自捕狐狸，谓之打夜狐。今民稍跳鬼局打夜狐，能篇野胡。”考割峋 《蓄唐

害》卷十七上 《敬宗纪》载：“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又宋祁 《新唐害》

卷二百八 《敬宗纪》载：“帝夜艾自捕狐狸焉梁，谓之打夜狐。”《蓄唐害》和 《新唐害》

所载敬宗打夜狐的自捕狐狸篇梁亦富是颠似驱像打鬼的娱案游威，追幢娱案游威典百威伎

警有相似之虚，可以锐是百威伎葵的渊源。

三、“打野火”、“打野呵”的伎套性

    “打野火”一祠谓葵人露天献技育誉，如《平妖傅》第三十一回：“那人典他趋起了案人，吹

的镤的道：‘追裹好，也曾有人在追裹打野火兄遇。在造裹做好。’那埽人篮膝在地上坐了。

看的人一来看晃追埽人生得生，二来兑埽人打野火兄，便有二三十人圃住著。”〔’“〕例中锐那

    〔n 〕割宗迪 《狐魅渊源考》，《攀枝花大擎擎报》1 998年第 1期，第 37一41页。

    〔12〕 陈多 《新世纪像就季登展努裁》，《截割誉衍》2003年第 1期，第 105一108页。

    〔13〕 耀贯中、孺要能《平妖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 197页。《捂海》引此例焉“案人道：‘追裹好，也曾有
人在追裹打野火兄通，在追裹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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埽人有捏泥作嗽镯的本事，做成的泥嵘镯默燃後可一夜照到天亮，那埽人打野火兄是献技育

警。又作“打野呵”，如宋周密《武林蓄事》卷六《褚市》：“或有路歧不人勾栩，只在耍阁竟阔之

虚做埸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警之次者。”又如宋章渊《稿筒警肇 · 河市集》：“如今之警人，於

市肆作埸谓之打野，皆谓不著所。今人婿之打野呵。”〔’4〕捺《武林蓄事》所锐，打野呵的路歧

是警之次者，可橙“打野火”、“打野呵”指警人在露天背埸献技育誉，具有伎誉性〔’5〕。

四、“路歧”、“路歧人”的韶源

    《武林首事》所锐“路歧”一洞指誉人，也稍作“路歧人”，如宋耐得翁《都城纪腾 · 市井》：

“此外如轨政府墙下空地，褚色路歧人在此作埸。”康保成《梵曲“嘿哩哒”典中圃裁曲的傅播》

一文韶焉“北宋，‘路歧人’活耀在首都汴梁，提庸埸表演‘打野狐’到挨阴育警。他俩在育警

媒生、走街串巷峙，不自竟地遭行著誓衍的傅播活勤。”然慷《武林蓄事》所载，路歧人表演的

是“打野呵”，不是“打野狐”,“打野呵”和“打野狐”雨者雌皆具有娱梁性，但渊源不同，“打野

呵”更著重於献技育警的伎誉性。提“路歧”一洞的藉源或静可略窥其典“打野胡”的不同。

    阴於“路歧”的锐法，季界锐法不一，蔡敦勇《路歧新考及其它》一文已有输述，业捺唐段

安茚《案府摊缘》所载“大唇中，有才人张红红者，本典其父歌於衢路”，忽焉“衢路”亦即“歧

路”,“唐朝峙候的‘路歧人’是靠育唱乞食来度日的”。指出“提唐代到宋金，到元明，雌然屋

代都有‘路歧’或‘路歧人’追踵稍谓，但各朝各代之所指却业不完全相同，有登展，有燮化，倘

若以一幢拴释以代其除，恐摊免有失富之虚。”〔’6〕蔡文所箫亦可焉一锐，然“路歧”指警人，

“路歧人”也指警人，提中透露出“路歧”富是外来纪音洞，“路歧人”RlJ是音羲兼挥〔’7〕。考元

摊副《镯角牛》第一折拆壤白：“路歧歧路雨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有人季得轻巧誉，敢走南

州共北州。”〔’8〕副中“路歧歧路”的捂源很可能典梵藉四流音 r一、r ＃一、1一、1＃一的音择纪音祠

    〔14〕此掇元陶宗倦《锐郛》商移印香馆版卷四十四，宛委山堂本《锐郛》卷二十四篇：“如今之琴人，於市肆作埸谓之

打野泊，皆渭不著所。今渭之打野呵。”蔡敦勇《路歧新考及其它》一文韶焉“‘打野呵’可拆篇‘打野’和‘呵’。‘打野’乃宋

代俚藉，是渭流勤不著所之意。”“呵”是“阴呵”之“呵”。“所谓‘朋呵’，即指藏曲演出朋埸之意。”攘《魔韵》，火局境母果

韵，呵局晚母歌韵，火、呵聱母相同，韵母相近，只是朋合不同。因此“火”可能是“呵”的音近借字，也可能“野火”典“野呵”

皆是能音祠，“打野呵”不能拆焉“打野”和“呵”。“打野火”又作“打野呼”。如元王恽《秋淌集》卷四十四《纪萝》：“二十四

年八月己丑，夜萝予速行通一城市。富芬岳简，一连官解鞍作歇，通焉呼予，回视之，盖参政液卿也。寒暄外，高曰：别雎

久，食顷不忘也。予曰：彼此彼此。握手简予乃曰：背吾友参政以来多有施局。高曰：傅者妄矣。参政者，参知摊蒯，觅做
不行，何施篇之有？予答曰：渠於此晃打野呼兄，胡焉做不行也？遂寤。”

    〔15〕清沈嘉辙《南宋摊事爵》卷一：“南瓦邀棚北瓦通，摘巾小妓舞婆娑。游人不盎香麈摊，墉鼓朋埸打野呵。”持中

“打野呵”即指琴人在露天背埸献技育落。

    〔16〕蔡敦勇《路歧新考及其它》，《琴衍百家》1998年第 3期，第 48一54真。
    〔17〕“路歧人”是音、羲兼泽，“路歧”是音泽，“人”是意择。追植音意兼锋祠中的音择部分表示具髓的洞羲，意择部

分在某桓程度上则是叠床架屋的羡除部分，只是篇了增加表意的明榷性，表示祠羲的大颧，也可以省略。如“白菌地”是

用葡萄或菠果、桃等水果汁登酵蒸馏亚加桑配裂成的酒，又作“菩蔺提酒”，源於英捂的brandy（割正淡等编《漠捂外来祠

洞典》，上海醉睿出版社 1 984年版第 33页）。“白菌地”、“菩蔺提”是 brandy 的音泽，“酒”是意锋。又如“吉普卓”、“高雨
夫球”、“燕隆香”、“威化姘”、“考拉树熊”、“威士忌酒”、“卡其布”、“唾哦布”、“哈巴狗”、“芭蕾舞”、“偷巴舞”、“探戈舞”可

脱成“吉普”、“高雨夫”、“薰睦，，、“威化”、“考拉”、“威士忌”、“卡其”、“曝咙”、“哈巴”、“芭蕾”、“偷巴”、“探戈”，省略T

“卓”、“球”、“香”、“饼”、“树熊”、“布”、“酒”、“狗”和“舞”。其中“卡其”、“曝嗯”表示不同的布，“芭蕾”、“偷巴”、“探戈”表
示不同的舞，加上“布”和“舞”只是焉了增加音锋外来祠表意的明榷性。

    〔18〕南戡《错立身》第十三出【菊花新】：“路歧歧路雨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追的是子弟下埸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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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野火”典“打野胡”考

“嘿嘿哩哩”有阴。檬裼志玖《元代的吉普赛人― 嘿哩回回》一文考橙，元代有一桓提波斯

移居我团的“嘿哩人”，波斯文擅局 Luri 或 Lori ，其意局燕耻、放蔼、可爱的、音集家、轻浮的

埽女、街颐乞丐、吉普赛人等，而其原始意羲是吉普赛。“嘿哩人原居印度，五世纪有莴名歌

手到连波斯（伊朗），十世纪被迫全部流人波斯，以後向西向北遣徙，遍怖欧洲各地。元大德

年简到中团，主要居住於甘熏、陕西一带。因他佣信仰穆斯林，故被稍焉‘嘿哩回回’。”[19〕康

保成《梵曲“嘿哩随”典中团截曲的傅播》一文推断，"‘嘿哩人’― 吉普赛人，其宵就是‘路歧

人”,，韶焉“‘路歧’典‘嘿哩’臀音相近，既然‘嘿哩’是梵藉的音择，可有多踵窟法，那也不妨

窟作‘路歧”，〔“o〕。

    “嘿嘿哩哩”又纪音作“鲁流虔樱”。捺《涅桨经》锐：“鲁流虔樱，如是四字，锐有四羲，谓

佛、法、僧以及封法。”( 12/ 414a）眺宗颐《梵文四流母音 R-－、R＃一、L-－、L ＃一典其封中团文季之

影譬》一文韶焉，“或静就追缘故，唐人作佛教赞歌峙，便用遣四侗字母以焉和聱。”〔”’〕如：

        现辣现，现辣现 ，第一俗流燕利兑，钦酒食 肉相呼唤，魂言韬焉相 酬乱，镶挟燕 明不

    肯断，鲁流虞楼现辣现。向浪晃，向浪晃，第二俗流熟意况，心中邪佞起欺旅，三毒四倒

    争势旺，鲁流虞樱向浪晃。（定惠《悉鼻章》）

    眺先生所锐值得我佣重视，《悉暑章》是梵文字母、佛教羲理典中团文季中聊章艘歌

醉形式相结合的崖物［22〕，佛教赞歌以追四侗字母局和聱，猫如擅捅经文，在某幢程度上

锐蕴含有祈福攘炎的特殊意羲。捺慧琳辩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峙稍梵文焉 “世简一切聱

韵，桓踵差别名言，依字辩聱，依聱立羲，字即回互相加，聱羲莴差，修然有序，繁而不

摊，癀而易解，此乃梵天王璧智所傅，五通神仙，高才衍士，癀解略解，凡数百家，各聘

智力，魔造聱流名输数渝等，终不能锐蛊其妙，是故前劫後劫，褚佛出现世简，褥妙法

翰，皆依此梵文演锐，方蛊其美也，是故 《大毗虔遮那经》中有字翰曼茶耀品，持捅此五

十除字，功德熬量熬遏，能令案生三巢清浮，决定富成熬上菩提”。慧琳属於佛教中密宗

一派，密宗特别强绸 “燕雕文字解脱”[23〕，韶焉 “文字之有音羲，猫迷方而得路”, “得其

音则羲通，羲通则理圆，理圆HlJ文熬滞，文熬滞则千经莴输如指绪掌而已矣。朝凡暮璧，

壹假终日，所以不靡文字而得解脱。”[24〕因而封佛教信徒而言，文字之音羲具有著人道成

佛朝凡暮塑的重大作用，而梵文中 r-－、r＃一、l一、1＃一追四侗字又如慧琳辩文字功德及出生

次第峙所指出，此四字 “未曾常用，峙往一度用捕聱引聱之不足。高才博肇晓解聱明能用

此四字，初季童蒙及人案凡庶育不曾用也”。捺慧琳所锐，可知此焉李梵文峙不易掌握的

    〔19〕 褐志玖《元代的吉普赛人― 嘿哩回回》，《屋史研究）)1 991 年第 3期，第 40一47 页。

    〔20〕 康保成《梵曲“嘿哩哒”典中团裁曲的傅播》，《中山大祭擎报》2000 年第 2 期，第 60一67 页。

    〔21〕眺宗颐《梵文四流母音 R-－、R＃一、L 、L ＃一典其封中团文季之影譬》，《梵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3年版，第

191真。又《澄心输萃 ·“嘿哩键”小能》云：“在唐代敦煌窟本的《悉晏章》聪章曲裹面，晋惯用‘鲁流虎樱’四字母，插人每

章上片的末句作篇和聱。像《俗流悉晏章》和《佛锐楞伽经禅阴悉暑章》等等，都有同檬的情形。”“用它作舜和聱有某幢作

用，特别是密宗，很容易把它看成咒捂。”“清初吴裔《圃墉持括》卷一：‘唐梨囿歌有哩嘿健，以五七言整句，须有截字乃可

歌也。’HlJ唐峙梨圃裁已有此和聱矣。”上海文葵出版社，1996年版，第 237一238页。
    〔22〕参周庸柴 《敦煌 ＜悉虽章＞歌辞源流考略》，《敦煌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141一15。页。

    〔23〕见景謇 《一切经音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狮谷白蓬社藏版 《正殖一切怨音羲》本。

    〔24〕兑颇杳之 《一切经音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狮谷白蓬社藏版 《正镇一切经音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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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侗音，唯高才博季晓解聱明者腹能用此四字〔25j。或静正因“初罩童蒙及人案凡庶育不曾

用”此四字，提而使其含蕴了令人敬畏的神力〔26j。

    哉曲中也常用“嘿嘿哩哩”、“嘿哩”等作和聱〔“7〕。如：

        休将阴事苦萦镶，哩哩曝，哩哩曝，哩哩来也。（(（古本董解元西厢纪》卷五《香合笙》）

        我通来檐至廓前，兑一侗苦胎舆它厮缠。口裹唱侗璃健嗓嗓健，把小二便来薄

    晓〔28〕。（《张协肤元截文》第十二出《朱奴兄》）

檬渴颖祖《宜黄蒜截神清源师廓纪》载：“予固清源，西川灌口神也。焉人美好，以游截而得

道，流此教於人简。能熬祠者。子弟阴呵峙一醒之，唱‘嘿哩健’而已。”[29〕文中锐宜黄蒜演

敲在阴始峙唱“嘿哩哒”祭祀敲神清源〔30J。民简截曲中又以之焉超吉避凶的咒文，如明成化

( 1456一1487）刊南截副本《新编割知速遣绑白兔妃》阴埸峙由末角唱“嘿哩速”来“浮毫”〔“’〕。

捺《莆截淡屑》载：“莆＄lJ在未演出峙，後毫先打三攘鼓，遇後有彩棚，念四句大白。念完，唱下

祠尾。下祠尾只用‘嘿哩随’三字，颠倒唱出。追三字是咒文，焉得怕舞毫上稼演了神明。唱

完造咒文，便可保毫上大家平安。”〔““〕

    由此可推知，《武林蓄事》所载路歧人打野呵峙也可能以蕴含有祈福攘炎的“嘿嘿哩哩”

唱洞来阴埸。

五、结韶

    综上所述，“打野胡”、“打野狐”原焉朦月皋行的一踵驱鬼逐疫的橇式，後渐搏向娱梁方

面，“打野火”、“打野呵”具刂是流浪警人在露天献技育警，其源可溯自原居印度的嘿哩人和梵

文四流母音 R 、R＃一、D 、L＃一。由於追四侗梵文字母在某幢程度上锐蕴含有祈福攘炎的特

殊意羲，且“打野胡”、“打野狐”又由驱鬼逐疫的傣式渐蟀向娱集，故“打野火”、“打野呵”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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