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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敦煌西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甘肃傩文化研究》虽然是论文集的形式，但仍具整体性、
系统性。
全书共分两大部分，上编实录篇主要收集了甘肃省部分地区的傩文化调查报告，重在客观、真实的描
摹该地区傩文化形态、特色，以期给同行、学者提供第一手资料，为今后甘肃乃至全国的该领域研究
做一些基础工作。
在地域的选择上，我们力求全面、有代表性，同时避免重复。
比如，“地蹦子”这项艺术形式在酒泉市周边的金塔等地区也有，我们仅选酒泉市为个案；一些地区
驱傩（社火）形式、内容大同小异，我们只选一个地区加以描述，比如，所选正宁社火实际上代表了
一些地区的社火规模、内容。
下编是傩文化的研究、理论文章，这些论文虽然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但都无一例外地聚焦甘肃，同
时将视野放远至全国来研究甘肃傩文化之渊源、历史、特征，既有对活态傩的探索，也有对古代傩文
献资料的分析、解读。
特别要说明的是附录部分，由于《敦煌西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甘肃傩文化研究》上编部分是
在实地考察及大量翻检各地方志、民俗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其间或由于目力所限、或由于调
查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有些资料内容短小琐碎，不能成文，但笔者以为弥足珍贵，对全面考量甘肃
傩文化的形态大有裨益，因此不忍割舍，以附录形式附于书尾，作为实录部分的补充，以供专家学者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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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七月跳会祭祀仪式过程由请神、献盘、献牲、会首舞、面具舞、赛坛、送神等几部
分组成。
下面一一分述之。
 一是请神（注：当地人称“下庙”）。
村里的人们在大总排的领导下，请来当地的法师（一般身着青色长袍，头戴帽子或盘有大辫子），在
“会场”上（空旷的打谷场）安顿好供神的毡房等所需用具，在东、南、西、北四处供上需请的神位
，点上香灯，做好迎神准备工作。
然后。
九辖会手聚集起来，前往庙里请神。
请神时，法师请卦，会手们给神上香完毕后，村上年轻人将供奉的二郎神、九天圣母娘娘、普天同庆
通聚龙王、吧咪宝山金花娘娘等抬上轿，走出庙门，在法师的带领下去各家逐疫。
法师手拿姜子牙神鞭，口里默念“上不打天，中不打神，驱打的邪鬼魍魉远离行⋯⋯”神轿行在中，
九辖引领24或12个手持迎神旗、舞着傩舞器械的会手跟在后，组成浩浩荡荡的仪仗队，敲锣打鼓，按
一定的线路，一般首先到总排头家里，走街串巷，除灾驱瘟，而村里各家均焚香点灯，摆上供品，叩
首迎送，有的人还将儿童抱在怀里从神轿下穿过，以求孩子平安成长。
最后到会场将神轿按座次安放到规定地方，称为“安神”。
接下来就是“升大幡”的仪式了。
 大幡是手工扎制的一面旗帜。
旗杆早已被人立好了。
参加活动的众位法师一边敲打着三皇神鼓，一边排成队，有条不紊地行走在场院内。
在会场另一边，会首们则在紧张地准备着升大幡的各种用品。
当会首们点燃黄表纸的时候，那面大幡也缓缓地升到了旗杆的顶上。
 安神之后，是一系列的祭祀仪式，来自各个乡村的乡亲们，按照传统的习俗进行着祭拜。
祭拜形式多样，有的“各自为政”，三三两两在不同的神像前焚香叩首，更多的村民围拢着一法师，
而法师正在给神“开光度气”：法师在鼓舞伴奏下，用毛笔为神点睛，用火种入气，用毛巾擦骨，用
木梳梳发。
用镜子照丹田，用鸡血祭奠，用五彩线钢针扎神的七窍，在乡亲们的眼中神也和人一样，需要睁开眼
睛，要洗脸，要梳头。
法师在进行这系列过程时，围观的妇女们争抢针线。
整个会场热闹非凡。
 二是献盘。
献盘是每个农户献神的大馍，每个馍用面3斤许，俗称酥盘，也叫“盘馍”。
全村人陆续拿来用刚收获的新麦面蒸好的“盘馍”，每户至少3个。
直径约尺余，其中的一个馍上写上一户人家户主的名字，叫“字盘”。
3个在会期大伙分享，剩余的“字盘”要拿回家，视为驱邪之物，家里老小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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