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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首和他们的社火表演队

□

晨报记者 渠稳 实习生 席适之

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旱

船划起来、大头娃娃跳起来，正月

初九这天上午， 浚县南关村的社

火队伍在大伾山广场进行表演，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名 30 多岁

的男子指挥着表演的队伍。 其中

一名队员告诉记者， 这名男子叫

李新才， 是南关村社火盛会的会

首，随后记者和李新才聊了起来。

李新才告诉记者， 他今年 33

岁， 在南关村已经当了两年多的

会首。“我是 2009 年开始被村民

推举为社火盛会的会首的， 以前

的会首是我父亲，他当了十多年，

现在我父亲年纪大了， 腿脚有些

不灵便，于是村民就推举了我，这

也算是子承父业吧。 ”李新才笑着

对记者说。

“这次我们村参加社火表演

的人数在 800 人左右， 村里的家

家户户几乎都参与了进来， 创下

了历年来参与人数之最。 我们村

的男女老少都热衷于社火表演，

从四五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

人，几乎每个人都会扭几下秧歌，

划几下旱船。 为了参加这次庙会

社火表演， 大家从腊月二十就开

始排练了。 ”李新才告诉记者，他

们所用的道具都是村民自发凑钱

购买的。“以前的道具由于过于破

旧无法使用了， 但又苦于没有活

动经费， 于是我们号召村民凑钱

购买新道具， 最后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 终于凑齐了购买新道具

的钱。 ”

“这支社火表演队之所以能

正常维持下去， 都是村民共同努

力的结果。 ”李新才说，从他父亲

的手中接过会首的大旗， 感觉压

力很大，生怕组织不好社火表演，

但是很多村民从行动上给了他很

大支持， 让他有信心带领这支社

火表演队更好地走下去。

伴随着锣鼓喧天的社火表

演， 记者又看到了来自城关镇顺

河村花船会的精彩表演， 与其他

以男性社火表演为主的社火表演

相比， 城关镇顺河村花船会基本

上都是由老太太组成的。 她们扭

着秧歌，划着花船，吸引了不少游

客驻足观看。“每年在浚县古庙会

都能见到这些老太太的身影 ，她

们已经是浚县古庙会的常客了。 ”

一位浚县本地的居民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 城关镇顺河村

花船会的前身是夕阳红花船秧歌

队，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了。“顺河

村花船会成立至今， 我一直是会

首，已经当了近 20 个年头，我亲

身经历了我们的社火团队从以前

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二三百

人， 就连会首也从以前的一人发

展到现在的四人，一人负责教，一

人负责组织协调、 一人负责管道

具、一人负责筹集活动资金。 ”城

关镇顺河村花船会的会首张兰梅

告诉记者。

张兰梅说， 花船会刚成立的

时候非常困难， 她们这些老太太

一无资金二无道具， 每次演出的

服装都是她们一针一线缝制出来

的。“演出服装靠我们几位老太太

一针一线地缝，既费时又费力，于

是我们几个会首就商量着找单位

赞助， 这多亏了另一个会首常玉

娇，她为了花船会没少费心，不是

找酒厂就是找银行， 只要知道哪

里开张， 我们还会免费在商家门

前表演。 就这样，经过三四年的努

力，我们见到了成效，移动公司等

几家单位赞助了我们。 虽然钱不

多， 但已足够给新加入花船会的

成员购买服装了。 ”张兰梅说。

看着这几年花船会不断发展

壮大，张兰梅、常玉娇等人感到非

常欣慰。 常玉娇表示，随着年龄越

来越大，再过一两年，她们几个老

会首会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让年

轻人带领花船会继续发展下去。

在浚县城关镇有一支社火表

演队在解放前就成立了， 至今已

经走过了 60 多个年头，它就是桥

西村武术娱乐社火队。 正月初九

这天， 这支社火队派出了由 800

多名武术弟子组成的表演队，为

前来逛浚县古庙会的游客奉献了

一场精彩的社火表演。

“刚解放时，我们桥西村武术

娱乐社火队还为解放军进行过社

火表演。 一晃 60 多年过去了，当

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现

在我已经 66 岁了，在这支社火队

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的会首。 ”桥西

村武术娱乐社火队会首贾永连感

慨地对记者说。

贾永连是 1974 年开始当会

首的，当时他还不到 30 岁。“我们

这儿的规矩是会首 3 年换一次

届，每次换届的时候，村里就有人

来给我做工作， 要求我继续当会

首， 在村民的拥护下我已经当了

三十多年的会首了。 我是跟着社

火表演队长大的，刀枪剑戟，都能

耍上几下。 在师傅的提携和教导

下， 我从一个毛头小子成为了一

名武术教练， 而且我所带的弟子

也开始在社火表演中挑起了大

梁。 ”贾永连欣慰地说。

谈到这次社火表演队的组成

人员，贾永连告诉记者，这个 800

多人的队伍中， 年龄最小的队员

只有 13 岁， 最大的队员已经 82

岁了。“我们桥西村男女老少都喜

欢社火表演，每逢有社火演出，如

果不是家里太忙了， 大家都会积

极参与进来。 我有一个本家的叔

叔已经 80 多岁了，想着他年龄大

了就没让他参加社火表演， 可他

争着要参加， 没办法只好给他安

排了一个打横幅的工作。 ”

贾永连说， 他们这支社火表

演队是伴着新中国的脚步一路走

来的。 60 多年来，见证了中华民族

从贫穷到富强。 之所以大家都喜

欢参加社火表演， 是因为他们都

怀着一颗虔诚、感恩的心。“现在

农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几

乎年年村里都有新变化， 村民物

质生活满足带动了精神文明需求

提高， 他们非常感谢国家的富民

政策，为祝福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他们纷纷走

上街头用象征着红火、 吉祥的社

火表演来为国家祈福。 ”

走在城关镇北关村同乐会社

火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精神矍铄

的老人，他嘴里含着哨子，用哨子

指挥着正在进行社火表演的队

伍。 这位老人叫刘继先，今年已经

80 岁了，他告诉记者，在整个浚县

地区，上 80 岁的老人还在当会首

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刘继先告诉记者， 他已经连

续当了十五六年的会首了， 村里

的人都很敬重他， 每逢春节村里

的男女老少都会去给他拜年，这

让他很开心。“现在孩子都大了，

家里的农活都不让我干了， 啥事

儿也不用操心， 于是我把精力全

投放到了组织社会表演队上来，

家里人也很支持我当会首， 毕竟

这也是发挥我的一点儿余热吧。 ”

刘大爷说起自己当会首显得非常

自豪。

刘大爷告诉记者， 每年进入

腊月以后， 他就和村里的其他会

首一起开始谋划春节期间的社火

演出了。“组织人员排练是头等大

事， 为了让社火这一民间文化艺

术能代代相传下去， 我们专门把

排练的时间放在了学生们放寒假

之后， 还专门让一些社火表演基

本功好的人员教孩子。 现在我们

村的孩子基本上都会踩高跷 、划

旱船， 还有些三四岁的娃娃已经

开始接受背阁训练了。 只要让孩

子们掌握了社火表演的各项技

能， 这一民间文化艺术就会代代

相传下去。 ”言语中可以感受到，

刘继先老人非常重视社火艺术的

传承。

“我现在偶尔会参与社火表

演，高跷是踩不动了，狮子也舞不

起来了，只能划一划旱船。 我年轻

的时候可是啥都精通 ， 高跷 、舞

狮、舞龙都不在话下。 我现在年纪

这么大了，身体还如此硬朗，都是

托了年轻时表演社火的福了。 生

命在于运动，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

老人和我一起参与社火表演。 ”刘

继先说。

“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 很多村民都会参加社火表

演以丰富生活。 我相信，随着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 来浚县古庙会参

加社火表演的人会越来越多。 ”刘

继先最后对记者说。

按照浚县当地人的说法，正

月初九这天是吕洞宾吕祖爷的生

日， 纸坊街高跷表演队专程来到

大伾山吕祖庙门前进行社火表

演， 化装成八仙的高跷队员跟着

锣鼓的节拍不停舞动， 吸引了不

少游客驻足观看。

“化装成八仙是为了纪念吕

祖爷， 希望吕祖爷保佑今年风调

雨顺 ，五谷丰登 ，生活美满 ，我们

每年正月初九都会在吕祖庙前进

行社火演出。 听老一辈儿讲，在这

里进行社火表演从清朝末年就已

经开始了， 渐渐成为了当地人的

一种习俗。 清朝末年，战火纷飞，

当时民不聊生， 进行社火表演主

要是为了祈求能过上一个平安

年。 如今太平盛世，社火表演不仅

仅是为了祈福， 更重要的是展现

美好生活。 ”纸坊街高跷表演队大

会首张学孟对记者说。

社火表演展美好生活

浚县古庙会的社火表

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

早可追溯到明清年间。 每

逢春节期间，正值农闲，辛

苦了一年的庄稼人满怀喜

悦，集结起来玩社火，欢庆

新春佳节， 预祝来年风调

雨顺， 五谷丰登， 生活美

满。

每年进入腊月后，按

照浚县当地社火表演的习

俗， 每个村的群众都会自

发组织，选出会首，筹措经

费，添置道具，然后开始紧

张排练。进入正月，浚县古

庙会开始后， 大家便走向

街头，或被邻村邀请，或主

动到邻村表演。

会首是社火表演的发

起者和组织者， 是社火表

演队的“神经中枢”，没有

他们， 社火表演就不会形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也正

是这些会首们通过努力让

社火表演这一民间文化艺

术得以保留和传承。 记者

在 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初

九这天， 在浚县古庙会上

采访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

社火表演队会首。

浚县古庙会社火表演。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李新才 晨报记者 秦颖 摄

贾永连 晨报记者 秦颖 摄

刘继先 晨报记者 渠稳 摄

张兰梅（右二）和她的会首伙伴们。

晨报记者 秦颖 摄

张学孟 晨报记者 渠稳 摄

子承父业当上会首

当会首三十多年了

当会首要懂得传承

老太巾帼不让须眉

浚县古庙会高跷表演。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