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浚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

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

专家
学者们评价说

，

古老的浚县民
间文化是构成中原文化乃至中
华民族黄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其中民间社火是
浚县群众性传统娱乐活动的一
种表现形式

，

历史悠久
，

始于上
古虞舜时期

，

成熟于唐宋
，

盛于
明清

。

浚县社火是古老的宫廷
和民间歌舞的遗存

，

对其进行
发掘

、

抢救和保护
，

对丰富和完
善宫廷和民间舞蹈史将产生一
定的推动作用

。

浚县社火源远流长

社火作为一种古老的风俗
表演

，

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
史

。

它源于古人对土地与火的
崇拜

，“

社
”

为土地之神
；“

火
”

即
火祖

，

是传说中的火神
。

社火产
生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

，

是
远古时期巫术和图腾崇拜的产
物

。

在以农业文化著称的中国
，

土地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
物质基础

。

民俗学家顾颉刚先
生在

《

古史辩
》

中这样记述社
：

“

社是土地之神
，

从天子到庶民
立有不等的社

。

乡村祭神的结
会

，

迎神送祟的庙会
，

朝顶进香
的香会

，

都是社会的变相
。 ”

火
，

是人们熟食和取暖之源
，

也是
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
件

。

远古时期人们凭着原始思
维认为火是具有特殊含义的神
物而加以崇拜

，

于是形成了尚
火观念

。

每逢农历正月期间
，

人
们以歌舞等形式拜神

、

祭祀
，

表
达对社神

、

火神的崇拜
，

以驱邪
避凶

，

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

五谷丰登
、

安居乐业
。

后经千百
年来的锤炼

、

发展
，

其性质也由
古代的

“

娱神
”

转化成现代的
“

娱人
”。

社火在各地的称谓不同
，

有称
“

游神
”、 “

迎神
”

的
，

有称
“

过神
”、“

看神
”

的
，

还有称
“

故
事

”

的
……

社火在浚县民间则
称

“

玩会
”，

简称
“

会
”，

它包含高
跷

、

秧歌
、

花船
、

竹马
、

龙灯
、

抬
阁

、

背阁
、

大头舞
、

盘鼓等
。

浚县
的玩会

，

带着远古时期童贞的
记忆

，

代代相传
，

至今鲜活着浚
县的民间文化

，

浓郁着岁岁的
年味

，

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

浚县的社火是群众自发组
织的进香朝拜活动

，

它与正月
古庙会是相依相存的

，

浚县的
庙会有多久远

，

社火就有多久
远

。

如果把古庙会看成一幅人
文画卷的话

，

那么社火便是这
幅画卷里最亮丽的一笔

；

如果
把古庙会看成是一台大戏的
话

，

那么社火便是古庙会的重
头戏

。

浚县的社火与古庙会是
如此难以割舍

，

这或许就是当
地人把社火称之为

“

玩会
”、

“

会
”

的原因吧
。

那么
，

浚县社火
最早的祭祀对象

，

会不会就是
庙会的祭祀对象呢

？

由此
，

说起浚县的社火
，

就
不得不说起浚县的正月古庙会

了
。

之所以称它为古庙会
，

一是
由于年代久远

。

众多专家学者
考证后认为

，

浚县正月古庙会
应该形成于大

伾

山大石佛开凿
的后赵时期

。

据
《

大
伾

山志
》

记
载

，

后赵皇帝石勒开凿大
伾

山
大石佛时

，

民众集结进香
，

朝山
拜佛

，

形成庙会
。

而它的萌芽则
要比后赵时期更为久远

，

起源
于古代的祭祀活动

。

二是离不
开庙

，

庙会因庙而生
、

因庙而
兴

。

有了庙
，

就有了与之有关的
诸多祭祀活动

。

据浚县西街的一位老人
说

，

浚县古庙会最早的祭祀对
象

，

主要是在当地治水有功的
水神

，

他们是大禹
、

二郎神和镇
河将军

（

弥勒佛
）。

浚县是古黄
河的流经地

，

滔滔黄河水曾从
大
伾

山东侧滚滚流过
。

那时黄
河水经常泛滥

，

在浚县先民的
信仰中

，

水神二郎神是最早崇
拜的神灵之一

。

传说
，

上古时
期

，

专司水患及疾病的二郎神
为防水灾

，

担大
伾

、

浮丘二山堵
河口

。 《

浚县志
》、《

大
伾

山志
》

均
记载有

：

大
伾

山
、

浮丘山上最早
的庙宇中就有二郎神庙

，

并有
道士主持香火

。

后来
，

大禹治水
于大

伾

。

被奉为五经之首的
《

尚
书

》

记载
，

大禹治水
，“

东过洛
纳

，

至于大
伾

”。

水患平息后
，

浚
县先民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
绩

，

在大禹曾治水的大
伾

山东
南侧建了禹王庙

，

后由清朝县
令刘德新迁至山顶

。

到了后赵
时期

，

为防水患
，

皇帝石勒又在
大

伾

山东麓开凿了北方最大
、

全国最早的大石佛
，

当地人称
这尊大佛为

“

镇河将军
”，

表现
了浚县先民在黄河水患频发的
年代祈求上苍消除水患的迫切
愿望

。

浚县文物旅游局张富民
说

，

浚县社火起源于古代的腊
祭

。

所谓腊祭
，

即是原始先民为
了表示对神的虔诚而举行的一
种祭百神的活动

。

古书记载说
，

腊日这天
，“

村人并击细鼓
，

戴
胡头

，

及作金刚力士
”，

以驱除
疾病

。 《

礼记
·

杂记
》

记载有
：

春
秋时

，

子贡和老师孔子观看为
酬谢农神而举办的腊祭活动

，

子贡看到盛大的祭祀场面
，

激
动地说

“

一国之人皆狂
”。

孔子
的高徒子贡为浚县

（

卫国境内
）

人
，

在孔子游历讲学的
14

年
中

，

有
12

年是在卫国
。

由此来
看

，

子贡与孔子所议论的腊祭
，

很大可能就是在卫国
。

深厚的文化底蕴

浚县社火不仅有着浓厚的
地方特色

，

而且有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

。

浚县是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

，

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孕
育了多姿多彩的民间社火表演
形式

。

多姿多彩的民间社火表
演形式又丰富了历史文化名城
的内涵

，

社火正如一条穿越时
空的纽带将传统与现代紧紧联
系在一起

。

锣鼓是社火的灵魂
。

时入
腊月

，

每至黄昏
，“

咚咚
”

的锣鼓
声便从各处传来

。

直到农历正
月初九

、

十五
、

十六这几天
，

上
了装的

“

会员
”，

在号角阵阵
、

锣
鼓声声里

，

踩着高跷
，

扭起秧
歌

，

舞狮游龙
、

走街串巷
，

一步
步地涌往山顶朝拜

。

场面宏大
，

气势恢弘
，

如排山倒海般震撼
人心

，

令人不禁在心底油然而
生敬畏之情

。

张富民说
，

在过去
，

浚县的
社火玩会有火神会

、

老君会等
以各路神

祇

命名的会
。

玉皇大
帝的诞辰日正月初九以及中国
传统节日元宵节

（

正月十五
、

十
六

）

为主要表演日
。

春节重在
礼

，

元宵节重在乐
。

元宵节时的
表演为社火的高潮

，

届时
，

白天
社火

，

晚上花灯
。

正月初八下午
到晚上先游街预演

，

正月十五
晚上也是游街预演

。

初九那天
社火玩会上大

伾

山朝拜玉皇
，

在吕祖祠的门外平台上表演
；

十六那天上浮丘山朝拜碧霞元
君

，

在碧霞宫前朝顶
。

浚县社火
规模大

、

分布广
，

现有玩会
60

多家
。

有东街的秧歌
、

北街的背
阁

、

北关的小竹马
，

以及分散在
四乡村落里的抬老四

、

打花棍
、

舞龙
、

跑旱船等
。

俗话说
“

外行看热闹
，

内行
看门道

”。

在形式多样
、

精彩纷
呈的社火表演中

，

踩高跷有着
鲜明的地域风情和民族色彩

。

一班玩会队伍里参与高跷表演
的通常有

20

来人
，

人人都有固
定角色

，

每个角色都有特定的
内容与寓意

，

包含了众多当地
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
说

。

当地的高跷绝技表演中还
伴有拉弦伴奏及高跷唱词

。

城镇西街村
73

岁的文化
老人李顺波祖上辈辈都是社火
表演骨干

，

轮到他这辈
，

更是对
社火情有独钟

。

他十几岁时就
跟着大人学唱秧歌小调

，

至今
出口能唱

。

他曾抢救
、

发掘并保

留下来了类
似古代角抵戏的二鬼摔
跤

，

俗称
“

二鬼打架
”

的
节目

。

他说
，

每一个村的
社火套路都是祖祖辈辈口
传身教延续下来的

。

跑旱船是浚县社火中别具
特色的一种表演形式

，

形象地
再现了当地隋朝时期的民俗风
情

。

旱船也叫花船
，

社火表演叫
跑旱船

。

表演者以陆地代水
，

以
足代行船

，

手持花布船道具
，

另
有一艄公在旁划桨

，

后有手端
莲花灯的女子

。

其角色大多取
自民间故事

，

如
“

赵匡胤千里送
京娘

”、“

陈妙常赶船
”、“

白蛇大
闹金山寺

”

等
。

浚县是古黄河和
大运河

（

卫河
）

的流经地
，

隋炀
帝时代

，

水上交通便利
，

船来帆
往如云

。

隋炀帝三征高丽
，

百万
大军走永济渠

（

大运河
），

龙舟
船队就停在黎阳

（

浚县
）

渡口
。

黄河与卫河边成长了一代又一
代的船工

。

后来
，

黄河改道了
，

卫河停运了
，

船也没有了
。

如
今

，

人们只能从社火
“

跑旱船
”

中寻找当年的影子了
。

传承中的困境与期望

据当地群众反映
，

最近几
年的社火

，

从规模和内容上与
往年相比已大不如前

。

比如
，

参
加人数逐年下降

，

节目内容逐
年减少

，

一些传统的技艺濒临
失传

。

由于经济利益等原因
，

人
们参加社火的积极性普遍降
低

，

是社火传承中最大的困境
。

家住浚县城关镇东大街的
郑中如老人

，

曾是浚县玩会的
老会首及主要组织人之一

，

他
不仅善于讲述民间故事

，

而且
还热衷于秧歌表演

。

老人今年
虽年近八旬了

，

但仍旧为浚县
社火的发展牵肠挂肚

。

记者找
到他时

，

这位戴着老花镜的老
人拄着拐杖

，

颤巍巍地站在门
口

。

旁边的老伴说他
“

成天为秧
歌后继无人担忧

，

跑了不少地
方

，

上门拜访了不少领导
，

如今
腿脚有点不灵便了

，

想去哪也
难去了

”。

郑中如老人
8

岁就开始出
会上装

，

一直到
40

岁
。

如今
，

讲
起社火

，

讲起秧歌来
，

老人还激
动得红光满面

，

好像回到了当
年

。

他说
，

他年轻时
，

浚县东大
街家家户户都会唱秧歌

，

就像
现在青年人唱流行歌曲一样

，

拉着风箱
、

蒸着馒头时都唱着
秧歌小调

。

以前出会时
，

秧歌队

像高跷一样有不同角色
，

且伴
有秧歌小调

。

那时
，

不光扭秧歌
时唱秧歌小调

，

就是踩高跷
、

耍
杂耍的也都唱着秧歌唱词

。

那
时的会比现在的会更有看头

。

现在
，

玩会上山朝顶
，

不光踩高
跷

、

耍杂耍的不唱了
，

就是扭秧
歌的也只扭不唱了

。 “

没了唱
词

，

秧歌就像只剩下了骨架
，

没
了灵魂

。 ”

郑中如老人惋惜地
说

。

据郑中如老人讲
，

前些年
他还在县里召集了能唱秧歌小
调的

18

人进行表演
，

那次表演
在县里打得很响

。 “

我在世上的
年岁虽不多了

，

但也要尽微薄
之力

，

把我所会的浚县秧歌唱
词写下来

、

谱上曲
，

抓紧时间整
理出来

，

有用的
。

要不
，

我这一
去世

，

那些秧歌唱词再想找
，

就
找不回来了

。 ”

老人感伤地
说

。

针对浚县社火如何保护与
传承的问题

，

笔者找到了多年
来为社火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奔波的浚县文化馆馆长
郑继青

。

他说
，

对于传统丢失的
技艺

，

要进行田野式普查
。

具体
做法是

：

第一
，

深入乡镇到各家
各户访问

，

在节目种类
、

内容
、

参加人数等方面
，

进行详细记
录

，

并把所有参加社火的单位
登记入册

。

采取重点项目重点
做工作的方式

，

在现有技艺的
基础上

，

对面临消亡的技艺挖
掘

、

保护
、

传承
。

第二
，

优化庙会
环境

，

政府施行优惠
、

补贴政
策

，

提高群众参与社火的积极
性

。

比如
，

每年举办社火大赛
，

从物质和精神上激发群众参与
社火的积极性

。

至今浚县社火
大赛已举办了

20

多届
，

2009

年
将办成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性的
社火大赛

。

届时
，

将邀请外省市
的社火团体前来参赛

，

进而引
发人们对社火表演的热情

，

并
取长补短

，

为打造浚县精品民
间社火构建良好的平台

。

听了郑馆长的话
，

那上山
朝顶的景象再次浮现于笔者脑
海中

。

在浚县社火这条朝圣的
路上

，

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
的文化传承人

，

前赴后继
，

永朝
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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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寻访文化遗存●精心打造文化名片

●倾力助推文化产业●全面展示文化积淀

今年 6 月，浚县社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社火， 今后将如何保护和传承？

2009 年浚县社火将如何更好地举办以打造精品

民间社火？社火传承路上的困境与艰难是否正困

扰着“社火人” ？

朝顶路上的浚县

晚报见习记者 马 珂 文 /图

王群画作《正月》再现了浚县正月古庙会中的社火景象。

社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