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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莲池》流传在北流县，是当地民间师公进行祭祀活动——如做道场喃斋，超度“亡

灵”时跳的舞蹈。
’

‘据民国廿四年版《北流县志》记载：“⋯⋯凡人家遇疾病，每延巫祈祷，死丧则释超度。"

这种习俗，据师公老艺人陈尚雄(1914年生)说，是从广东省传入北流县的。陈家先祖代

代都有师公艺人，陈尚雄是第十五代传人，他家自广东迁居北流，已有十七代了。《走莲池'

在当地流传，至少已有三百年历史。
‘

。．

《走莲池》有一定的表演程式，表演者五至十一人均可，但必须是单数。被“超度”的死

者若为女性，祭坛上设置“莲池”，死者若为男性，则设置“七星灯匕师公们戴佛帽、披袈

裟，每人手中各执一种打击乐器，如锣、鼓、镲、木鱼等，在祭坛中穿梭舞蹈。队形变化万

午，但动作单一，分有：“请佛”、“照桥”、“十月怀胎■“打开五大城门”，“解罪”五段情节，

“请佛”的意患是为亡灵到东，南，西、北、中五方去请各大天王前来受祭；“照桥”是引亡灵

过桥；“十月怀胎"是唱述死者一生的功过；“打开五大城门”是说人死后，魂灵要出五大城

门，上刀山过火海而入阴司地狱；“解罪”是为死者解脱生前罪孽，超度其亡灵进入天堂。

舞蹈在每一段落之间都要站好图形，停立唱念一番，显得肃穆、深沉，带着浓重的迷信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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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超度 亡 魂 走 芙 算：

孑·(领)行(呀)坛(呀)结界到(呀)西

方，西方(呀)广目大(呀)天(呀)主，

(齐)天王来到莲池位，超度亡魂走

天界。

‘·(领)行(呀)坛(呀)结界到(呀)北

方，北方(呀)多闻大(呀)天(呀)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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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天王来到莲池位，超度亡魂走

天界。

声·(领)行(呀)坛(呀)结界到了中央，

中央(呀)众家大(呀)天(呀)王，

(齐)天王来到莲池位，超度亡魂走

天界．

走 莲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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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型、服饰、道具

．．。．领舞l师公．。 。． 群舞师公
’

服饰(除附图外，均见“统一图")。

1．领舞师公戴红色立角形的五寿帽，穿白布宽袖斜襟长袍，披红底黄条格的绸料

袈裟，穿黑布鞋。
．．．一

．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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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舞师公戴黑布元宝形僧帽，穿白布宽袖斜襟长袍，黑布鞋。

僧 帽 斜襟长袍

道具 ‘-_一。

1．莲池设在祭场的正中。备木梯一架、方台桌四张，红绸一条(约如木梯长)．大木

盆一个，小木盆一个、屋瓦十片、纸扎莲花五朵。摆法如下：两端各用两张方桌叠起，木梯

横架于上，将红绸顺着盖在木梯之上称为“天桥”；大木盆放在木梯正中之下，再将小木盆

放在大木盆中，用纸剪一小人插在小木盆中央；大、小木盆内均盛有水，表示是“莲池”；瓦

片每两片拱叠在一起，分五份摆放在木盆四周，“表示“五大城门，JJ各“城门矽上插一朵莲

花。其它贡品摆放在两端的第一张方桌上面。 ·一 一

．- j×l

莲池圈

2．七星灯用九个碗分五层叠置：底层用一个碗平放在地；第二层用三个碗斜置在

第一层的碗上；第三层一个碗再平放在第二层的三个碗上；第四层再把三个

碗斜置在第三层的碗上；第五层一个碗平放在第四层的三个碗上。然后，点

燃七支腊烛，下面两层各放三支，最上一层放一支o“七星灯"的摆放位置同

。。莲池，，o

副。

3．梆子一副、镲(大、中、小)兰副、苏锣、小锣，小鼓，摇铃，木鱼各一 七星灯

梆子 镲 苏锣

≤≥
自§毒镑j

小 锣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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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作说明

1．行云步

做法左脚起每拍一步缓步行走，双手持乐器于胸前敲击o ，

2．左走步转

做法左脚起每拍一步向右绕一小圈，然后做“行云步”前行。双手持乐器于胸前敲

击。 ．

3．拜谢

做法左脚向前踏一步、双腿屈膝，上身前俯，低头行跪蹲礼，双手持乐器于胸前敲

击(见图一)o

4．分掌跳

做法双手持乐器在胸前猛击一下，顺势上分至头两侧上方，同时上右脚蹬地跳起，

左脚向前跃一步(见图二)。

图 一 图 二

5．左转身跳

做法左脚蹬地跳起，同时右腿前吸顺势左转一圈后右脚落地，双手持乐器在胸前猛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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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一下随之上分抬至头上方。然后走“行云步”前行。

对称动作为“右转身跳”。

： ，

‘ ‘
‘

．‘

，

． ，(五)场记说明 一。
、、一 '

十 ’

。

舞者

师公(圈一回) 男，九人o 1号为领舞者，持梆子；2至9号分别持大镲、中镲、小镲，

小锣、苏锣、小鼓、摇铃、木鱼。‘
一

地点 一P

～

屋前空地作为祭场，正中摆设“莲池”(昭卸)和“七星灯"o

L土癌宵
唱《请佛》众师公在莲池北面站一竖排。由1号带

领按图示路线成一行做“行云步”行进。边走边

唱：1号走至东方时起唱第一段；走至南方时

起唱第二段；走至西方时起唱第三段；走至北方

． 时起唱第四段；走至中间绕‘‘o。”时唱第五段，然

后再绕场一周。曲终时全体至下图位置。

工与．．j
： [走莲池]无限反复动作同上，按图示路线，1号行

进至台后箭头处。

动作同上，1号领单数，2号领双数按图示路

线穿插行进，各至下图位置，全体面向1点。

全体站定，继续演奏[走莲池]三遍o

741



6

唱《唐三藏取经》反复兰遍做“行云步，，，由1号领

． 队按图示路线走三遍。图示箭头1处以后的小

圈路线为1号领队做左(右)转身穿插绕行的路

线，第一、三遍时每隔兰人穿插绕一圈(见“分解

场记图一”)，第二遍每隔四人穿插绕一圈(见

“分解场记圈二”)。第三遍l号走至箭头2处全体成一竖排。

户

0§√
分解场记图一

i嘞：}壕多：

九赋阗{乳匿|}}毡姥燮

742

分解场记图二

[走莲池】无限反复 1号领众做“行云步”按图示路

线行进，在东、南、西、北四面挂匿．当1号走至

箭头1、2，8、4处时，9号(队尾)均走至圈中顺

势做一次“走步转”(或做“左、右转身跳”)，然后

再跟上队伍，最后1号领队走回原位。

动作同上。速度加快，1号领队按图示路线

行进，凡至台中时均做“分掌跳”跃过“莲池"，再

跟上队伍继续前行。最后全体仍至台右侧成一

竖行(舞完曲止)。

唱《南海普陀》动作同上，1号领单数，2号领双

数，按图示路线穿插行进，两排走至台右前时，

仍插成一行。由1号领队走回原位·



幻．

【走莲池]无限反复速度加快，动作同上按图示路

线行进，每走至图中小圈位置前，前一人退至第

二人后面再向前走(见“分解场记图”)，依次前

行，最后全体站在梯下围莲池站成一圈，均面向

l点o

／百献：曼=)／屯口弋：曼=)

分解场记图

全体面向1点做“拜谢”(舞完曲终)·

传 授

编 写

绘 图

执行编辑

陈尚雄，陈迪祥

孔繁伟，陈义清，傅启发

谭公约(毛南)．

岑云端、康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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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一)概 述

楼

《跳禾楼》是流传在陆川县马坡、米场、温泉一带乡村中的民间祭祀舞蹈。旧时每逢农

历八月十五前后，各村寨乡民为求五谷丰登、禾稻不遭虫害，要在庙堂里请师公《跳禾楼》。

这种祭祀活动也叫做“跳庙”或“跳童”。据老艺人吴业儒介绍，《跳禾楼》就是这种祭祀活

动中的舞蹈段落，在当地流传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他的老祖师吴国惠算起，已传承

了四代人之久。

举行《跳禾楼》时，在庙堂里由法师们坐坛念唱作法，表达人们祈求天上神灵庇佑下界

人安物阜，五谷丰登的愿望，念唱完毕即打晌横鼓、马锣，由师公二人戴上“金童”面具开始

舞蹈。全舞有“金鸡独立"、“蟾蜍上石”，“犀牛抽角"、“白鸠滴水"、“饿鬼推车”、“磨谷踏

米”六个段落，以模拟禽畜的姿态和农人的劳动生活为内容，动作自然流畅，形象朴拙有

趣，富有生活气息。1972年，当地艺人们挖掘整理了《跳禾楼》改编为舞蹈节目，参加地区

文艺调演，很受群众欢迎o

(二)音 乐

说明

《跳禾楼》用横鼓、马锣伴奏，速度平稳，依舞蹈需要任意反复。

曲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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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除附图外，均见“统一图勺

瞳氘翌当量曼专!竺多鬯金童面具；穿中式黑色对襟上衣，外套自底蓝格无袖短褂I穿
黑色中式长裤；腰系龙裙。穿圆口黑布鞋。

⋯⋯～⋯～硐’刁

牛皮纸面具

。黑色④肉色

￡

——

—_

—-
砟

吣

牛．。

一

一

F／1f

。{

慕

面具系法

无袖短褂
龙裙

道具

1·铜质马铃
．

。

2·红彩带长约130厘米，宽20厘米的一条红布带。

3·神台方桌上摆设香炉一个及茶杯三只、酒杯五只、碗三个，各盛茶、酒及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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