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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阜地区的傩文化

邓小秋
(江苏省淮剧团，江苏盐城224002)

摘要：傩文化，源于原始的宗教民俗活动——上古祭神娱神的巫觋活动的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

傩祭活动由巫师主持，内容多为迎神娱神，形式多为装扮迎神的歌舞，由此发展为盐阜地区的

“香火戏”和“僮子戏”，进而演变为遍布城乡的“做会”大型祭祀活动“念忏”。“念忏”中“祭神

诛鬼”的内容和说唱表演的形式逐步发展为具有盐阜地域特色的“香火戏”，这便是今日名闻遐

迩的盐阜地方戏剧“淮剧”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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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中国各地民间的傩文化，源于原始的

宗教民俗活动——图腾仪式，至少在商周时期已

通行全国。傩文化，是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艺术

文化与戏曲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结合体。它的社会

生活容量极大，思想内涵非常复杂，生命力也极为

顽强。几千年来，它活跃于中国各地的民间生活

之中，充满了民俗意识、巫术意识、生命意识与人

生意识。对于社会上各个阶层民众的思想意识的

影响都极为深远、广泛。对于戏剧发生学、民俗

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亦

都产生了巨大的魅力。

盐阜地区的傩文化，是上古巫觋活动在当地

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同样亦是源远流长，影

响深远。在此，对它的发展沿革、表现形态及对当

地戏剧形成的影响，试作初步探索。

一、傩·巫与香火·僮子

傩源自上古的巫觋活动，早在殷商时期，便已

盛行。殷人将它作为一种祭祀仪式，于宫室内驱

除疫气。宋《太平御览》郑玄注为：“谓时惟索室

驱疫，逐强鬼也”。

傩盛于殷，古礼一年举行三次。除了春、秋两

季以外，在十二月腊时行礼，称为“大傩”。。《礼记

外传》称：“大傩者，贵贱至于邑里皆得驱疫”，是

举国城乡百姓一起参与的盛大祭祀活动。

傩祭仪式，需要有专职人士司其事。这种专

职人士，便是巫师。最早的巫师，称为“方相氏”。

《周礼·夏官》称：“方相氏，狂夫四人”，“执戈扬

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巫师，是一种总称。男女称呼有别。《国语

·楚语》中明确指出：“在男日觋，在女日巫”。但

是在民间，一般则不分男女，皆称为巫。如男的叫

巫师，女的叫巫婆。

巫在殷商时代，代表神权，权力驾于国王之

上。至周代则逐渐分化发展．一部分在社会上具

有相当地位，一部分则逐渐瓦解而流于民间，演变

成以宣传迷信为职业的巫师。他们广泛流布，从

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傩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巫风最盛的是楚国。《汉书

·地理志》称：“楚人信鬼，重淫祠”，当时楚地敬

神的“巫舞”与驱鬼的“傩舞”，在诗人屈原的《九

歌》中，曾有着出色的描绘；人们愉快地扬槌击

鼓，“扬抱兮拊鼓”；然后竽、瑟伴奏，放声大唱，

“陈竽瑟兮浩倡”。音乐声中，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女巫登场，“灵偃褰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他们轻

歌曼舞．祭祀诸神。祭礼完成，再在激越的鼓声中

尽情舞蹈，“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位于黄海之滨的盐阜地区，自古襟淮抱海，春

秋时，属于楚国的领地。其民俗风情，自然也深受

楚人信巫的影响。盐城，从汉武帝建盐渎县起，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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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在这二千多年中，虽说盐

业大兴，日渐繁华。但毕竟偏处一隅，交通闭塞。

再加上水旱灾害频仍，战乱破坏惨重。人们对这

些天灾人祸的由来还不能理解。因此，宗教迷信

就长期占领人们的思想意识，巫觋活动也相当活

跃。尤其是在广大的乡镇地区，傩文化在人们的

意识形态、思想信仰与日常生活、文娱活动中，始

终占着主导的地位。直至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

盐阜农村的“僮子”做会与“香火戏”等活动，尚未

完全绝迹。

所谓“香火”，便是一种巫傩活动。仪征李斗

《扬州画舫录》载：“土俗极傩俗之盛，土人散发赤

足．傩在平时谓之香火”。由此可见，“香火”就是

古傩的一种，做“香火”，也就是驱疫逐鬼的傩祭

活动。后来，分化为“香火会”与“香火戏”两种形

式。其参加者，被称为“僮子”。所以，“香火会”

又叫“僮子”做会；“香火戏”，又称“僮子戏”。

所谓“僮子”，便是在傩祭活动中主持仪式，

参与其事的“巫师”。在商、周时期，称为“方相

氏”。后来，在江淮地区则称为“僮子”(或“侗

子”、“童子”)。关于其来历，各地说法不一。

刘浪、缪依杭在《侗子戏》文中载：“巫觋专事

降魔、驱鬼活动，至唐朝巫觋到宫中驱鬼有功，唐

明皇始奉巫门为正道，‘侗子’乃盛行一时。‘侗

子’系巫觋之子，因在宫驱鬼，唐明皇加封而得

名，此后巫觋专称‘侗子’。”⋯

而据陆行奕《江淮‘童子’与‘童子戏’初探》

一文，盐阜地区的“僮子”则另有一说：“传说东周

列国时，有个叫阳虎的，企图侮辱寡妇方氏秀堇，

方为自卫，脱去上衣装疯，这样吓退了阳虎。事后

方氏感到守寡多年，如今受到这般凌辱而自缢身

死。过后楚襄王宫中闹鬼，某臣误闻方氏善操巫

术，即欲将方氏邀进宫中打扫，以逐厉鬼。然方氏

已不在人间，后即由其侄方元延乔装改扮其婶母

模样进宫代之，元埏年幼，故称‘童子’。这就是

‘童子’称渭及‘童子’在做会时赤膊着裙的由

来’’[2l。

关于“僮子”的来历，还有其它的说法。如有

说是李靖的后代，有说是唐朝名臣魏征之子魏九

郎是他们的祖师爷，等等。但是，看来还是盐阜地

区“僮子”的传说．最接近原始真实，传说中的寡

妇“方氏”，与殷周时期的巫师之称“方相氏”。仅

为一字之差，其传说很可能是据“方相氏”之名附

会而成。可见，“僮子”一直承认自己是巫觋的后

代，自然，其历史应该上溯至殷、周时代。

至于，后来“童子”为什么称为“僮子”?恐怕

因为一是“僮”为僮仆之通称，含有为他人服务的

意思；二是参与傩祭活动的巫觋，从小到老，代代

相传，老巫们称为“童子”，似乎不甚相宜，因而改

称为“僮子”吧?

盐阜地区冈为受楚地信巫的影响，“僮子”活

动一直非常盛行，据说在隋唐时便形成气候。其

文字记载始见于史志的，是建湖县的《恒济社

志》。据载，明代名臣海瑞，生前办过许多河务，

治水业绩，传诵民问，死后被玉皇封为东海的神

灵，谧号“海刚峰”。过去，每年夏秋之交的雨水

季节，海船主都要请“僮子”到船上做会，以保证

安全航行。而海匪的船只每年也做会，但会后便

将“僮子”杀死，取下头颅祭神，这叫“还人头愿”。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恒济地区小袁庄的“僮

子”胡仁，被海匪请去做会。会后，胡仁背起“海

刚峰”神像，跳人海中，一股旋风(“海港风”)刮

来．将胡仁刮出很远，居然脱险逃走。从此，该地

区庄庄都供奉“海刚峰”的神像，尊称为“大刚老

爷”。每年除夕晚上，都要抬“大刚老爷”出会，以

表敬谢之意。

二、傩祭活动与“僮子"做会

傩，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的变革与改

制。在古傩的历史上，就有从母系氏族时代的

“原始傩”，到文明社会初期的夏、商、周的“三代

傩”。从初建封建地主制度的“秦汉傩”，到封建

制度相当巩固的“宋傩”等几次重大的转折。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经济、政治、宗教

及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其礼制必

然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古时的傩祭活动，一般都是在皇宫的宫室里

举行，称为“宫傩”。《礼记外传》载：方相氏“率领

群隶，驱索疠疫之气于宫室之中”。这便点明了

活动地点是在“宫室之中”口J。只有在腊月行“大

傩”礼时，才举国城乡一起参加。

当时，傩祭活动的场面也很盛大。《后汉书

·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

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

为伥子，皆赤帧、皂制、执大鼗”L4 J。

在傩祭活动中，“方相氏”都要戴假面，作勇

武之态，以逐厉鬼。傩中击鼓．则是商傩制。巫者

敲击土制乐器．以壮声势。相向而舞，随口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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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驱索疫气。东汉卫宏在《汉旧仪》记：

“方相帅百隶及童”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

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既有桃弧、棘矢，射击厉

鬼。又有赤豆、五谷，四方播洒。文武兼备，软硬

兼施，可谓恩威有加。

自秦傩、西汉傩之后，傩祭活动中娱人的成份

不断扩大，戏化的趋势也节节上升。其中，参与的

巫师及其徒众“伥子”的人数也愈来愈多。从东

汉的“方相·十二兽·百二十伥子”、北齐的“方

相·十二兽·二百四十伥子”，到隋的“方相·二

百四十伥子·十二问事”、唐的“方相·五百伥子

·十二执事”，一直发展到宋朝宫庭在傩祭时，竞

有一千伥子参与活动，声势浩大，场面空前。

傩祭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经过不断的发

展，已逐渐从皇室的“宫傩”，推广到民间的城市

乡镇。“傩在平时谓之香火。”从此，民间的“香火

会”不断地繁盛起来。过去，在盐阜地区的广大

乡镇，几乎倒处都能遇到“僮子”做会，成年累月，

绵延不绝。

“香火会”的普及，与盐阜民间信鬼重巫有

关。巫教，是中国最原始的宗教，秦朝之前，在政

治生活中很有影响。秦朝之后，虽然在政治领域

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始终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统

治者之一。尤其在下层乡民中，其信奉者更多。

它不像儒、释、道教那样，有等级森严的神祗谱系。

而是认为每一物都有其主，都有其神。所以，无论

天地山川、鸟兽鱼虫，还是花木五谷、家屋厕所，它

们都有神主宰，都必须祈攘，都必须祭祀，以驱邪

逐疫、消凶纳吉。因此，无论是那个行业、帮会，无

沦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祭祀、驱鬼，

都可以请神做会。像青苗会、牛栏会、还福会、喜

乐会、安土会、长生会、求雨会等等，名目众多。多

少年来，“僮子”做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盐阜城

乡民众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内容。尤其是在闭塞

的农村中，农民们的文化历史知识，几乎都由此而

来。因而，“香火会”成为当地人民最有影响的一

种文化活动。

据《中国曲艺志·江苏卷·盐城分卷》所载，

盐阜地区农村的做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嘉苗会——农村里，栽下秧苗，农民盼望

当年有个好收成，便请“僮子”做会。一般是一至

三人做会，时间一天。

二、收场会——秋季，稻谷收割上场，粮谷进

仓，农民们觉得今年的收成还不错，于是大家就自

愿组织起来，共同请“僮子”做会敬神，以感谢神

灵保佑五谷丰收。一般是一至三人做会，时间为

一天。

三、火星会——警策各家各户时刻注意火烛，

敬请神灵保佑本地不发生火灾。此会只一人做，

时间一天。

四、痘神会——为了祈求小孩在出痧、麻、痘

疹时平安无事，而请“僮子”做会。一般一人做

会，时间一天。

五、过关会——小孩有了头疼发热，家长为求

得自家孩子的疾病早日痊愈，平安成长，求神许

愿。之后，遂请“僮子”来家了愿，保佑孩子“过

关”。“关”有“喜关”、“长关”、“龙关”等，女孩则

有“风关”、“翠关”、“巧关”等。一般是一人做

会，时问半天。

六、财神会——农历正月，“帮船”队三、五十

只聚集一起，请“僮子”做会。既是对过去一年生

意兴隆向神灵表示谢意，又是请神灵保佑新的一

年里生意更加兴隆，财源大增。这种会规模可大

可小，一般是由五至七人做，时间三天。

七、保状会——家中有人生病，病势较重且久

病不愈，则请左邻右舍年长者若干人，将名字写在

一张特定的纸上(最后一位必须姓刘，取“留”谐

音，意即“留住”)，写成“保状”，由做会的“僮子”

通过一定的方式烧掉，意思是由这些人向神灵担

保，将病人的命“保”下来。此后，病家还必须再

请“僮子”来还愿。还愿分“喜愿”与“苦愿”两

种。病人的病好了，就还“喜愿”，用整猪敬谢神

灵，比较隆重热烈。一般有三至五个“僮子”，要

热闹三至五天。如果病人死了，就还“苦愿”，仪

式就比较简单，由一至二人做，时间一晚。

八、安宅会——农民在砌屋时，为求平安而举

行的仪式，当新屋盖到屋脊中间最后一片瓦时，由

“僮子”在新屋内四角各挖一小坑，放人馒头糕；

又在屋中央挖一小坑，放人公鸡头。此会由二至

三人做，时间一天。

九、七宫会——此会专为水上的放鸦船做的，

以求人畜平安，生意兴旺。一般由四至五人做，时

间一天。

十、家谱会——以族谱为系统的会，几个分支

家庭每年轮流请会，其目的是一保人口平安，二振

同族威风。此会一般由五至七人做，时间三天。

十一、各种“帮会”——是什么帮，就做什么

会。如“乞丐会”，由乞丐头子为首做会。在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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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所有的乞丐就在何地吃。一张柴席铺地，乞丐

们席地而坐。一席一桌，秩序井然，气氛热烈。此

会由七至八人做，时间三天。

十二、水平会——这是每年的农历初二，在建

湖县北左庄(现属钟庄乡)举行的大型集会，这是

预测当年水旱灾害与年景好坏的传统聚会，已有

数百年的历史。每年会期，轰动整个盐阜地区，连

东海边的民众都赶来看会。会场上人山人海，水

泄不通，影响极大。此会也是“僮子”们应约赶到

一起的竞技大会，时问十天左右"J。

自然，在盐阜地区，“僮子”所做的会，远不止

这几种。诸如豆腐店做“雷公老爷会”，木匠做

“鲁班会”等等。总之，无论什么行业，无论什么

名目，都可以做会。有的一家独办，有的几户联

办，也有整村、整乡包下办的。越搞规模越大，越

搞名堂越多。后来．这种做会活动，成为农民日常

消遣的娱乐生活。只要旗杆一竖，百脚幡子一挂，

远近群众就都知道是做会了。于是男女老小，都

来赶会。有的还出“会份子”，凑凑席位。有的自

带口粮，吃住在会。

职业性的“僮子”，都有其固定的活动范围。

他们按地段划“方”办事，每个“僮子”都有自己的

“方”，叫做“门方”。在此之内，非方主约请，其它

“僮子”不得进来做会。每个“僮子”的“方”，大

小不等，以管辖土地庙的多少计算。土地庙在1日

社会可以互相典卖，“僮子”拥有的土地庙越多，

他的地方就越大。不拥有土地庙的“僮子”，必须

受有“方”的“僮子”的约请或允许，方可人“方”，

他们被称为“客士”。

清末民初，盐阜一带拥有“门方”较大的“僮

子”，主要有石、吕、赵、丁等数十家。其中石、吕

两家，更是代代相传，影响较大。据石僮子后人石

墀、吕僮子八代孙吕其谦的介绍，他们上代人做会

的水平很高。尤其是“念忏”的水平，今人已难达

到。其说唱神采奕奕，听众为之倾倒。常常连着

说唱几天，听的人都不愿离开。甚至会期做完，还

要挽留他们再唱十天半月，方始尽兴。

“僮子”做会，都有固定的仪式。一般是请来

“僮子”，先在屋内张榜，再在门外扬幡。然后供

神、写表。布置完毕，便“开坛”发表请神，这时要

点烛、燃香，斟酒、摆菜，供奉猪头三牲。在这些法

事中，唱忏礼拜，击鼓起舞。以至索室驱疫，逐邪

埋祟，～如古傩祭的礼制。待到做会结束，送神结

坛，将做会时所写的各种牌子、符咒等物全部烧

掉，撤除神幛，方始完毕。有时，还要做一堂“安

神”法事，以恐惊其祖先，安抚家神。

在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祭祀仪式中，有着很

多说唱、表演成份。如“僮子”念忏、击鼓坐唱、驱

鬼“砍刀”、做“踩门八字”等关目。另外还有一些

民问舞蹈与杂技表演，如“青苗会”要翻四、五张

桌子，“求雨会”要卧“刀山”，“火神会”要舞火流

星、穿火圈，“安土会”要滚石磙子，其它还有抓火

链、走铁索、爬高杆、三上吊等惊险表演。实际上，

“僮子”做会已逐渐成为农村中一种吸引民众的

娱乐活动了。

．三、念忏文与香火戏

“香火”神会，在祭祀活动中，有着“送表”、

“请神”等种种“关目”。做好这些关目，最后，便

是“僮子”念忏文。

所谓“念忏”，相传是唐太宗请魏征的儿子魏

九郎上天请神，金殿里设下神坛，燃烧香烛．昼夜

不熄。为了确保神坛安全，需要有人照应火烛，便

安排了看香火的童子。因为请神过程较长，看香

火的人常常十分疲劳，特别是在夜问，更觉寂寞无

聊，便随口哼些小曲小调，调剂精神。而神坛气氛

十分庄严肃穆，容不得半点邪恶之念。因此，他们

所唱的内容，都是一些忏悔罪过、消灾降福的劝世

文。这些曲文也叫“忏文”。此即“念忏”的来历。

“僮子”念忏，主要的伴奏乐器是锣鼓．有时

加上碰铃。故而“僮子”都会打击乐。而且能打出

各种快慢不同的节奏，以烘托说唱的气氛。优秀

的“僮子”，念忏的功夫非常出色，艺术性很高。

每当做会时，就会拿出看家绝活，为的使下次做会

有人来请。如果忏文念得不好，人家就会另请

“僮子”。久而久之，“香火”神会的各项活动逐渐

成为陪衬，“念忏”却越来越为人所重视．成为“僮

子”做会的重点节目了。

“僮子”所念的忏文，主要都取材于《封神

榜》、《二十四孝》等作品。其中比较突出的书目

有：《赵颜子借寿》、《北极真武大帝》、《魏九郎借

马》、《观音忏》、《女娲庙进香》、《赵公明下山》、

《贾夫人坠楼》、《哪吒闹海》、《冰冻岐山》、《郭臣

埋儿》等。也有以《三国》、《水浒》等作品为内容

的，后来甚至还出现以当地的真人真事为题材所

新编的忏文，如《李毓昌放粮》等。

“僮子”念忏，说说唱唱，属于说唱文学的范

畴。其唱腔大多来自本地的俗曲与民间小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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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僮子”的说唱水平并不一致。但总的色彩风

格，都偏重悲凉凄清的一面。而且宗教色彩非常

浓厚，很能感染听众的情绪。盐阜地区的“僮

子”，后来又吸收了“门谈词”的声腔，还掺杂了

“老徽调”的某些曲牌，表现出高亢、嘹亮的特点。

旋律看似平稳，却常有奇峰突起的变化。虽然曲

调多用徽调式，有意加强江淮方言落音的稳定。

但也常有羽调式、商调式的转换，使色彩具有另一

种格调。乐旬与乐句之间，常用鼓声间奏，从而形

成一种适于叙事、富有韵味的腔调，俗称“僮子

腔”，又叫“香火调”。

“香火”做会，原是单纯的巫觋活动。后来为

了提高听众的兴趣，“僮子”们在“念忏”方面狠下

功夫，增重份量。久而久之，人们的兴趣已将敬神

驱鬼成为由头，而偏重于听“僮子”唱忏文。随着

时光的推移，人们对原始状态的祭祀仪式也逐渐

失去兴趣，觉得缺少艺术享受的美感。于是，“僮

子”们不得不运用说唱及歌舞形式，演出各种神

怪故事与民间传说，开始由“娱神”向“娱人”方向

发展，逐渐衍变为具有戏曲形式的“香火戏”——

这就是盐阜地区最早出现的一种地方戏。

盐阜地区的“香火戏”，是苏北“香火戏”的一

个分支。在苏北，从南至北，都属一路。如南通的

“通剧”、连云港的“海州童子戏”和扬州的“扬

剧”、盐淮的“淮剧”，都与“香火戏’，有着深厚的

渊源。

“香火戏”，在苏北地区的出现，估计有二百

多年的历史。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群城花

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至城外

邵伯⋯⋯人，自集成班，本地乱弹只行之祷祀，谓

之火班”，这文中的“火班”当是“香火戏”的写照。

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三大源流》中，

认为：“戏剧以乱弹名者，有扬州戏(一名香火

戏)、江淮戏，皆就其本地之乱弹，而作其土音之

演唱，而实为弋阳腔系统。”峥J

在此文中，提到：“扬州戏(一名香火戏)”，而

似乎将“江淮戏”划分开来。其实，“江淮戏”与

“香火戏”也是一脉相承，有着极深的渊源。

《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载有“香火戏”的

条目：“戏曲剧种。江苏北部农村中‘青苗’、‘火

星’、‘牛栏’等会社都用香火酬神还愿，统称‘香

火会’，所演出的戏都称‘香火戏’。最早均为业

余演出，用大锣大鼓伴奏，风格粗犷，所以曾被称

为‘大开口’。所演剧目系根据神书改编，有《魏

征斩龙》、《刘全进瓜》、《秦始皇赶山塞海》等。后

来扬剧、淮剧成长发展，香火戏的剧目、表演、音乐

均分别被吸收，成为其组成部分”H1。

文中明确指出：扬剧(扬州戏)与淮剧的成长

发展，都是分别吸收了“香火戏”的剧目、表演、音

乐等艺术成份的。可见，单独只将“扬州戏”称为

“香火戏”，并不确切。自然，扬剧与淮剧虽然都

是在“香火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但是，它们

的发展道路却又各不相同。

扬剧，是在1935年，由演唱神书的“维扬大

班”(香火戏)和演唱男女爱情的维扬文戏(花鼓

戏)融合而成的。“维扬大班”就是民间香火会分

化出来的“香火戏”，剧目大都来自神书、宝卷。

又有“内坛戏”与“外坛戏”之分。“内坛戏”即指

《秦始皇赶山塞海》等十部宗教色彩较浓厚的剧

目，其它题材剧目均属“外坛戏”。因为伴奏用大

锣大鼓，所以也称作“大开口。”“维扬文戏”起源

自扬州花鼓戏。早年，扬州地区每年灯节都有花

鼓表演，由小丑、小旦等脚色表演《磨豆腐》、《打

花鼓》、《荡湖船》等节目，唱腔曲牌有“梳妆台”、

“满江红”、“剪靛花”、“银纽丝”等一百多个，甚

为丰富。因为仅用管弦乐伴奏，而不用大锣大鼓，

所以也叫“小开口”。1935年起，“大开口”(香火

戏)与“小开口”(花鼓戏)合班，融合而成为“扬

州戏”，这就是扬剧的前身。

淮剧的形成，则另有渊源。从傩祭仪式发展

起来的“香火戏”，一方面吸收沿门卖唱的“门谈

词”艺人，一方面又和“里下河徽班”合作，三者之

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业者为了生活，有时做

“僮子”，有时唱徽戏，有时又唱“门谈词”，三者皆

可，终于促使诞生了一个具有盐阜地方色彩的新

的艺术品种——“三可子”戏。淮剧，就是在这个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淮剧的早期的形成阶

段，大多数的艺人都是“僮子”出身，唱过“香火

戏”。如吕维翔、倪福康、骆步蟾、嵇佳芝、谢长

钰、梁广友、陈为翰、颜玉卿、华良玉、徐寿保等，他

们都经过“香火会”与“香火戏”的薰陶，参与过一

些驱疫逐鬼的傩祭仪式，有着“请神”表演与“念

忏”演唱的基本功夫。尤其是唱念忏文，需要有

相当深厚的演唱技艺，才能够口齿清晰，抑扬顿

挫，富有韵味，久唱不衰，以吸引听众。很多前辈

艺人，由于有着“念忏”的扎实功底，因此在一些

淮剧的唱工戏中，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唱起来口

词清楚，韵昧醇厚。像嵇佳芝、梁广友、颜玉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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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骂灯》等剧，台上只有一个角色，演员独自

在台上，见什么唱什么，现编现唱，即兴发挥，有时

候能够一个人唱上一个多小时，照样还能吸引观

众，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便是他们当年做“僮

子”时唱忏文所打下的扎实基础。

另外，“香火”神会的忏文，内容比较丰富。

后来，艺人们从一些叙事性的忏文中。选择情节

比较曲折、富有戏剧性与趣味性的片断，搬上了

“香火戏”舞台，经过不断创造、加工，从而成为常

演的保留剧目。如淮剧传统剧目《九莲·十三英

·七十二记》中有些剧目的内容便来自于忏文。

1927年，前辈淮剧艺人陈为翰，还曾将“僮子”念

忏中关于关羽挂印封金的内容，编成淮剧《关公

辞曹》，其内容、人物及有关情节、结构，均比其它

剧种有所丰富，自成一格，独具特色，呈现出朴质

本色的乡土风味。演出以后，轰动江淮剧坛，风靡

一时。

千百年来，盐阜地区的傩文化，一直极大地影

响着当地人民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与

文化娱乐活动。至今，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有反

映。由此可见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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