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浚县正月古庙会每年都吸引

着来自省内外的游客，正月古庙会

期间，游客多达百万人次。 在高峰

期，若你从空中俯视，庙会上如织

的游人、香客似要把大伾、浮丘两

山担起来一样。两山间熙熙攘攘的

游人、香客，挑起的是古庙会上数

万民众洋溢的欢乐、祥和、希望。

古庙会保留着中国最传统最

原始的中国人的年。

浚县正月古庙会深深扎根于

当地历史、文化、风土、民众间，扎

根于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习俗里。

要是你想把当地朝顶的社火

表演请到其他地方，会首、会员们

会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我们的表

演是朝拜浚县山神灵的。 朝拜时

间、地点、行走路线都是世代传下

来的，改不得！ ”

中国传统春节，俗称过年。年，

古人称谷子成熟为一“年”，五谷丰

收为“大有年”。 西周初年，即出现

了一年一度的庆祝丰收活动。 后

来，祭天祈年成了年俗的主要内容

之一。 杜神、门神、财神、火神等神

明，都在春节倍享人间烟火。过年，

是古代农耕文化的产物， 据记载，

中国人过年已有 4000 多年历史。

在民间，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

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

或二十四的祭杜，一直到正月十五，

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

浚县正月古庙会恰是中国传

统春节在今天的延续，是中国春节

文化和庙会文化的高度融合。

每年一入腊月，浚县各处火神

庙、土地庙的锣鼓声便响彻浚县县

城大街小巷。浚县腊月初八要过腊

八节，喝腊八粥。 腊月二十三起就

开始忙年了。 花糕、黏糕、杜糖（当

地俗称麻糖）、元宵，成为当地年节

时期特有的传统美食。

浚县正月古庙会在时间上与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年节相合。正月

初一是浚县正月古庙会的第一个

高潮。这天上午浚县县城几乎万人

空巷。正月初九是古庙会的第二个

高潮。 传说这天是玉皇大帝（当地

俗称老天爷）的生日。 按习俗当地

人这天无论刮风下雪都要到大伾

山朝顶祭祀老天爷。浚县县志办刘

会喜说：“浚县社火是千百年来传

承下来的。 每年的社火，都是当地

人自发筹资组织的。正月初八下午

社火队伍要到土地庙和火神庙祭

祀，祭祀罢后社火队伍还要在县城

各大街道游街， 民间称此为‘请

神’。 第二天社火队伍排成长龙登

山朝顶的场面异常壮观。 ”正月十

五、十六是浚县正月古庙会的第三

个高潮。这个高潮又恰逢中国传统

元宵节，俗称“小年”。春节重在礼，

元宵节重在乐。 届时，白天社火晚

上花灯，全城一片欢腾。大伾、浮丘

两山人山人海，达到空前盛况。

庙会祭祀由来已久

关于春节的起源有很多种说

法。一说，起源于腊祭。《礼记·杂记

下第二十一》记载，子贡和孔子观

看为酬谢农神举办的腊祭活动。子

贡看到盛大的祭祀场面，激动地说

“一国之人皆狂”。 子贡是浚县人，

史料所载的腊祭活动很可能是浚

县当时的古庙会。

一说，春节由虞舜兴起。 公元

前 2000 多年的一天，尧即天子位，

带领部下祭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

这天当成岁首。 据说，这就是农历

新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

据记载，中国古代春节正月的

日期并不固定。自汉武帝太初元年

始，以夏年（农历）初一为岁首，年

节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

东汉光武帝刘秀北征王朗胜

利后经黎阳，于大伾山筑青坛祭天

地。 大伾山又被人们称为青坛山，

刘秀登山时所走的路被人们称为

青坛路。

今天的浚县正月古庙会完整

保留了古代祭祀的影子。在浚县民

间社火（浚县当地俗称玩会）中，每

年正月初九东山朝顶祭拜玉皇大

帝，正月十六南山朝顶祭拜碧霞元

君。如果你仔细观看朝顶的社火玩

会，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

是每队社火玩会前，无论是舞狮游

龙的， 还是踩着高跷划着旱船的，

都要先站成一排，在庙门前拜上三

拜，然后再在神灵前表演绝技。 你

还会发现，无论台上指挥的会首出

于时间有限考虑，扯破嗓门如何喊

暂停，社火队伍依旧把要展示的展

示完了才放心。

申遗保护春节文化

“河南浚县正月古庙会是庙会

文化和春节节令文化的叠加，千百

年来，成为史不绝书、万民朝圣的

文化圣地。 ”河南省民俗专家们评

论说。 为抢占文化品牌，为不再重

蹈端午节被韩国提前抢注的历史

覆辙，目前，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拟将“中

国春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

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浚县

正月古庙会作为中国春节民俗的

一个保护传承主体，将成为中国春

节申遗的有力支撑点和落脚点。

伴着第三届中国鹤壁民俗文

化节，中国春节浚县正月古庙会申

遗田野普查工作正在紧密锣鼓地

进行中。 目前，浚县四个调查组正

在进行文字记录、录音、录像等原

始资料的收集，为浚县正月古庙会

田野调查日夜奋战着。

□

晨报记者 张小娜 文 / 图

“每届民俗文化节上的地方戏

会演我都会来看， 不只是因为家离

得近， 更因为自己喜欢家乡人演的

家乡戏！ ”2 月 15 日上午，在浚县新

华影院广场前看戏的李文斌对记者

说。

他和老伴儿都是浚县地方戏的

忠实观众， 当天老伴儿在家有点儿

事，所以没有陪他一起看戏。“按照

老传统，正月十五不过就还算过年，

出来看看戏、扭秧歌，十分开心。 ”李

文斌老人告诉记者，每年的正月里，

他都会和老伴儿出来转转， 只要有

地方戏的会演，他们都会驻足观看，

碰上扭秧歌的队伍也会停下来看个

够再回家。

浚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

长耿清文说， 地方戏会演的剧种主

要有大平调、豫剧和落腔等，地方戏

会演从正月十一演到正月十六 ，地

点在新华影院广场和寺下头村 ，会

演单位为浚县豫剧团、 浚县平调剧

团以及演出质量较高的业余剧团。

“地方戏的会演旨在充分展示

浚县古城的地方特色和挖掘非物质

文化遗产大平调的艺术内涵。 ”耿局

长说。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民俗

文化节上的志愿者，您会选择什么？

“微笑，真诚，热情……”有人这样回

答。 漫步在浚县大伾山景区，抬眼望

去，那些戴红帽子，胸前佩戴徽章和

服务证 ，身着标有“中国鹤壁·志愿

者”字样红马甲的志愿者，一个个活

力盎然。 2 月 15 日，200 余名这样的

美丽身影活跃在浚县大伾山景区 ，

坚守在游客目力所及或者遥遥相距

的地方。

2 月 15 日早晨， 来自市志愿者

联合会的 207 名志愿者到达浚县大

伾山景区。 按照事先安排，他们被分

为礼仪接待组、会场会议组、会堂会

议组 、随车讲解组 、医疗救护组 、秩

序维护组和应急组等 7 个大组 ，到

达各指定位置， 在人流如织的大伾

山上， 四个主要路段的志愿者疏导

游客、微笑劝解 、指路答疑；笑迎八

方来客，送走四海宾朋。 当日，一位

在山上突发心脏病后晕倒的老太太

被志愿者及时发现， 经过医疗救护

小组志愿者紧急施救才得以苏醒 。

而后， 七八名志愿者将老太太放到

担架上抬下山送往医院……有游客

这样评价：“看见‘小红帽 ’和‘红马

甲’，有求必应。 ”38 岁的志愿者李小

勇告诉记者：“去年我就自愿参加了

民俗文化节志愿者活动， 能为游客

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儿， 我才没有遗

憾！ ”2 月 17 日，这群“小红帽”还在

服务民俗文化节。

同日，经过浚县团县委组织、集

合、培训、分工后，300 余名青年志愿

者也进入景区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

活动， 当天共向市民、 游客发放以

“民俗名城、文明浚县、美丽浚县”为

主题的倡议书 10000 余份，服务游客

30000 余人次。 接下来，他们还将持

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青年志愿

者民俗文化服务活动。 据了解，由浚

县文明办组织的该县 16 家省级文

明单位和 4 家窗口单位共 150 名志

愿者，15 日身着“文明志愿者 ”红色

绶带，在大伾山景区附近散发“崇尚

道德、传承文明”的宣传页 5000 份，

并在各单位门口的服务台为游客提

供热水和引导服务。

这一刻 ，爱随心动，润物无声。

（线索提供：黄娜）

卖糖人三十多年了

孙社根是滑县老店乡人，他总

是骑着自己改装的自行车到各地

去卖糖人。

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就跟着叔

父学会了捏糖人，十几岁开始他就

到各地的庙会上去卖糖人。 成家

后， 由于他的妻子精神受过打击，

有些神志不清，家务活和地里的农

活都要靠他。 当时三个孩子都在上

学，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一有

时间他就出去卖糖人，补贴家用。

但卖糖人毕竟是小生意，他的

二女儿因为家庭困难现已辍学在

家，为此，孙社根总觉得对不起她。

孙社根的大女儿在北京上学，正在

读博士。 小儿子也要大学毕业了，

目前在郑州一家单位实习。 儿子考

上郑州的一所大学后，他跟着去卖

过几年糖人， 但因为家里离不开

人，最后还是回来了。

自制的简易行头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 孙社根的行头虽然简单，但

用着得心应手。

他的自行车是刚卖糖人时买的

二手货，后来改装成了烧油的。车子

虽小，但带的东西却不少，每一个可

利用的地方都利用了起来。

他告诉记者，赶庙会时大早上

就要出来， 他经常被冻得腿疼，于

是他自己做了一双又厚又大的护

膝。“做小本生意，挣钱不容易啊！ ”

孙社根感慨地对记者说。

双鼠盗仙丹，年年保平安

木架上插着他捏的糖人，有双

鼠盗仙丹、小龙、马、富贵狗、小老

鼠、桃子等。

有人买糖人的时候，他还会说

各种顺口溜为顾客送祝福， 如：双

鼠盗仙丹，年年保平安；小老鼠偷

油，越吃越有等。

他告诉记者 ， 过去因为孩子

的玩具少，糖人非常受欢迎。现在

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孩子更是

家中的宝贝，好吃好穿的，所以生

意没以前那么好了。 在采访的近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记者感受到

了他的朴实 ， 也感受到了他作为

父亲的伟大。

2 月 15 日，在喧闹的

锣鼓声中，57 岁的孙社根

在浚县伾浮路上卖糖人，

他在自行车后面加装了

一个木头架子，上面插着

各种各样的糖人。

淇河家政：3360777（单位、家庭保洁、外墙清洗）

兴鹤同力清洗外墙：13033891162（疏通大中型

管道、便池，清理化粪池）

君事达物业（家政）：3278666� 2168326

疏通疑难管道、便池，清理化粪池（有大车）：

13673925385� 13103926404

淇滨家洁清洁公司：13084233220

疏通各种疑难管道、便池，清理化粪池：

15139280818

福源家政（专业疏通管道、清理化粪池）：

13084236078

鹤翔家政：15839225215� 13939274966

利民家政（外墙清洗）疏通管道：3298881

疏通大中型管道、清理化粪池：13030393419

希望家政：3302701� 13839236648

兴洁家政：13033874070

玉洁家政：13030390094� 13693925959

舒宜家政：13613920200� 13613920091

昌晟物业（家政）：专业开荒，酒店、单位、家

庭清扫 13569638536� 3339335

心意家政：13569647934

鹤壁大博金家政：13673922387� 6996994

（单位、家庭保洁，地板打蜡、地毯清洗、保

姆、月嫂、钟点工等。 ）

金磊金属回收：3365608� 13033878985

中通速递：承接同城、国内快件 3322211

味道名厨：3367100

大明眼镜销售热线：3336036

“水管家”净水直饮机———您的健康饮水专

家：13939282520

康露水坊纯净水：3360160

佳能数码相机：13939279001

印象淇河原生态商务礼品：13803927244

路灯维修热线：3311828

新区爱玛电动车售后服务热线：3290559�

2231688

市中医院急救电话：3378322� 3353120

康复科电话：3378303

旺旺催乳（专治乳少、积奶、乳腺增生）电

话：15839220377

便 民 服 务 电 话

家 政

综 合

订 餐

医疗健康

古庙会印记 庙会上的那些老摊贩儿

之

古庙会上的吹糖艺人

为家门口的盛会出把力

□

晨报记者 王帅 赵玮

喜欢看家乡人演的家乡戏

□

晨报记者 郑常鹏

核

心

提

示

孙社根在制作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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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正月古庙会与中国春节

□

晨报记者 马珂

前不久，腾讯网上流传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人过春

节的老照片，吸引了众多眼球，泛黄的老照片里的春节，勾起

了许多人美好的记忆，那记忆温暖而遥远……如今，我们依

然可以在古庙会里找到老照片里年的影子和味道。

［史说古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