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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浚县民俗文化

谷雪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南京 210097)

——庙会舞蹈的调查与研究

摘要：浚县正月古庙会是集神秘性、集体性，娱乐性，继承性为基本特征的典型庙会，是中原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是原生态文化的墙影，

已经作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道产，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在整个庙会中有着大量的舞蹈表演，其中，舞龙，舞并．南竞，
秧歌，背阁．大头舞等民间艺术舞蹈表演是其主要表演内容。本文利用浚县的民俗文化优势，对庙会舞蹈进行了调查研究，将浚县正月

古庙会中的舞蹈形式挖掘出来，最后通过论文的呈现，将其记录并保护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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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调查研究了河南省浚县当地民俗

文化，地域特征、人文风情、对正月古庙会

舞蹈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

正月古庙会舞蹈文化的挖掘、调查、整理。

希望将浚县当地的民俗文化，以及民间舞

蹈艺术保护并传承下去。

浚县正月古庙会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

二，长达一个月之久，有着时间长，规模宏

大，民俗味浓，民间工艺品奇特的特点。古

庙会中的民间社火表演最初是人们用来祭

祀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朝拜活

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戏剧、神话、战

争中的人物、音乐、舞蹈融于社火表演，逐

渐成为当地红火的的民间文化活动。社火

积淀了当地几百年来的文化精髓，通过社

火的表演，积极的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教

育功能等。

浚县正月古庙会的形成与发展，是浚

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政治、经济，文化综合

发展的重要表现。“庙会”二字，庙在前，会

在后，这说明因庙生会，浚县古庙会正是如

此浚县庙会历史悠久，其特点也显而易见。

庙会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长达一个月

之久。初一形成第一个小高潮，在“一元肇

始”的大年初一，浚县人和全国大多数地方

一样，先给家里老人、街坊邻居拜年。初九

是正月古庙会的第二个高潮，几十家社火

依次接成长龙，到大侄山顶的的天爷庙进

行祭祀表演。十五、十六是正月古庙会的第

三个高潮。因为正逢我们元宵节，所以上百

家的社火表演把庙会推向了更高的高潮。

此次研究浚县古庙会上的舞蹈，主要

以社火表演为我们研究的主对象，一是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特色；二是与我们所学的

舞蹈专业相结合。

“逛庙会、看社火”是浚县老百姓过年

的传统习俗。首先，社火是什么?它是“节日

迎神赛会所演的杂戏、杂耍”，是散发着泥

土气息的原生态瑰宝，它是搏动在黄土深

处的历史心跳，既贯通历史．也流向未来。

前面有提到，浚县民间社火最初是人们用

来祭祀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朝

拜活动。相传古代黄河水经常泛滥，大禹治

水到了这里，水患平息后，当地人祭祀治理

水患有功的神灵和英雄，修建了和大禹、二

郎神、弥勒佛相关的庙宇，逢年过节浚县就

举行大型庙会活动，这也是浚县古庙会的

雏形，在庙会上举行大型的“娱神”活动，期

盼来年风调雨顺，祈求“神灵僻佑”，这也是

浚县民间社火的重要起源之一。

在研究中发现，庙会卜的社火表演别

具一格，来自当地周边乡村的近百家社火

表演队，在天不亮的时候，表演队伍就早已

集结在县城北关，等到早上7点，他们依次

进入县城的北大街、南大街，初九上大侄

山，十六等浮丘山。不管是表演什么节目的

演员，身上穿的和服装道具都非常复杂，但

是他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上山的行列

中。在浚县，社火表演既有踩高跷、扭秧歌、

舞狮子、跑旱船、骑竹马、玩龙灯、抬老四、

打花棍、二鬼打架、背阁、抬阁、大头和尚戏

柳翠。张公背张婆等杂戏杂耍，也有相当数

量既非杂戏也非杂耍的武术表演，这是其

庙会的一大特色，刀、枪、剑、戟、棍、叉、锏、

鞭⋯⋯或单打独斗，或众人混战，给庙会的

热闹欢快带来野性的搏杀感。

1通过一系列的挖掘与研究工作，整
理出了五种社火的表演内容
1．1踩高跷

高跷表演一般有一位拉弦子的伴奏，
打开场后，拉弦子的坐在中间，跟会的入四

边围着，所有的高跷演员绕场子边扭边唱，

满场回应，这叫“满场热”。

高跷的表演形式有近20种，比如探海、

二攒、三攒、大扎草、大蹲桩、小蹲桩、提篮、

背剑、抱月、贴皮草、扑蝶、捕鱼、叠罗汉、牵

象、赶驴，等等。具体怎么表演呢?“右腿翻

转抱着跷棍，把跷棍从背后放到另一个肩

膀上，这叫抱月转背剑。难度最高的三层叠

罗汉，最底下是老渔翁，中间大金脸，上头

是小孩扮的韩湘子。大金脸扯着三、四米长

的红绸布，布的另一头有人接着．蹦着往后

走，这叫牵象。”一个完整的高跷队，共有九

组人物，每组表演的内容都不一样，风格迥

异。同时在高跷表演时一般都伴有音乐唱

歌，表演人员一边唱一边表演高跷，他们唱

的都是快失传的民间小调。其中《尼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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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放风筝》《孟姜女寻夫》《八月十五过

江》等最为著名等。
1．2扭秧歌

秧歌作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蹈形式，

在浚县社火表演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往往把社火表演推到高潮。扭秧歌本是南

方插秧季节劳动时的小调，移植到浚县后，

成了边行边舞边唱的社火形式，浚县秧歌
具有舞唱结合的独特风格，表演者踩短跷，

扎场演出时，打伞人站中间，领头人率队打

圆场，边舞边走，停下来后，打伞人唱伞帽

小曲，点到谁的名字，谁就表演一段，一般

是二人对唱，边唱边舞。秧歌队一般由十人

以上组成，人越多气势越大，越壮观。表演

秧歌的艺人们手拿手绢和扇子，边走边扭，

他们手拿的道具和我们今天在民族民间舞

蹈课上所拿的道具是相同的，但是在颜色

选择上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如果手

拿红扇子那么手绢的颜色一般会选择与红

色相近，或是比较淡的颜色，而他们不同，

他们的颜色对比很强烈，一般红配绿，红配

黄，大红大紫，颜色比较显眼，同样服装上

也是一样。有时候个动作会重复很久，不同

的人会觉得没意思，但是浚县的百姓却是

乐在其中。

1．3骑竹马

骑竹马是社火中的主要形式之一，竹

马的做法是用竹篾扎成马形，外表糊纸数

层，打戍硬壳，也有用平绒布和人造毛制作

外表的，彩绘着色，马头装饰铃铛、缨子，马

身下面用白布当围裙，画马腿做奔驰状。演

员用绳子将马挎于腰间，装束成各种角色，

有穆桂英出征，花木兰等。表演时，表演者

先跑圆场，随后有：“穿花门、苍龙摆尾、挖

门、走马穿花”等花样，其中有驱马奔跑的

快步，有冲锋陷阵的驰骋，有越野窜涧韵跳

跃。演员前后配合，形成阵容，马铃叮当，人

影绰约，另有战鼓，四大扇等打击乐伴奏，

声势夺人。

1．4跑旱船

跑旱船演员多是女角或男扮女装，布

船用竹竿绑扎，用绳挎在演员肩上，外穿彩

衣遮掩，船上有桃花船门，内放衣裙和假

足，以示划船者是坐在船上。另有一艄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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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划桨。前有推车男子，后有手端莲花灯

的女子。跑旱船演的多是民间故事，演出时

演员做出行船动作，急如顺流而下，缓似逆

水而上。舞蹈动作有“穿花门、苍龙摆尾、转

陀螺”等，端莲花灯的演员双手持灯，高低

俯仰，踩秧歌步前进，好像划舟采莲，形象

重现了浚县昔日的水乡风采。

1．5舞狮子，武术表演

舞狮子的作用是先把场子铺垫得热气

腾腾，之后，一路两排手持刀枪剑戟的武术

演员登场，他们以真拼实打的童子功，彰显

出瓦岗军驻扎大?山给浚县民间带来的习

武雄风。他们头扎黑色武士巾，下穿皂色灯

笼裤，脚蹬黑色行走靴，不论天多冷，一律

赤膊光背，他们刀枪闪亮棍棒抡圆，或单人

表演，或双双对打，表演起来鬼哭神惊。

2舞唱秧歌一民俗秧歌和课堂秧歌的
对比
2．1表演形式

在浚县社火表演中，秧歌则是一边舞

一边唱，每个艺人都会唱那么-d,段。秧歌

曲牌有数种，传统的秧歌曲词有百余首。20

世}P．40年代后。浚县县城东大街的秧歌吸收

了曲剧的曲调，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20

世纪90年代后，秧歌表演只有行走和扎场，

即在队前一人吹哨指挥下，边扭边走一些花

步，没了唱曲内容。当时唱的是民间流传的

小曲，也许你没有听过，但是在这些艺人的

口中你就可以亲耳听到，乐曲的内容不见得

有多宏大，有的也就是他们的生活趣事，唱
的人投入其中，而跳的人则乐在其中。

在我们的民间舞课堂中，我们也在跳

秧歌，但我们没有像浚县人民那样边唱边

跳，我们只是合着音乐跳着舞蹈动作，同样

都是跳舞，但是两者的意义完全不同。

2．2号召力

民间秧歌群众的参与度非常高，大家

的积极性也高，表演形式往往是在广场，在

大型活动中，例如浚县的社火表演，人民群

众完全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扭秧歌，陶冶情

操，也锻炼了大家的身体，尤其是对中老年

的人来说，他们把扭秧歌作为一种生活的

乐趣。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需要完成的课

业任务，我们需要学习它来增强我们的业

务技能。

2．3表演内容

民间秧歌表演的内容一般比较简单，没

有的技术动作复杂，主要服务于大众群体。

而我们则不是，我们所学习的秧歌大

多是经过一代代改造，加工，变成了很“学

院派”的东西，很规范，有它的风格性、动作

性、节奏控制，我们要求掌握它的风格特

点，以及要编排出很花哨的动作。
还柯一点很重要，舞唱秧歌，边唱边舞。

在民间，依旧有很多地方的秧歌是边唱边

舞的形势，但是其中许多小曲小调已经失

传很久了，土要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去

传承它，久而久之．这些非物质文化就慢慢

的流失掉了。在学．2-J很多尔西是我们会忽

略一点，那就是起初它的本源是什么，它为

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因此，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多思考，多发现这蝗

东西，对我们的专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2．4素材向教材的转化

我们从民间收集回来的素材最终是希

望以教材的形式出现，但在转化过程中有

些东西我们需要做到取舍，有的需要进一

步转化，更加完善它，有的则要舍弃。其中，

素材的风格特点、代表性风格动作，民俗文

化、以及民间舞蹈音乐是我们重要的保留

部分。在教材中，我们希望呈现出原生态的

东西，在保留了重要的部分后在此基础上

进行发展，创新。

3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民间社火这一艺术瑰宝正在步入新的

发展时期，节目形式不断更新，节目内容也

更加丰富，将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注入

新的活力。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可以让各界

人士加以支持与关注，并通过一系列的行

动和措施，让这种艺术表演形式和我国民

族民间舞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起来，相

信，我们舞蹈艺术的明天将更加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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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苹果的故事，再学画一个苹果，最后还

可以以跳一个摘苹果的舞蹈结束。这种教

学形式更新颖、活泼，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

求，适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和行为特点。单纯

的、割裂式的舞蹈教学已经不适应目前的
幼儿园教学潮流。舞蹈教学要与知识教育、

游戏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最大程度发挥

出舞蹈的育儿作用。这就要求，在中职学前

教育专业的学习中，学生不仅要学会舞蹈

组合，还要能学会编排创新，相应的教学内

容要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3．4提高文学艺术修养

各个艺术门类之间有相通性，对于单

个人来说，要在一种艺术上取得大的造诣，

需要其他种类艺术修养的支撑。比如往中

国古代讲究的是诗书琴画一体、乐舞一体、

诗歌一体，一些艺术大家如王维、苏轼等都

是兼通各种艺术。在表演中，舞蹈一般是与

其他艺术形式配合演出的，需要演出者通

晓多种艺术。比如，唐代的著名舞蹈《霓裳

羽衣曲》《唐王破阵曲》都是各种艺术形式

的集合。现代的舞蹈演出更是如此，一个舞

蹈演员往往都要歌舞曲演俱佳。

中国传统舞蹈不仅是多种艺术的集

成，还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在里面。中国

传统舞蹈讲究的是神韵，这一点是与中国

诗歌、中国文学是相通的。“神韵是中国古

代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也

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追求叫“。中职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要多多学习中国文学，以文
学的神韵来帮助促生舞蹈的神韵。在课程

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可以相应的增加中国

古典诗歌、国学、现代美文等。此外，良好的

书、琴、画、乐、歌修养对提升学生的舞蹈技

艺也很有帮助。能边跳边唱、边跳边弹的舞

蹈老师很受幼儿和家长的欢迎，舞者善多

技还可以扩大舞蹈艺术教育的外延。这些，

都要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得到很好

的体现。

4结语

当下，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模式已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幼儿园素质教育不断深

化，对中职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提出了

新的要求。这是中职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

学改革的根本点。目前的中职学前教育专

业舞蹈教学还有很多不适合幼儿园的教育

教学现状的地方。之所以要进行改革也正

是因为旧模式下的学前教育专业出来的学

生不能适应幼儿园新教学模式的需要。综

合各种因素，中职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

改革的方向是四点：突出童趣性、增强实践

内容、进行编排创新、提高文学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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