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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开启“中国式狂欢”
■本报综合报道

“不点花灯月不圆，不耍社火难过年。”
随着元宵节临近，春节压轴“大戏”社火在
西北地区的展演渐入佳境。尽遣传统非遗

“家珍”的各地社火，酣畅演绎着各具特色
的“中国式狂欢”。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初七，甘肃永登
县举办“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
展演活动，当地 13 支社火代表队同台表
演舞狮子、划旱船、踩高跷、跑龙灯等绝
活，还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的兰州太
平鼓和秧歌队紧随助阵……这座不大的
县城，吸引超过 10 万人围观。由于围观
人数越聚越多，之前划设的“舞台”不断
被压缩。

类似热闹非凡的场面，连日来在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多地上演，一些
城市的演出还专门设置了交通管制线路
和时段，以保障民众参与其中。部分较大
型的社火展演比赛，还采用现场直播等现
代传媒手段，增强了民间社火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

“小初一，大十五。”随着西北各地如火
如荼进行的社火展演，人们和着锣鼓节拍，
载歌载舞表达着喜悦的心情，寄托着对幸
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甘肃 静宁锣鼓贺丰年

“咚咚咚，嚓嚓嚓……”夜幕四合，在甘
肃静宁县城关镇东关村的春节社火排演现
场，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成纪威风鼓正在
火热排练。

“威风鼓是南宋时咱们静宁名将吴玠、
吴璘和刘琦在抗金作战时鼓舞士气的战
鼓，不但要声音洪亮、节奏鲜明，还要打出
威风凛凛的气势！”威风鼓击打传承人魏振
兴担任总指挥兼教练，他一边给社火队员
讲解威风鼓的来龙去脉，一边亲自示范，手
把手指导。锣鼓队员认真揣摩，反复训练，
击打出威风凛凛的气势、喜庆欢乐的新年
氛围。

同样，严寒的天气也不能阻止威戎镇
杨湾村传统社火文化项目“耍马”的排练，
村文化活动广场上，参加排练的村民个个
热情高涨，全身心投入，他们手舞彩扇，驾
着精心制作的“花马”，踏着欢庆的鼓点，尽
情地欢舞，欢声笑语荡漾在村庄上空，呈现
出一派喜迎新春的热闹景象。

“辛苦劳作了一年，过年时我们装扮
‘耍马’闹社火，就是要让大家在春节期间
感受到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节日氛围，既
锻炼了身体，也让大家心情舒畅。”杨湾村
社火队领队杨坛坛说。

“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伴
随着铿锵的鼓点和悠扬的琴音，激昂
慷慨的秦腔从界石铺镇高堡村“秦韵
秦声”娱乐中心唱响，给乡村夜晚增添
了喜庆欢乐的气氛。娱乐室内炉火蹿
动，热气腾腾，《下河东》《探窑》《华亭
相会》等经典秦腔唱段轮番唱起。台
上演员唱得认真投入，台下观众听得
如痴如醉。

杨河社社长李永红更是忙得不亦乐
乎，一面在秦腔自乐班司鼓，一面兼任社
火队队长，他说：“过年了，组织大家闹社
火，唱秦腔，唱歌曲，跳广场舞，图个喜庆
吉祥。打牌喝酒的少了，无事生非的少
了。祈盼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生活
更好。”

春节期间，静宁社火表演热闹非凡、精
彩不断，延续着最传统、最纯正的年味。

伴随着震耳的锣鼓声，社火表演队亮
相，身着盛装的社火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
踏着旋律尽情表演。演员们的步伐随着喜
庆热闹的音乐，奏出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跳出了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感恩。威
武雄壮的锣鼓、欢腾跳跃的舞狮以及活灵
活现的舞龙都令人忍俊不禁，喜笑颜开。
鼓声响起，呐喊之声喷涌而出；旌旗飘动，
威武之势锐不可当。人们的笑声与铿锵的
锣鼓声交织在一起，将社火气氛推向高
潮。城乡群众追随围观，祈愿来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共同感受新春的欢愉和传统
的年味。

宁夏 六盘山下闹社火

春官词、马社火、高跷、旱船、舞狮、脸
谱、折子戏……构成了六盘山区的社火戏。

一座千年古城，坐落于六盘山山脉西
麓，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中
国社火文化之乡”。这里是隆德，从城镇到
乡村，庄庄有戏台，村村有社火。

经“闹五穷”“上九”的社火表演后，隆
德县各村终于迎来新年的头等大事——耍
社火。

震天的锣鼓敲起来，欢腾的雄狮舞起
来。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九，隆德县举
办“上九拜大年·社火闹新春”活动，惟妙
惟肖的社火人物，把新春的祝福送到千家
万户，使整个县城都沉浸在节日欢快的气
氛中。

在仪程官的带领下，社火队伍先后
来到县行政中心、文广局、农业农村局、
融媒体中心等社火接应点，所经之处，
爆竹声声，锣鼓喧天，气氛热烈。高台
马社火、舞狮、划旱船、赶毛驴等精彩的
表演，为全县群众送上了一场盛大的文
化盛宴。

高台马社火作为我县国家级非遗项
目，栩栩如生的“五虎上将”手持刀、矛、
剑、戟等道具，摆出各种不同的姿态，讲
述着一个个经典的故事。赶毛驴、划旱
船的演员扮相都比较滑稽，他们踩着欢
快的步子，舞起艳丽的绸带、扇子，进行
祈福秧歌表演。其中，以经典名著《西游
记》师徒为原型的“西游”社火引起了围
观，不少群众争相与“师徒四人”合影留
念。舞狮表演中雄壮的成年狮子扭动腰
身，辗转腾挪干净利索；跟在队伍后面的
小狮子一扭一扭的样子可爱至极，赢得
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纷纷拿出手机拍
照记录。

金龙献瑞，福禄寿喜。通过丰富多彩
的表演，广大群众抹去了平时的忙碌，品味
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推动了
隆德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

青海 闹得群众喜洋洋

2月14日，正月初五，一场热闹喜庆的
社火表演在西宁市城东区中惠万达广场精
彩开演。

在现场震耳的锣鼓声中，灯官、胖婆
娘、大头娃娃等一众经典角色纷纷亮相、姿
态万千，让人应接不暇。演员们踏着整齐
的鼓点，身姿轻盈、步调从容，脸上洋溢着
喜悦之情，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叫好声、鼓
掌声此起彼伏，现场暖意融融，映衬出一派
红红火火的节日景象。

“闹得群众喜洋洋，闹得民众乐安
康……”表演中，由男演员扮演的“胖婆
娘”十分惹人注目。只见“她”身着紫衣，头
梳发髻，涂脂抹粉，怀中抱着玩具娃娃，右
手挥舞彩扇，随着鼓点的敲打，做出各种滑
稽动作，引得众人喜笑颜开。

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秧歌队员腰系
红绸、手舞彩扇、秀出风采。社火队员和
着欢快动感的节奏，跳出新时代风采。舞
狮、扭秧歌、扇子舞……一系列特色表演，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纷纷拿起手机拍
照。一时间，锣鼓声、喝彩声、欢笑声汇成
一片。

人群中，不少小朋友被大人高高托起，
坐在大人肩头跟随节奏摇摆双手、晃动身
体。“我女儿还不满两岁，这是她第一次看
社火，感觉非常热闹，氛围感满满。”市民梁
萱怡笑着说，吃过午饭后她就带着一家人
早早来到广场等待，抢到绝佳观赏位置。

新疆 和田街头歌盛世

近日，和田市在团结广场开展“龙腾盛
世·春满万家”春节社火展演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各乡镇、街道的 15 支
方队 2000 余名群众身着盛装、载歌载舞，
为广大市民呈上一道喜庆、热闹、丰盛的

“文化大餐”，让各族群众共同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

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代表队队员阿
扎提古丽·艾海提说：“现在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了，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
了。我每年都参加社火活动，今年的感
觉特别丰富，也特别热闹，很喜庆，祝大
家新春快乐。”

“今年是我第一次来到和田过年，看到
这么多群众都在参与这场社火活动，让我
感觉年味儿十足，祝大家龙年大吉。”甘肃
游客王慧说。

活动开始，社火队伍从和田市团结广
场出发，一路沿北京西路途经迎宾路、阿
恰勒路、乌鲁木齐南路等主要街道巡游表
演。只见腰鼓、秧歌、红绸队一字排开，火
红的秧歌队踩着十字步，整齐划一地翩翩
起舞；锣鼓、旱船，毛驴、大头娃娃为整场
活动增添了不少色彩。表演者们用自己
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节日的祝福。前来
观看的群众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下精彩
的瞬间。

观众王建伟说：“今天的社火表演非常
精彩，舞龙舞狮、秧歌、腰鼓等活动特别热
闹，让我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我很喜欢这样的节日气氛，祝愿伟大
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新春快乐。”

和田市民杨丽说：“我感觉今年和田的
年味特别足，大街小巷都挂满了灯笼，喜气
洋洋的。尤其这次社火表演，我们早早就
带着孩子过来了，让孩子也感受一下过年
的氛围。”

在各展演点位，社火队还进行了集
中展演。演员们使出浑身解数，展示各
自的绝活，现场锣鼓声、掌声、欢呼声热
烈火爆，让现场瞬间变成欢乐的海洋。
今年，玉河街道代表队不仅带来舞龙舞
狮，该街道返乡大学生还特别编排了青
春洋溢的广场舞《腾飞的中国》，舞出了
昂扬向上，蓬勃盎然的大气场，展现了返
乡学生们激情四射的热情，表演深受群
众欢迎。

和田市玉河街道代表队队员热孜
耶·阿布都木明说：“社火活动不仅带给
大家欢乐和喜悦，更让大家深刻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寒假期间我能
参加社火表演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和
骄傲。”

内蒙古 民俗潮流齐欢颜

2月 15日，正月初六。2024年呼和浩
特新春文化庙会在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
闲街区火热开幕。扭秧歌、划旱船、踩高跷
等一系列充满地方民俗气息的社火表演为
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传统文化视听盛宴，
整场活动汇聚本地特色民俗文化，非遗文
化艺术精彩纷呈，并与时俱进，引入当代潮
流的新内容，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隆咚隆咚锵……

上午九点，盛装打扮的演员们踏着欢快的
步伐一一登场，手拿着扇子、划着旱船、举
起烟袋和花伞，彼此默契配合，夸张的动作
和表情，让市民游客忍俊不禁，前仰后合。
骑马的人穿红挂绿，脸上抹成戏里的丑角
模样，女扮男装的老者戴着礼帽墨镜逗趣
表演，小小“孙悟空”古灵精怪，赚足观众的
眼球……紧接着踩高跷、舞龙等队伍纷纷
出场，在寒冷的天气里为大家奉上了一场
活力四射的表演。

市民郝伟说道：“每年我们家都会来大
召这边看演出，我感觉今年的规模更大了，
活动内容也更多了，既有传统元素，也有一
些新鲜玩意，不论老人和孩子，都能体验到
浓浓的过年的氛围。”

玉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的新春文化庙会除了传统的
社火表演，还有国风机甲巡游、‘吉星高照
’Cosplay 等，开幕式上还可以听相声，赏
歌舞，看二人台，为的就是让广大市民感
受到‘青城年味’的幸福美好，欢乐多彩，
欣欣向荣，从而进一步讲好北疆故事、传
播好北疆声音、阐释好北疆特色、展示好
北疆形象。”

国风机甲巡游队伍里，“关羽”“赵子
龙”“齐天大圣”“杨戬”几位角色炫酷来袭，
跟随社火队伍进行巡游，让年轻人和孩子
们赏最炫国潮风，过最潮中国年；“吉星高
照”Cosplay队伍里演员们个个画脸挂须、
戴盔披甲、穿红着绿、点额画眉，乔装打扮
成故事中的人物在彩旗、锣鼓簇拥下穿行
在街道中，瞬间将节日氛围拉满，他们随机
出现在市民游客身边向大家发送新春福
袋，内含小礼品、龙年金钞及惠民演出卡，
为大家带来祝福与好运。沿街游玩的李女
士和她的孩子收到了“财神”派发的红包，
孩子兴奋得蹦蹦跳跳。“今年这个活动形式
非常丰富，大家都拿出手机拍视频记录，没
想到突然就发给我一个红包，很意外。在
新的一年里也是个好兆头，希望大家都可
以顺顺利利，新年大吉。”

庙会开幕式文艺演出开始后，诙谐
幽默、让人捧腹大笑的相声，精彩的舞
蹈，红火的二人台，蒙古族元素的“科目
三”轮番上演……一个个热烈且接地气

的节目，让年味儿渐渐“浓”了起来。同
时，在阿拉坦汗广场上开设饺子宴，市民
游客可以现场品鉴传统美食。饺子不仅
是节日的“符号”更代表着美满与团圆，
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既能体验传统民
俗文化，又可以感受家的温馨与年味儿，
使大家暖心又暖胃。

陕西 秧歌扭得红红火火

社火花鼓耍起来，祥和的新春“闹”起
来。2 月 12 日至 13 日，正值正月初三、初
四，陕西镇巴县巴庙镇和碾子镇共同为全
县人民献上热闹的社火、花鼓戏表演活
动。乡亲们穿红戴绿，拿起道具，扮上仙
鹤、渔夫、船姑娘等角色，打着鼓、敲着锣、
舞着龙狮，将秧歌扭得红红火火、喜庆热
闹，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启新一年的美
好生活。

表演在锣鼓声和欢笑声中拉开了序
幕，社火队员们身穿喜庆艳丽的服装，头戴
五彩头饰，手舞彩扇，腰系彩带，迈着整齐
的步伐，舞扇子、扭秧歌、划旱船、舞狮，鼓
点时而紧凑，时而舒缓，欢乐又接地气的表
演引得在场群众阵阵叫好，浓郁的年味儿
四处洋溢。

来自巴庙镇小河口村的唐双年仅 24
岁，是这场表演中年纪最小的参演者，她高
兴地说：“参加这个社火活动，是因为从小
就跟着大人一起学。现在有这个机会参
演，我就积极踊跃地报名了。一方面是想
找回儿时参与的乐趣，另一个方面就是想
把传统文化进行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我
们巴庙镇小河口村的社火文化。”

闻讯而来的群众或拿出手机留下精彩
的瞬间，或抱起孩子共享这难得的欢乐时
光，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现场掌
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现场观众柳琼生激动地说道：“在龙年
春节，迎来了我们镇巴县非遗文化展演。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
一定要把本土文化发扬光大，积极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盛世欢歌庆新春，踔厉奋发向前进。
此次表演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促进了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丰富了群众的文
化生活，为建设“美丽镇巴”凝聚起了强大
的精神力量。

新疆兵团 扭出幸福新生活

新春佳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地举
办社火表演活动，让各族职工群众尽享年
味十足的民俗文化“盛宴”，到处洋溢着热
闹喜庆的节日氛围。

春节之际，地处新疆南部的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各单位开展丰富多
彩的迎新春活动，丰富职工群众文化生活，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庆氛围。其间，第一师阿
拉尔市党委宣传部邀请该师市书法和剪纸
爱好者，向参加活动的村民赠送了对联。

2 月 10 日，大年初一，第二师铁门关
市各团镇广场上、街道上锣鼓声不断，踩
高跷、划旱船、舞狮舞龙、扭秧歌等各具特
色的社火表演精彩上演，让观众大饱眼
福。在二二三团开泽镇社火表演现场，喧
天的锣鼓声传递着节日的喜悦，接地气的
社火表演扭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表演丰富了职工群众节日生活，更展
示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和传承，为广大
职工群众营造了喜庆、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

2月 10日，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伽师总
场嘉和镇举办“迎新春·闹社火”大型社火
表演。街道两旁，职工群众身着节日盛装，
欢天喜地。舞龙舞狮、腰鼓、花鼓、旱船、大
头娃娃、小毛驴等节目纷纷亮相，把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观众们纷纷掏出手机，记录
下这难忘的时刻，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热爱
与赞美，讴歌新时代的繁荣昌盛。

前来观看社火表演的观众凯丽比努
尔·乌拉依木说，今年的社火活动比去年更
热闹，更有年味。“我看得很过瘾，深深感受
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

新疆若羌社火新疆若羌社火 陕西西安社火陕西西安社火 新疆兵团社火新疆兵团社火

宁夏银川社火宁夏银川社火 甘肃陇南社火甘肃陇南社火 青海西宁社火青海西宁社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