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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民间会社组织的历史脉络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陈 娜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 要：浚县民间会社是在民f,3信仰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正月期间，人们自发结社以歌舞等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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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浚县会社具有浓郁的特色和价值。成为当地红火的民间

文化活动，在村社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中原多元文化的浓缩，是中国春节文化的历史缩影和集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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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位于河南省北部，属鹤壁市管辖，地处太行

山东麓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诗经·卫风》中吟唱

的“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中的“顿丘”就在这里。浚县

古城历史悠久，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f1】(1)。浚县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遗风延

续发展，形成了浚县民间文化的独特风貌。孕育出了

当地灿烂的民俗文化。规模宏大的古庙会就在这样

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其历史之久，历时之长，影

响之广，堪称“中原第一古庙会”。正是古庙会这个重

要载体，造就了浚县民间会社这朵美丽奇葩。

何谓会社?“会”是指聚集进行的游戏娱乐活动。

如庙会、灯会，后引申为出于一定目的结成的某种团

体或组织[21(295)。所谓“社”，最初是指某种空间聚落，

就是中国古代村落的雏形。后来，“社”也被用来指上

古以来的村落土地神及其相应祭祀活动。“社”还被

用来指称村落当中的民间组织，比如按职业、爱好、

年龄、阶层、性别和特殊13等结成的基层群体p】(1)。因

此，简单来说，会社是指在中国乡土社会城乡各地节

日庆典期间。承载和组织群众娱乐活动、仪式信仰活

动的民间组织。

一、浚县民间会社的历史脉络

浚县民间会社与浚县正月古庙会相生相伴。春

节期间，会社组织民众进行社火展演，朝山拜佛，将

正月古庙会推向高潮。专家考证认为，浚县正月古庙

会形成于大侄山大石佛雕凿的后赵时期。庙会因庙

而生，因庙而兴，随着大侄山、浮丘山上新庙会的兴

建，前来祭祀神灵佛祖的人逐渐增多，促进了庙会的

大规模发展，进而民间社火不断发展起来，民间会社

应运而生。

明朝时期随着碧霞宫的落成．浚县民间会社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浚县地区碧霞元君信仰繁盛，

朝拜碧霞元君成为会社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对浚

县会社的繁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浚县浮丘山碧霞

宫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始建，历时21年，浚

县民间会社也在此时发展成熟。从那时起，浚县会社

组织形成规模，至今。在整个豫北地区占有重要地

位。

浚县会社在清朝中期已很盛行。并且得到了官

府的认可。浚县顺河街的花船会社已有数百年的历

史，至今会首还保存着清光绪年间的4块银质奖牌，

这些银质奖牌形如葫芦，薄如粉皮，有六七厘米长，

上有一“赏”字，“赏”字上方有“正堂陶”字样，陶即当

时浚县县令陶珙。“赏”字奖牌充分证明，清朝时浚县

社火已经形成高潮，并且会社组织得到了官府(县

衙)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

和会社的管理工作。于1952年成立了“浚县文物保

护管理委员会”．政府的重视使浚县会社文化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浚县会社组织被认为

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被强行取缔。使其发展跌人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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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船会社光绪年间获得的银质奖牌图

(图片来源：鹤壁市社火文化之乡专题片)

寞冷落的低谷。[4】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会社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0年以来，县政府曾在正

月古庙会期间举办了三届民间艺术节．促进了民间

社火的发展和繁荣。浚县民间社火于2008年进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近年

来，正月庙会期间连续举办社火表演大赛，使社火表

演达到高潮，民间会社组织日益得到重视。

截至2013年末，浚县共有会社160多个，分布

于浚县县城及周围的一些乡镇。这些会社多年来一

直承袭着传统习俗．组织社火表演，涉及品种有狮

子、武术、高跷、秧歌、花船、竹马、背阁、腰鼓、盘鼓、

舞龙、花篮舞、蹦杆轿、担经挑等近20个，有着较高

的文化品位和浓郁的民俗特色。

浚县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社火品类分布情况

会社数
乡镇 各社火品类情况

量(个)

其中：秧歌11家、盘鼓4家、舞龙l家、

侄山办事处 15 狮子9家、武术8家、花篮2家、腰鼓

4家

其中：秧歌8家、花棍1家、花篮4家、
浚州办事处 9

腰鼓l家、二夹弦l家、担经挑l家

产业集聚区 2 其中：盘鼓1家、秧歌1家、高跷1家

其中：秧歌22家、高跷5家、狮子6家、

武术2家、花棍4家、花篮3家、腰鼓8
屯子镇 24

家、二夹弦1家、花船6家、怕老婆顶灯

1家、竹马1家、担经挑1家

其中：秧歌19家、高跷4家、狮子9家、

武术6家、花篮3家、腰鼓6家、怕老婆

顶灯2家、王大娘钉缸2家、花船2家、
新镇镇 24

抬阁3家、跑马匹1家、小唱4家、背阁

2家、蹦杆轿1家、舞龙1家、担经挑2

家、军乐团1家、竹马3家

其中：秧歌13家、高跷1家、狮子4家、

自寺乡 13 武术3家、花篮2家、腰鼓1家、担经挑

1家、花船1家、小唱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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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秧歌11家、高跷1家、狮子1家、

武术2家、花棍1家、花篮8家、腰鼓1
善堂镇 12

家、花船2家、二鬼打架1家、担经挑1

家、军乐团1家、竹马1家、小喝1家

其中：秧歌12家、狮子4家、武术2家、

卫贤镇 14 花棍1家、腰鼓7家、小唱2家、花篮3

家

其中：秧歌15家、狮子3家、武术3家、

花篮6家、腰鼓8家、抬阁2家、小唱2
小河乡 16

家、花船2家、军乐团l家、背阁1家、

竹马1家、担经挑l家、蹦杆轿1家

王庄乡 6 其中：秧歌6家、花篮2家、腰鼓3家

其中：秧歌1l家、高跷4家、狮子7家、

武术3家、花棍2家、花篮1家、盘鼓5
卫溪办事处 16

家、背阁1家、竹马2家、舞龙1家、花

船2家、二鬼打架l家、担经挑l家

其中：秧歌10家、盘鼓4家、高跷3家、
黎阳办事处 11

狮子1家、武术l家、腰鼓3家

资料来源：浚县文化馆《2013年浚县民间社火

深度普查报》。

注：一个会社往往兼有几个品类。

二、浚县民间会社的组织运行

浚县正月古庙会从正月初一持续到二月初二．

一个月的会期，社火表演是高潮。为了保证社火节目

的质量，从年前的一个月开始，各会社便开始起会，

准备相关事宜。古庙会期间的正月初八和正月十五

的下午是各社火队的游街预演，初九和十六是社火

表演最为集中的日子，正月十六的规模最大。社火表

演期间，从早上七点开始，四邻八乡的社火队齐聚县

城，组成浩浩荡荡的社火表演队，初九上东山朝拜玉

皇，在吕祖祠门外平台上表演，十六上浮丘山朝拜碧

霞元君。上山出演的会社最多时达到70多家．参演

人员达4万多人，观众数10万。

浚县民间会社是民间自发的传统娱乐和信仰组

织，主要以村为单位，个别有以企业为单位。一般情

况下一个村落或社区组织成立一个会社，如果经济

实力较好的话，也可以组织两个会社，如东街社区便

有东大街火神圣会和东后街社火会两个会社。

会社组织构成大同小异。一个完整的会社由上

千人组成，组织首领称为会首，会首主要是那些在当

地名望较高、有威信、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但有

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在村委会中任职，会社村落神事

管理系统与传统村落基层政权村委会是两套组织系

统，不能互相交叉，不过村官们可以参与和支持会社

活动。除大会首外，会社还有副大会首以及小会首组

成的会首委员会，副大会首只有1个。小会首有7—8

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其中有几个是常务会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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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首由大会首指定。会首也都有一定的任期。一届会

首的任期为l～3年，有时候一年一换．有时候2—3

年一换，机动灵活。任期满后便再重新推荐或轮流由

名望较高的人担任。除了大会首和小会首之外．还有

一些工作人员，负责出会的后勤工作．人员的合理分

工是上会成败的关键因素。

会社每年的服装、道具、演员工资等都是一大笔

开销．为了维持会社的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有充足的

资金来源作保障。到了每年的年关，会首就会召集动

员会，把小会首分成组，深入到各家各户收会钱，会

钱的捐赠遵从自愿原则。每一个村的社火套路都是

祖祖辈辈口传身教延续下来的，也都是由一些热爱

和热心文化的人去继承和发展的。各会社的差异主

要表现在组织的节目类型上，狮子、武术、高跷、秧

歌、花船、竹马、背阁、腰鼓、盘鼓、舞龙等各式各样。

浚县会社组织作为一个组织管理完善的群众自

治的民间信仰组织，是当地特色文化的代表。通过对

其组织管理状况的调查分析，可归纳出浚县会社以

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自发性。浚县民间会社作为一个民间信仰组织，

是民众自发的为筹备正月的社火演出而形成的民间

组织。

季节性。会社组织是依托于春节等传统活动来

进行民间信仰活动，平时大家忙于务农或外出打工，

正月前夕便自发结社，筹备社火演出。

非营利性。会社组织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民众和

企业的自愿捐款，其用途主要用于购买服装道具和

组织社火会的演出，资金去向公开透明。

平等性。一个完整的会社组织由大会首、小会首

和演员等组成。在会社内部只有任务分工的不同，没

有职位高低，大家一律平等。

稳定性。会社的参与人员基本上都是本村村民，

每年春节的正月初八、初九、十五、十六，是会社出会

的固定时间。在这个时间点里，他们到固定的地方，

依据固定的路线进行社火表演，迎神赛事，人神共乐。

三、浚县民间会社的功能

(一)社会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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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社

火人物的脸谱、社火的唱词、社火所表现的故事等，

都印记着浚县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另外，浚县社火

形象的表演、艳丽的服饰和道具又体现出极高的观

赏价值。浚县会社文化承担着历史文化的记忆和传

承，具有积极的社会文化功能。

浚县会社分布广，规模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社火满足了民众最根本的需求。民间群众自我表演、

自我欣赏、自我娱乐、自我陶醉。人们习惯于通过它

来表达欢乐、恭贺、喜庆、热闹的情绪。社火表演的主

旨大多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宣扬

孝道和诚信和睦，崇尚英雄和正义。社火表演也是勇

敢、才艺、团队精神和生命力的充分张扬。玩社火有

利于形成祥和、安定、团结的社会气氛。社火的传承

发展对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提供了深厚的民

众基础和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经济功能

浚县自古以来便具有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淇

水、卫水、黄河三大著名水系流经这片古老的土地，

汇集了四方商贾，八方来客，带动了本地以及周边地

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1．浚县会社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会社依托

于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有“华北第一大古庙会”之

称的浚县正月古庙会，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撑下，浚县庙会立足提升品位，丰富内容，硬件

设施日益完善，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2008年赶会者有400万人次，旅游直接

收入510．37万元，综合收入2亿多元。2011年，浚县

正月古庙会共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综合收入3．5

亿元。2016年，共接待游客600万人次，综合收入5

亿多元。浚县会社举办的社火展演作为正月古庙会

中最大的亮点。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浚县会社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正月古庙会

期间．正月初九和十六，浚县会社组织的社火展演使

庙会达到高潮，吸引着周边市县及来自晋、冀、鲁、皖

等省数万民众，高峰期时有30多万人。每年春节刚

一过。上山便被提上日程，上山之后，年轻人逛逛街

市，买买东西；老年人烧烧香，拜拜心中的神明，为儿

孙祈福，寄托着对来年的美好希望。看社火已经成为

周边民众每年春节必有的活动之一，民众借此一饱

眼福，感受民俗，感知年味。

四、会社组织的变迁与传承

浚县会社经历了上古虞舜至周朝时期的孕育，

东晋后赵时期的萌芽，明清时的成熟，以及新中国成

立至今的兴衰更迭。历经变迁与传承，其性质也由古

代的“娱神”转化成现代的“娱人”，形成一种人神共

乐的局面。

(一)会社活动的变迁

传统的会社主要以村落为单位，正月期间自发

一53—

万方数据



结社，推举会首，组织社火演出。近些年出现了以企

业为单位的会社．如2003年河南环燕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的河南环燕轮胎社火队，参演人数达200

余人。会社在节目内容上也进行创新，引进了新的项

目类型．如浚州办事处秦李庄二夹弦文艺会已经把

太极拳、太极剑等新的活动项目纳入社火演出；东大

街火神会新增格格组：魔术表演也走进了会社节目

中。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民间会社的管理与引导，

会社往年出会上山的顺序都是靠抢，社会秩序较混

乱。近些年来。政府对各会社的排列次序、行进时间、

表演时间、表演场地等问题进行协调管理，营造了一

个合理有序的和谐出会氛围。

(二)会社组织的继续传承与发展

浚县会社是纯民间、原生态的，承担着历史文化

的记忆和传承．拥有积极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教育功

能。但目前浚县民间会社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困

难问题。传承情况不容乐观。

首先，随着商业文化的不断渗透，民间会社赖以

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一些传统习俗也

发生变化，特别是现代娱乐形式的增多，传统娱乐活

动逐渐被代替。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大不如前。其次一

些颇有造诣的老艺人因年岁已高逐步退出表演舞

台。有的相继谢世，一些绝技难以传承，而年轻的社

火演员还不能挑起传承发展的大梁，青黄不接，年龄

结构的不合理，参加人数的下降，使节目内容逐年萎

缩。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审美需求不断提高，对社火

表演的兴趣愈来愈淡漠。一些艺人外出务工，参加演

出时间越来越少。会社传承面临很大困境。

会社应该是一种集体传承．应坚持三条路径：

1．信仰是主线。会社起源久远，产生于中国传

统的农耕文化，薪火相传，浸润着浚县的民间文化。

-—-——54---——

因此．只要人们还保有对“社神”“火神”的祭祀，只要

人们还有信仰作支撑，会社传承便不会断，人神共乐

的社火便会长久不息。

2．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会社的长久发展最根本

的是不断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要通过表演内

容和道具的更新、组织的完善、技艺的传承，不断拓

展社火的文化内涵，面对青黄不接的现状，只有把人

留下才有可能继续传承，只要还有人演，这门艺术就

不会失传。

3．政府要加强扶持引导。政府应从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和谐社会的高度来看待会社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认识到非物质遗产保护与我国的国家

文化安全和民族认同息息相关，通过“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将民间信仰纳入翻地方经济发展的体系

中，扩大浚县社火及会社文化的国内外影响力，提高

文化创新能力，打造文化品牌，做大做强特色文化产

业。

浚县会社来源于民间。根植于民族传统节日和

民俗活动中，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做好

会社组织的传承和发展。将会带动和促进整个民族

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发展，也是对民俗文化宝库

的有效补充。同时，作为群众参与性很强的文化活

动．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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