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陵山區土家族聚居區“撒葉兒呵"的源流及贖變

向 會就

摘 要:“撒葉兒呵"是生活在武陵山區土家族喪葬祭把活動中的民俗事象，具有歷史性、民族

性、地緣性等特徵 這種繁衍生命的儀式作為一種媒介傳遞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在經歷了羈眉廣州郡

時期、土司制度時期、改土歸流時期至今 “撒葉兒阿"在40∞多年的流傳中，其形式、內容、流傳

的空間地域範圍都發生了蛻變，甚至改變了土家族人喪葬習俗的精神旨歸。

關鍵字:武陵山區;“撒葉兒呵"土家族;流變

武陵山區@是湘郭川踏四省接壤地區位於第二階梯中段的東緣和第三階梯西緣的交接地帶，長

江橫穿其北部，北面有漢水，南部有清江，但連山接嶺、峽險流急，武陵山區“北起大巴山，中經巫

山，南過武陵山，止於南嶺，這是一條文化沉積帶。"[lJ 這一地區是土家族主要經濟活動的區域，土

家族許多獨特的文化事象在這裡都有遺蹤可尋，盛行在清江流域的喪禮“撒葉兒呵"便是其中之一，

“撒葉兒呵"是土家族語，漢語俗稱“跳喪"、“打喪鼓，"，\、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O 土家族民眾把老人自然去世看成

事"吋@丸O 秦子裡老人“百年歸壽"後 一名掌鼓師站在堂屋棺材旁用雙槌執鼓領唱，鄉里鄉鄰男子對

偶在靈絃前依照一定的程式和節奏跳唱 幫合時多用襯詞“撒葉兒呵"\、么女兒合(呵)λ、 H啞亞謎于合

(呵)等和聲，也用假聲顫音(翻高八度)眾合，唱詞一般為七盲句式，抑揚頓挫，音域寬廣，變化

多樣。前來“看信" (即指前往弔喪，當地土話)的人團轉擁擠，既做聽眾，又做伴唱，通宵達旦，

“以歌興衰

一、歷史時期武陵山區土家族聚居區“撒葉兒啊"發展概述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武陵山區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土家族這個具有獨特風俗的山地少

數民族。關於“土家族"這一人們共同體認定，建國後，黨中央和人民政府多次派出語言學家、民

族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嚴學窘、汪明禹、羅常培、潘光旦、王靜如等著名學者深入到武陵山

@這一地區與清代雍正年間改土歸流時土司管轄區域基本吻合。現所轄之地主要有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長

陽和五峰土家族自治縣 重慶市賽今江、西陽、秀山、彭水、石柱、武陸、豐都七縣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張家界市、常德市石門縣、懷化市、宴底市，貴州省銅仁市。

@“順頭路"指老年人一生走到了頭，屬正常死亡(一般指ω歲以上、須有子崩健在且父母已經過世的亡人方可跳噢，對天

亡或死於非命等即真正遇到災禍的人不跳喪)。

@土家族地區方吉，指的是老人去世，這裡的“老"做動詞用。

@土家人的習俗是在婚禮上“哭嫁..即紅喜;在聽禮上“跳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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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做過系統地、全面地實地調查，對地域、語吉、經濟等和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礎上的心理素質等民

族因素做了論證，結合土家族的歷史和族稱、民族意識等進行研究鑒別， 1957年1月 3 日，“土家族"

被國務院確立為單一民族。關於土家族的族源問題，學界莫衷一是，很多說:去也缺乏足夠的論據支

撐，但很多學者基本認同士家族以“巴"為主源的多源說觀點@0 多源說的觀點也證明土家族的喪葬

習俗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文獻記載巴人蹺勇善戰，巴師勇銳，在武王伐約的戰爭中吶喊助威、

奮力刺殺，“前歌後舞"“歌舞以沒殷人旬，土家族後來的喪葬習俗中“撒葉兒呵"具有明顯的“巴

人遺風"。

關於跳“撒葉兒呵"究竟起源於何時，目前尚無史乘可稽。田萬振認為 “撒葉兒呵"喪禮源於

土家族先民的白虎崇拜，土家族以白虎為圖騰，跳“撒葉兒呵"如虎舞，歌白虎，頌先人@。他還

通過巴人的早期考古文化一香爐山文化出土的陶器火候、陶印章和療君(土家族先人向王天子)的

“土船"、大溪文化中遺址上面疊壓的夏時期的巴人墓群中葬式等考古材料論證了“撒葉兒呵"最遲

在夏朝就己開始出現了，他還指出夏至周時期 “撒葉兒呵"在形式上變化不大[九臼曉萍則指出

土家

權等人則認為其來源於古代巴國軍隊中的“軍前舞" 即“軍觴"[釗。王善才認為跳喪來源於巴國初

民們對祭祖活動，是一種圖騰崇拜的祭把性歌舞[訂。以上觀點並不矛盾，都對“撒葉兒呵"有關於

土家族本族的習俗、信仰、儀式的關係進行了深入挖掘都不無道理。可見 “撒葉兒呵"在先秦時

期就己產生。

在秦至於宋代，朝延在武陵山區土家族聚居區實行羈藤州郡制度，秦滅巴以後，拉攏巴人的強

大宗姓，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委強族以治理地方，並與其結為婚姻。對武陵山區的統治，兩

漢、魏晉南北朝、惰朝大體承襲秦制O 到唐朝時

域來確定羈藤州， 各羈康州刺史及屬下蝸主、頭角官等 都由原部落首領擔任[間6剖] (咖{撕新唐闢書.地岫理志訕}卷軒制4必3州下凡)沁O 宋

因唐制，仍用土家族首領為官。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政治上雖是一種統治，但相對封閉的環境客

觀上對“撒葉兒呵"這樣的喪禮等民俗的流傳提供了條件。

在這一時期對於“撒葉兒呵"的地方誌等文獻羅縷紀存。最早可見〈惰書﹒地理志》記載，“南

郡、夷陵......清江諸都多雜蠻左。"“其左人則又不同，無衰服，不復魂。始死，置屍館舍，鄰里少

年，各持弓箭，繞屍而歌，以箭扣弓為節。其歌詞說平生樂事，以至終卒，大抵猶今之挽歌。歌數

十闕，乃衣裳棺斂(檢) 送往山林。" [7] “歌詞說平生樂事"與今天的“撒葉兒呵"接近。唐代獎綽

于唐懿宗鹹通三年任安南經略史期間所撰寫有關南詔少數民族的《蠻書〉中按〈變城圖經》雲，“夷

@“多源說"是1983年9月在吉首召開土家族歷史討論會上與會學者提出的，提出了與潘光旦先生巴人說不同的觀點。主要

有鳥蠻說、糢人說、土著先民說、氏弟說、蠻蜓說、東夷說、畢方說、茲方說、江西說、多源說等等。詳見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民族委員會編的〈土家族歷史討論會論文集) (內刊. 1983年印。)

@ {華陽國志﹒巴志》載:“周武王伐約，實得巴、蜀之師，著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渡殷人.. (常嚷著. {華陽國志﹒

巴志》卷一，劉琳校住，成都巴蜀書社 1984年版，第4頁。) {尚書大傳﹒周傳》亦載:“武王伐甜，至於商郊，停止宿夜，

士卒皆歡樂，歌以待旦。.. {太平御覽〉卷108證吉:“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薔噪，師乃于函，前歌後舞。"

@唐人獎綽在《蠻書》中說:“巴人祭其祖 擊鼓而祭，白虎之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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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道，蠻事鬼。初喪，擊鼓以道哀，其歌必號，其眾必跳，此乃盤瓢，白虎之勇也。"[8] (唐代樂創輔}卷十)

擊鼓的運用、“歌必號"、“眾必跳"這樣道具“鼓"@和載歌載舞宏大場面可見跳喪形象呼之欲出，

說明唐代“撒葉兒呵"已基本定型。唐代張鷺在《朝野會載》也記，“五溪蠻父母死，于村外閣其屍，

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 [9] 在五溪蠻@中停喪和鬧喪的時間比較長。宋代朱

輔在〈溪蠻叢笑》也有關於五溪蠻的記述，五溪蠻“習俗死亡，群聚歌舞，輒聯手踏地為節O"[口叫ω叫0] 從

惰朝“以箭t扣日弓為節"到宋代“聯手踏地為節" “撒葉兒呵"形式逐漸發生了變化

位日漸突出O

元、明至清代初年，朝延加強了對土家族地區的控制，施行土司制度。朝廷任土首為土司，土

司職位可世襲，但須得到朝廷同意，統轄地比羈康州範閣大。這一時期，有關“撒葉兒呵"的地方

誌記述較少，武陵山區的“撒葉兒呵"等民俗活動也基本保持了羈廣州郡時期的原貌。

清雍正年間，朝廷對船東北、湘西、那西南、渝東南先後實施了“改土歸流"政策，直接任免

流官代替世襲的土官，解散土司及武裝力量，設立了府、廳、州、縣等地方行政機構，直接派軍隊

駐防，大批“流人康至"漢人極增。同治《恩施縣誌﹒風俗》載，“且民有本戶、客戶之分。本戶，

皆前代土著;客戶 則乾隆設府後，貿遷而來者。"[11] (同治個騙誌﹒風俗〉卷七)當地就出現了本戶、客戶之

別。道光《施南府志〉記，“施都之民，分裡屯二籍，裡籍土著......喪葬前夕，繞棺歌唱，謂之打喪

鼓，既挽歌之遺......屯籍，皆明末國初調撥各省官軍之家，而河南、江南尤多......親喪多遵家禮，

朝夕莫，請賓點主祭，後上迎靈、虞祭，間以延僧誦經。"當地也有了裡、屯二籍之分，裡籍土著之

民還是沿用了“打喪鼓"的習俗，屯籍則多遵家禮，儀式迴異。

朝廷在武陵山區土家族聚居區施行與中原地區有差異的統治制度 但流人湧入衝擊著武陵山區

土家族的風俗。在清江流域，同治《巴東縣、誌〉記載，“舊俗，攻之夕，其家置酒食，邀親友，鳴金

伐鼓，歌呼達旦，或一夕或三五夕。"口2] (同治肥東勵﹒礎的卷十)同治〈長陽縣誌》記載:“諸客來觀者，群

擠喪次，擂大鼓唱曲，或一唱眾和，或問答古今，皆碑官演義語，謂之‘打喪鼓，唱‘喪歌，。"[必]

(同制長陽縣誌﹒風俗}卷一)同治〈長樂縣誌》“家有親喪，鄉鄰來吊，至夜不去， 曰 ‘伴亡，於根旁擊鼓， 曰

‘喪鼓互唱僅語衷詞，曰‘喪鼓歌，。"[M](同訓時雕﹒風的卷十二)又記， “芭東出長樂坪以外，半屬石鬥、

松滋、長陽等縣拔歸，故聲音不一，而冠婚、喪祭，其禮亦頗有不同。"在西水流域其記有所變化，

乾隆四年 (1739年) (乾州廳志》記，“初喪，舉家繞白布於首，挽道士取河水浴屍，奏佛事，裡黨

無論親疏皆來坐夜，鑼鼓喧闕，歌呼達旦，名曰鬧喪。" [15] “糊地僻山深啼啼雄)夷旗。皆綠(緣)士可舊

俗，習尚朴陋，史稱喜巫鬼 多淫祖，至今猶有存者......卵洞地居芭之西南鄙 與土苗雜處......喪

事尚歌謠"。 [16](同制糊墓志﹒風俗品卷二十八)由此可見改土歸流後 “撒葉兒呵"在清江流域和商水流域程式

發生了變化，“善巫"“尚歌謠"、“喪鼓歌"、“打喪鼓"特徵明顯 跳“喪舞"通宵達旦情形缺失了。

@葷鼓是古代軍用小鼓這也應證了關於“撒葉兒呵"源於“軍陣舞..的說法 筆者生活的恩施巴東縣現在喪鼓一般是牛

皮大鼓(1尺8寸3分高，約周長7尺)。

@李延壽在《南史﹒夷貓下》寫到“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西溪、武溪，謂之五溪蠻。.. (見叢書《備要史部》中《南

史〉第654頁)

一 169 一



土家人擊鼓道衷，踏蹄歌舞形態特徵等喪事儀禮，具有古風遺俗的喪儀程式至今仍在士家族聚居

區域特別是清江流域大量存在、大行其道。 1993年新版〈巴東縣、誌〉“人死入夜，親友、鄉鄰於靈堂

伐鼓踏歌。稱打喪鼓"又叫“鬧夜"。縣、境北部地方鬧夜 延歌童率眾孝繞棺而歌，或坐於根前對

歌。南部地區，於靈根前。一人伐鼓領歌，眾人起舞踏歌，稱之為“打撒爾布"歌呼達旦，有延至

數夜者O"[口盯1口7]唸《建始縣士家族簡史〉明確記載

店、景陽及其他各地稱呼也不相同 有稱‘跳喪鼓，的、有稱‘撒葉(兒)呵，的、有簡稱‘跳

喪'的，也有稱‘打喪鼓，或‘鬧靈歌，等等。"“縣、內主要有四種風格"官店東雲跳喪鼓;花坪石

馬、後塘、關口、黃木椏一帶叫跳喪鼓;高坪、望坪一帶叫鬧靈歌;貓坪安樂井叫跳喪鼓。"@)1985年

《龍山縣誌》載，“請道士‘閉路敲鑼打鼓‘解燈兒女戴孝磕頭。有的還請歌師唱喪歌。......

建國後，選時、選地、開路、解燈等活動已經少見，請人唱喪歌則較為普遍。"。“歌詞說平生樂事"

生動潑辣的風流歌等等，“撒葉兒呵"逐漸由祭祖變成悼亡儀式。在筆者家鄉湖北巳東縣，跳喪舞步

有“四大步"、“滾身子"等 還有“犀牛望月"、“猛虎下山"、“鳳凰展翅"等帶有模仿動物的表演

動作。可見，“撒葉兒呵"在也發生著由娛神到娛人的歷史變遷。

二、清江流域土家族“撒葉兒啊"現代變遷

在土家族地區，對於大多數的土家人來說，“若祖上老一輩的東西現在失傳了，那作為後代是不

負責任的"這種民族責任意識至今是存在的。在“撒葉兒呵"傳承過程中逐漸出現了由祭紀到表演

的分化。上個世紀70、 80年代，土家“撒葉兒呵"出現了重大轉型，由“撒葉兒呵"改編的“巴山

舞"“清江舞"出現。隨著民俗旅遊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的需要許多文化工作者對這種喪禮的歌舞

形式進行提煉、加工、包裝成了“巴山舞" 湖北長陽田玉成、章發池等可以說是先驅，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整合撒爾呵、擺手舞、黃四姐、肉連響等舞蹈和音樂元素 創編了“清江舞"。無獨有

偶， 1977年4月，紅遍全國的“北方秋歌"也展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或許巴山舞就受到這種喜聞樂

見舞蹈的散發。

“巴山舞"首次在全國性的活動亮相是2∞1年4月在湖北宣昌舉行的“中國三峽國際龍舟拉力賽閉

幕式"上，其歡快節奏和韻律等到與會領導和專家的肯定，這一次助推了“巴山舞"這種土家族的

民族文化走向全國。後來發展成巴山操 作為廣場舞推向到全國。 2003年，當地文化站站長田玉成

策劃並組織了“中國首屆土家族撒葉兒呵大賽" 來自武陵山區近400名民間藝人參加了角逐。 2006

年，他宣導的“民族文化進校園，民間藝人進課堂"成效顯著，長陽資丘鎮有3000名中小學生會跳

“巴山舞"。長陽土家族“撒葉兒呵"于2006年進入全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在2007年11

月《長陽土家族撒葉爾呵〉參加“全國第八屆藝術節群星獎廣場舞比賽"並榮獲“群英獎"。而後，

@ 1966年內刊《建始縣土家族簡史>，第110-112頁。

@龍山縣修志辦公室編《龍山縣誌> (1985年12月內部發行，第5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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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陽民俗文化村建立 “巴山舞"演出數千場次國內外遊客絡繹不絕。 2008年恩施巴東縣、撒葉兒

呵組合參加中央電視臺舉辦的“第十三屆青年歌手大賽"獲得“原生態唱法優秀獎"，在全國反響

強烈。

“撒葉兒呵"從最早原始儀式的單純穩定，到普通農家堂屋和稻場的跳喪，再到推廣健身運動的

“巴山舞"，從分散的山寮祭把歌舞轉移到城市宏大舞臺上娛樂表演，經歷了從“下里巴人"到“陽

春白雪"的蛻變，也改變了其內涵時空形式，喪禮上跳“撒葉兒呵"的人中途可以休息，喝茶、抽

煙等，場所也可以是堂屋或隨著人數增加而向稻場擴散。跳喪的人也可以隨時更換，著裝隨意，歌

詞也是可以是男歡女愛的打情罵俏的葷歌。但是搬上舞臺的“巴山舞"“清江舞"打破了原來女人參

與的忌諱@'人人可以學、可以跳、可以唱，但音樂失去了“撒葉兒呵"原生態叫歌的靈活。

三、對“撒葉見啊"流變的思考

對生活武陵山區這種崇山峻嶺、居住分散的土家人來說 “撒葉兒呵"是加強民族交流和增進感

情的紐帶。“人死眾家喪 一打喪鼓二幫忙。"“人死眾人衷 不請自然來。"“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

跳一夜喪鼓送人情。"的俗諺 喪事是眾家的 鄉鄰們都會主動前往幫忙。“撒葉兒呵"也體現土家

人豁達的人生態度，“歡歡喜喜辦喪事，熱熱鬧鬧陪亡人。"有如莊予的鼓盆而歌 送妻升遐的“衷

而不傷"生死觀。“撒葉兒阿"正是一步三顫的載歌載舞中對生命繁衍意識的張揚。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這樣說道:“東方人比較聰明 因為他們發現一切事物的本質皆根植于人的心

理。在物質和精神未知的本質之間 存在著精神的現實即心理現實 而這是我們能夠直接經驗到的

唯一的現實。"[叫“撒葉兒呵"本質是一種巫術，亦是連接人和神的祭把儀式 便於靈魂順利遊弋到

彼岸而不滅，其文化構成也像其他民俗事象一樣隨著文化語境的變化而發生流動的擅變與更新。誠

然，傳承文化遺產需創新傳承方式 改編而後形成的“巴山舞"雖然實現了傳統民俗向新文化的轉

變，擴大了參與、接受物件和應用範圈，這樣的“舊瓶裝新酒"的辦法便於民間民俗的傳承是無可

非議的，但運用土家族山歌、民歌、南曲、花鼓子等融煮而成的“大雜僧" 這種搬上舞臺極具表演

性質的改造未免改變了“撒葉兒呵" ì民滅土家人赤裸裸的、原生態的虔誠 純粹有為了娛樂和觀賞

的特徵等功利的價值取向，改變了土家族喪葬舞蹈本身的精神旨歸，喪葬儀式有不可或缺及其標準

規則，關於死亡的儀式與信仰有著重要的心理撫慰功能，它“不但專使個人精神得到完整，同樣也

使整個社會得到完整。"[叫“跳喪"這種“白喜"不是說土家族對親人的逝去不悲痛，而是對亡者家

屬的慰藉和祈福家人平安發達，對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

@當地有“男人跳喪跳死一個，女人跳聽跳死一窩"、“男人跳喪越跳越旺 女人跳喪家破人亡"俗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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