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台山，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

2 月 10 日当天，记者在添仓

会现场见到乔台山时，只见乔老

先生身上挂着两部相机，一会儿

出现在神棚，一会儿出现在表演

队中， 不肯错过每个精彩的瞬

间。 虽然现场尘土飞扬，乔老先

生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

乔台山说，九流渡添仓会主

题直接，老百姓表达的愿望很简

单，就是祈求五谷丰登、生活幸

福，很有特色。 九流渡添仓会反

映的是原始的农耕文明，特别是

它的舞蹈，折射出刀耕火种的原

始文明。 此类主题直接的添仓会

在中原地带只有浚县这一家，申

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很有希望。

乔台山还说，九流渡添仓会

是由九个村庄轮流举办的，这促

进了村与村之间的交流，村民与

村民之间的和谐，对民俗文化的

传承有好处。 还有就是，哪个村

子承办，那个村就有集会，既促

进了社会交流，也促进了商贸活

动。

谈到九流渡添仓会的传承，

乔台山说， 政府主导、 协助、服

务，村里主办，这样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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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600 多年的民间祭祀活动———

浚县九流渡添仓会

□

晨报记者 邓少华

刘家渡，曾是

大运河鹤壁段的

一个渡口。 提及大

运河的漕运史，刘

家渡可算是响当

当的地方。 听当地

的老人讲，大运河

漕运繁荣的年代，

运河两岸的人没

有不知道刘家渡

的。 虽然这些话已

无法考证，但也从

另一个侧面证明

了当年的刘家渡

确实不是一般的

渡口。 如今，刘家

渡已经不见踪影，

因刘家渡和水患

而形成的九流渡

添仓会依旧红红

火火， 热闹非凡，

留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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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水患而兴的古老祭祀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十九），记者到达浚县新镇镇牛

村（刘家渡所在地）时，准备参加添仓会的村民已聚集在

村边的铁瓦琉璃庙前，等待化妆师。 村民们告诉记者，今

年的添仓会在侯村举行。 上午 11 时，周围村庄参加添仓

会表演的表演队会在侯村村口集合，然后依次到会上表

演。 他们当天要表演的是失传多年的“跑马匹”。 记者看

到，参加“跑马匹”表演的，除了一些青壮年村民外，还有

四五个 10 岁左右的孩子。 孩子们拿着铁刀、铁铲在庙前

兴奋地挥舞着。 村民赵希连说，“跑马匹”项目失传多年，

经过“抢救”，去年才再次出现在“添仓会”上。

村民们所说的“添仓会”就是九流渡添仓会，历

史上也称浚县添仓会。 据《浚县志》记载：“浚县添仓

会兴起于明，清末至民国年间颇盛。 ”每年正月十

八、十九、二十，当地人都要举行添仓会，规模

之大，形式之隆重，极为少见。 九流渡添仓会也

是浚县继正月古庙会后第二个大型庙会，辐射

浚县、淇县、滑县、汲县（今卫辉）、延津县

三市五县在内的十余万群众。

据《万历九年拾月二十二日玄帝

庙建立碑记》记载：“黎阳以南四十里，

渭水（卫河）之西刘家渡（现名牛

村）东，旧有祖师行祠，前修百有

余年矣。祭祀立庙，会依庙兴。”由

此可推断， 添仓会的兴起当在大明永乐年间（距今 600

多年）。“添仓”意为向粮仓里增添粮食。

玄帝庙，也就是位于牛村的铁瓦琉璃庙。 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被损坏的玄帝庙石碑，如今又被村民移进了大

殿，残缺的碑文依稀可辨，碑文记载了玄帝庙修建年代

和添仓会的历史。

为什么当地人把添仓会叫九流渡添仓会呢？ 浚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连春说，据《浚县志》记载，

刘家渡渡口在元代就有了。 因渡口摆渡的船主姓刘，所

以渡口被人称为刘家渡。 后来，移民渐多，遂成九村，刘、

流谐音，渐变至今，刘家渡也就成了九流渡。

沿河的 9 个村庄分别是浚县小河镇的雷村、 郝村，

新镇镇的彭村、赵村、侯村、蒋村、高村、官庄和玄帝庙所

在的牛村。 9 个村地处五县（浚县、滑县、淇县、卫辉、延

津）交界处，东临卫河，西瞻太行，十里沃野，农茂粮丰，

但地势低凹。 历史上，由于卫河不断泛滥，连年决口，庄

稼遭淹，收成不保。 当时民众对水、火等自然现象蒙昧无

知，面对灾难只能向想象中的天地神灵求助，于是九村

共建一庙，即牛村铁瓦琉璃庙。 每年春节过后，当地民众

就把年年添仓的期望寄托于庙中的水、火二神，进而形

成了一年一度的添仓会祭祀活动。 与大伾山、浮丘山因

朝山进香而形成的大型社火汇演不同，添仓会只是以祈

求丰收为目的的祭祀活动。

九村共一会，村村轮流办

由于九村共一会，轮流坐庄，多年

来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会规”，而且严

谨有序，代代传承。所以轮到某村主会，

该村就会推定产生一位大会首（总管），

多位会首。年复一年，目前，这些村庄依

旧在传承着这一传统民俗文化。每年春

节一过，主办添仓会的村庄

就要提前准备了，提前

扎棚并请剧团来村里

唱戏。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添仓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近年来，九流渡添仓会得到了当地

政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高

度重视，成立了浚县新镇镇牛村铁瓦琉

璃庙管理处，并将添仓会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先后列入县、市、省三

级政府非遗保护名录，使得这一民俗文

化在本区域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并活态

存在。 在传承人张文祥的带领下，村民

们对已经失传多年的“跑马匹”、“顶灯”、“定缸”表演项

目，以及神棚搭建的复原等进行了挖掘、抢救，使之重现

在添仓会上。

上午 10 时左右 ， 当记者赶到侯村添仓会活

动现场时， 表演现场已挤满了等待观看演出的

人 ，地上一层厚厚的鞭炮碎屑为添仓会增添了喜

庆色彩。

张连春说，添仓会，又叫火神会、长鞭会，意在

祈祝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传说清末明初，一位赵村的首

富总觉得水、火都关联民生，于是到滑县车村请来火神

安放在家中。 后觉终非长久，就在玄帝庙东廊房后建庙

一间，火神得居偏位。 又因赵家财大势大，添仓会期间捐

资较多，左右了村民意愿，轮会时各村只请火神就延续

下来，故添仓会又叫火神会。

燃放火鞭（爆竹）是添仓会上的一大奇观。 每到添仓

会时，村民们就买来火鞭，纵列高树或横排高墙，火鞭连

响两小时以上。 所以，有村民也把添仓会称为“长鞭会”、

“场边会”，蕴含在打粮的场边喜看来年丰收的寓意。

张连春从小生活在卫河边，见证了近几十年来添仓

会的演变和发展。 据他介绍，他小时候，神棚里挂满了名

人字画，内容全部是孝亲敬老的故事。

上午 11 时， 参加添仓会表演的各村表演队准时在

侯村村口聚齐。 在鼓乐声中，表演队开始陆续进场表演。

添仓会现场聚集了数万村民。 在表演的队伍中，记者看

牛村的“跑马匹”表演，只见小伙子们扮起野人状，光着

上身，光着脚，手拿铁刀、铁铲，跟着节奏兴奋地舞蹈着。

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在他的印象中，每到添仓

会时，村民们就会自发地将门前的道路打扫干净，“跑马

匹”的人就会在村里舞来舞去。

一位在现场执勤的新镇镇干部讲，每年到浚县正月

古庙会上表演的民间社火队有 40 多支， 来九流渡添仓

会上表演的社火队能达到 20 多支， 添仓会也是继正月

古庙会后的浚县第二个庙会。 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失传

多年的表演形式又开始出现，表演阵容越来越大，吸引

的人也越来越多。

专家：

申请国家级非遗

保护项目很有希望

10 日，浚县九流渡添仓会在新镇镇侯村举行盛大的社火表演。

队伍返回牛村铁瓦琉璃庙，

标志着一年一度添仓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