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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傩文化作为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形式,蕴含了驱邪纳吉的民俗文化内涵。傩文化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悠久代代相

传的民族文化,是古代驱鬼逐疫的祈福活动。仫佬族傩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

化,形成以“依饭节”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形式。当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仫佬族傩文化资源在传承与保护方面出现了新的机遇,本文就如何加强

传承与保护仫佬族傩文化作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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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是字库中最古老的文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傩文化

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意境,脱胎于中国古时期全体成员参加的驱魔逐邪

的巫术祭祀活动。仫佬族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

先进文化,形成以“依饭节”祈福纳吉为目的、兼有巫教祭祀仪式、戏剧

表演等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仫佬族文化中独具特色。当前随着广西旅游业

的发展,仫佬族傩文化资源在传承与保护方面出现了可喜的一面,民族文

化资源得到较好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申报的“仫佬族依饭节”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1 仫佬族傩文化的内涵 

在祖国的南疆九万大山南沿地带,有一条山清水秀、风光绮丽的“百

里画廊”,这里是仫佬人民的聚居地,历来有“仫佬山乡”的美称。仫佬

族是广西土著民族,很早就活动在岭南一带。仫佬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

本民族的文字。仫佬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仫佬族在长期的

生存发展中,不但为人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

文化,依饭节就是这一独特文化的典型代表。仫佬族属南方稻耕文化,崇

拜诸神,由于对大自然不可抗拒力的恐惧,仫佬族先民想通过祭祀、祈求

诸神灵的帮助达到消灾除难的目的,做依饭由此而来。仫佬语(依凡)[I 

fa:n]在汉语“土拐话”中即“正在还愿”的意思,译成汉语即“还愿”,

或者称为“祖先愿”,汉语通称为“依饭”。做依饭是仫佬族举行集体祭

祀、酬谢先祖及神灵的“还愿”活动,是庆贺当年好收成,预祝来年人丁

安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祈求消灾除难、保寿积福的祭祀活动。仫

佬族依饭节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主要体现师公所做的祭祀活动。依饭祭祀

仪式要由两至三位师公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做依饭的师公属梅山教弟子,

这些弟子都是本姓祖传,一代一代地往下相传。仫佬族在长期的历史发

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依饭节”傩文化,作为多项文化体系相结合的

产物,它涉及的特征是三十六具傩面神仙,歌舞成分比重大,仪式大都较

复杂,不仅有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学、戏剧学等诸多学科古代

巫舞的痕迹。依饭活动开始前,在祠堂门前村屯大门楼前扎彩门一个,设

立祭祀堂和祭坛,墙壁正面和两侧张挂各个神灵的画像。在祭坛前的桌

子上,摆放三十六个傩面,即神灵木面具。依饭活动一般经过七道程序,

依次为安坛、启坛、请圣、点牲、唱神、合兵、送圣。师公焚香化纸、

穿法衣,戴着象征各神的面具,唱请三十六位神灵,手拿刀枪做挥舞动作,

以示驱除凶鬼恶煞,帮人们除灾祛难。 

2 仫佬族傩文化概况 

特定的文化、地域和民俗活动,催生了广西仫佬族聚居地区独特的

傩文化体系,并与仫佬族民俗活动巧妙融合,形成了傩文化的载体。“依

饭节”傩戏是仡佬族傩文化的主要载体,下列程序中专门准备了三十六

个傩面。 

安坛。又称“安坛起首”,是整个依饭法事的第一个程序。首事率领

族内长老们在宗祠堂祖先火台前摆上猪头、鸡、鸭三牲,烧香敬酒,邀请众

神。法师身穿有鱼、龙、麒麟等动物图案的服装,在祭台前依次挥动两支

色彩斑斓的三角指挥旗,并把旗插在有八卦图案的台桌上,村民依次献上

供品,36位神王面具置放案台前端,村民们安坐在祠堂两边,礼仪井然有序,

安坛程序结束。 

请圣。又称“请宴”、“请公曹”,即点名拜请参加依饭“宴会”的各

路神灵。师公在入坛前,先跳一段化仙舞,表示自己离凡体,进入了神的境

界。做这个仪式时,先摆三蔸青菜在台上,并用红纸写三十六路神灵名,由

师公逐一念唱。设十二样素食供品,称为“清筵”。接着,师公身着法衣,

把面具戴在头上,一个师公用汉语“土拐话”唱请三十六路神,另有两位师

公在旁分别敲锣打鼓。先后反复请三次,然后跪着请三十六位神灵进家就

座后,行礼三拜,拜后上香献十供,接着斟酒分别向三十六位神灵敬酒,宣

读疏文,开坛到此结束。 

3 仫佬族傩文化在传承和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的提高,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一

些民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自行消亡。傩文化的雏形就是由巫术演变起

来的,本身就充溢着浓厚的原始宗教和魔幻色彩,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相适应的一面,甚至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产物,

仫佬族傩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存在着专业人才缺乏、没有稳定的生存土壤

等问题。 

4 仫佬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对策 

在众多文化艺术形式当中,仫佬族傩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

加强傩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才能把独具魅力的“依饭节”傩文化资源更好

的保护与传承。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003年成为广西首批中等职业学

校民族文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重点培养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技能

性人才。经过多年努力,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白玛赤

林、教育部长陈宝生的高度评价。学校还通过开展《创客教育促进中职学

校学生社团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课题,充分发挥双创社团的作用,多方面传

承创新仫佬族文化。 

4.1在校园民族馆中构建傩文化展示区 

为了方便师生对傩文化的直观认识,学校民族馆里开设有“依饭节”

展示区,把仫佬族过传统依饭节的傩面用具还原展示,并用图片、文字、音

乐等形式向参观者讲述仫佬族傩文化的发展历程。这种直观展对傩文化既

能有效保护,又能使古老的面具、服饰长时间流传在民间,最为重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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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正确认识傩文化的发展历程。 

4.2以剪纸、文创产品来推动傩文化科学的传承保护体系 

仫佬族“依饭节”傩文化是民间口头方式传播,传播载体往往是父

子传承的民间艺人形式,没有稳定的生存土壤,除了三年一次的“依饭

节”,平常时间传承人也没有依靠傩文化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河池市

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在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对仫佬族文化的宜传力度,

尽力在这种不稳定的流传中创新开发力度,突出仫佬族文化的地域特色

与个性风格。笔者在罗城拍摄的《寻梦山水间》MV,就邀请了傩文化传

播艺人进行摄制,傩文化传承人需要生存,他们热爱的表演、面具的展出

被MV作品进行大力宣传,这些傩文化传播得到大力发扬,加强了仫佬族

文化的影响力。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聘请仫佬族剪纸传承人罗华清到校园开设

“技能大师工作室”,罗华清近年来勇于担当仫佬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工

作,很好地运用现代科技技术把“依饭节”的三十六具傩面神像用剪纸的

形式展现,并把剪纸作品用瓷器等文创产品进行外包装,既能使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得到传承,又能开展校企合作,在学术层面上,使仫佬族文化在

各方的联合认定下发挥最大的影响。罗华清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加强与学校

合作,以剪纸的形式得到整个仫佬族民众乃至整个社会的认可,作品多次

获得“八桂天工奖”并被新华社深度报道。 

4.3仫佬族民众参与傩文化传承与创新 

让当地居民自主地参与旅游开发决策,充分利用仫佬族地区的文化资

源做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主人,这样开发才能走进良性循环之路。

仫佬族长期以来一直居住在罗城的东门与四把两个乡镇,衣食住行与建筑

风格都很有特点,在旅游业的推动下,东门镇的“石围古屯”与四把镇的“棉

花天坑”都抓住了仫佬族文化传承的发展空间。“依饭节”与“三月三”

等文艺表演,分会场均设在这两个旅游景区。景区表演队中演员平均年龄

达到四五十岁,都是本地村民为主。景区提供良好从艺环境,只有让仫佬族

文化的传承人在“依饭节”以外的日常生活中,还有机会从事有报酬的傩

文化表演,文化传统传承之河才不会失去流淌的动力,只有这样,仫佬族丰

富多彩的文化才能很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多次组织师生到罗城采风,合理开设民族文

化传承与保护的校本课程《寻梦山水间》,利用聘请传承人的形式使活态

的“依饭节”走进课堂,组织教师创作《小傩面》歌曲并收录入《歌仙

故乡我的家》书籍,并派出校园社团的舞蹈队与龙狮队参加罗城“依饭

节”,激发广大学子对仫佬族文化研究的兴趣。同时加强积极挖掘文化

的特色吸引广大旅客朋友,笔者的原创音乐作品《寻梦山水间》与微电

影《寻找刘三姐》在“石围古屯”拍摄,2019年在“根亲中国微电影节”

荣获优秀MV作品奖；原创音乐作品《I want to fly》在“棉花天坑”

拍摄,作品获得“2019我和我的祖国”电视短片大赛入围奖,2019年8月

在广西电视台播出。 

在当今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傩文化的功能与作用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

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仫佬族傩文化需要更多的高层次文化保护者,

从根本上保护与创新傩文化。仫佬族文化传播活动存在空间不仅仅是在

“依饭节”,仫佬族文创产品创作的成果,既可以让传承人获得更多关注,

同时,也促进了傩文化对于人文和情感的更深层次表达,对构建和谐社会

具有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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