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 天 氏之乐》发源于上古时期长葛石固一带。

→ 甲 骨 文“舞”字，生动表现出一人操牛尾而舞的样子。

↓ 汉字“舞”的演变过程。从左至右：甲骨文、金文、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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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社火，是我国鲜活而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
社火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社”为土地之神，“火”为火神。自《葛天氏之

乐》而始，许地先民的精神代代传承，社火文化在许昌被不断发扬光大。许昌社火，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又有着怎样的特色和形式？本报今日推出《厚重许昌 社火祈福》策划报道，以期打捞关于许昌社火的历史
记忆、探究许昌社火的历史渊源、梳理许昌社火的发展脉络。

社火的源头在哪儿？
社火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祭祀活动、原始歌舞渊源颇深

《礼记·祭法》载：“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

“从《礼记·祭法》中可以看出，社火产生的年代相
当久远。它是随着古老的祭祀活动而逐渐形成的。”
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研究员、《民间记忆》作者韩晓民
说，远古时期的人类正处于幼稚时期，生产力低下，对
人类生死和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没有科学认识，只能靠
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理解。于是，他们创造出
各种各样的神。当社会生产由渔猎转入农耕，土地便
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渴望风调雨顺、农
作物丰收或驱鬼逐疫的祭祀活动便产生了。

“社火还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原始歌舞有渊

源。”韩晓民说，图腾崇拜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极为
漫长的时间。原始社会的人们把本氏族的图腾标志
雕刻在石壁上、木柱上，或刺在身上、画在脸上，或制
成面具。祭祀时，人们在身上绘有图腾图案或戴上
图腾面具，边击打劳动工具，边跳着模仿图腾的舞
蹈，祈盼获得神奇的力量。

到 了 商 周 时 期 ，宫 廷 里 就 有 了 逐 鬼 的 祭 祀 仪
式。周代称之为“大傩”，是一种带有巫术性质的舞
蹈。《论语疏》称“傩为逐疫鬼也”。

后来，“驱傩”由宫廷传入民间，逐渐变成民俗活
动，演变为乡村祭神、娱神、迎神的赛会，并加进杂耍
表演。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许昌最早的社火是啥？
最早可追溯至葛天乐舞，“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长葛旧志》载：“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
约 8000 年前的上古时期，葛天氏及其族人在长

葛石固一带繁衍生息。如今，在“石固岗河遗址”，仍
可寻觅葛天氏部族活动的遗存。石固遗址还出土了
最原始的乐器——单孔骨笛。他们创造了“不言而
信、不化而行”的原始“和谐社会”。长葛至今还流传
着有关葛天氏活动的众多传说。如葛天氏洗葛的葛
河，演练歌舞的“擂鼓石沟”，举行祭祀的祭天台等。

更重要的是，葛天氏还创作了原始歌舞八阙。
《吕氏春秋·古乐篇》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
尾，投足以歌八阙。”

郑州大学教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
家委员会成员、民俗专家高天星认为，在民间社会习
俗生活之中，葛天氏既是祖先神又是保护神，主宰地
方安康、五谷丰歉。广大民众将葛天氏尊奉为“乐舞
之神”“艺术之神”。

在我国最早的甲骨文里，已有“舞”字出现。“舞”

字表示一个人的两只手拿着东西在翩翩起舞。“昔葛
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描述的就是
跳舞者手持牛尾而舞的情景。会意字“舞”便是由此
创造出来的。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
委员会委员、傩文化专家孙文辉认为，发源地在河南
的《葛天氏之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完整的傩祭仪
式，保存下来的舞蹈部分，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

“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是我国民间文艺的主要发祥地之一。”长葛葛天氏文
化研究会法人代表、葛天氏传说传承人张松桥认为，
现代社火，是对葛天乐舞八阙的部分继承和发展。
黄帝时期，葛天氏创造的歌舞发展迅速。到了秦汉
时期，葛天氏所创造的歌舞成为皇宫法定歌舞，并在
民间普及。

现在，长葛人民在继承和发扬葛天氏所创造的
歌舞的同时，把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厚重许昌

福福社火
祈祈

什么是社火？
社火是节日期间各类杂耍的通称，包括踩
高跷、划旱船、舞狮子、舞龙、扭秧歌等

“社火是民间中国汉族在传统节日期间举行的
盛大祈福活动，是对踩高跷、划旱船、舞狮子、舞龙、
扭秧歌等杂耍的通称。”3 月 30 日，许昌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专家组委会委员王文亭说，“社”为土地之
神，“火”为火神。火具有红火、热闹之意。社火演
出，民间多称“出社火”。其形势壮观、阵容庞大、内
容丰富，受到历代人民群众的喜爱。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上元记吴中节物俳谐体三
十二韵》的自注中说：“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
纪，大抵以滑稽取笑。”

民俗学家顾颉刚在《古史辩·第一册首序》中是
这样记述“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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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送崇的庙
会，朝顶进香的香会，都是社火的变相。”

民俗专家张守镇在《民间舞蹈》一书中指出，到
了明、清两代，社火表演的内容更加丰富。据统计，
其节目有七八十种。新中国成立前，每逢干旱之
年，河南各地的农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便
在“社头”的带领下举行大型祭祀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社火队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
创新。民间社火变成群众文化活动。

许昌社火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诞生的《葛天氏之乐》

三人操牛尾，投足歌八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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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社火，许昌人会想
到舞龙、耍狮、杂技。其实，
社火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祭祀
活动，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那么，社火到底是什么？许
昌社火的根源在哪里？

记者孙学涛通讯员李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