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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是春节期间流
行于中国民间的一种民俗
娱乐活动，民间也叫‘玩故
事’，在陕西、山西、河北、河
南、辽宁等省广为流传。”2

月 15 日，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家组委会委员王文亭说，从2006
年 5月 20日，民间社火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

“社火是民间在传统节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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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亭说，“社”为
土地之神，“火”为火神。社火演
出，民间多称“出社火”，其形势壮
观、阵容庞大，受到人民群众的喜
爱。

许昌的民间社火历史悠久，具

有独特的中原文化地域风情。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非物质文
化遗产葛天氏传说传承人杨应甫
告诉记者，7000 多年前的上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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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至今还流传着有关葛天
氏活动的众多传说。”杨应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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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应甫还告诉记者，现代社
火是对葛天乐舞八阙的部分继承
和发展。

7000 多
年前的上古
时 期 ，葛 天
氏率其族人
在长葛一带
种 葛 狩 猎 ，
繁 衍 生 息 ，
创造了中国
历史上第一
支歌舞——
葛 天 氏 之
乐。

现 代 社
火 ，是 对 葛
天乐舞八阙
的部分继承
和发展。

社 火 ，
是新春佳节
的“ 热 词 ”，
让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
许昌社火的
源 头 、特 点
以及文化内
涵吧。

“‘出社火’就是社火
演出。”王文亭说。

人 们 在 社 火 队 经 过
自 家 门 口 时 将 其 拦 住 要

求演出，民间称为“拦社火”。王
文亭介绍，有时候，还有社火队
未被阻拦，到某机关或单位门前
时，自动停下来表演。这种讨赏
的表演往往与表演的节目内容
相得益彰。

“赛社火”也叫“斗社火”或
“对社火”，现代人称之为民间文
艺比赛。

“斗社火”更能展示社火队
的服装、道具和表演技艺。

说起“斗社火”，今年 80岁的
胡 中 军 说 ，30 多 年 前 ，每 到 春
节，在市区南大街，来自各个县
的社火队会吸引成千上万的观
众 。“ 挤 丢 了 鞋 的 情 况 时 有 发
生。各社火队在表演中斗得难
分伯仲！”胡中军说。

“斗社火”的双方或多方一
旦“斗”起来，往往会超过原定的
时间，表演者更加卖力，场面十
分热闹。

“许昌传统社火有其深层的
文化内涵，既具有娱神祈福、驱
疫逐魔的主体功能，又包含了娱
人、娱乐的成分,尤其是传统的
社火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具有
自我教育、自我反思的作用。”王
文亭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认
知能力的提高，祭祀社火逐步成为
规模盛大、内容丰富的传统民俗娱
乐活动。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
古风存。”宋代诗人陆游在《游山西
村》中的诗句不仅显示了社火历史
延绵之久，而且彰显了社火浓浓的
古韵。于是，围观社火成了很多
人记忆中的乡愁。

许昌社火，历史悠久

许昌社火，表演形式多样

社火从“娱神”
转变为“娱人”

溯
源

许昌的民间社火历
史悠久，具有独特的中
原文化地域风情，其表
演形式丰富多彩。

“ 许 昌 社 火 表 演 主
要分三类，有铜器舞类、民间舞
蹈类、鼓乐类。”王文亭说，以铜
器 舞 类 为 例 ，据《许 昌 县 志》记
载，铜器舞始于清雍正年间，距
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是一种
铜器演奏与舞蹈表演相结合的
大型民间传统舞蹈。

“还有长葛莲花灯舞，又名
荷花灯舞，它既非宫廷舞，又非

祭祀舞，是产生于长
葛 民 间 的 一 种 庆 佳
节、贺丰岁的儿童集

体舞蹈。”王
文 亭 说 ，长
葛莲花灯舞

起 源 于

清 光 绪 二 十 六 年（公 元 1900
年）。

“在长葛，民间社火以石固
最为兴盛，而老虎舞最负盛名。”
杨应甫说。

王文亭说，老虎舞是以民间
打击乐为伴奏营造演出氛围，其
舞蹈不受音乐节奏的限制，始创
于唐代天宝年间，兴盛于明清时
期，至今已有 1300 年的历史。

石 固 肘 阁 源 于 清 初（公 元
1640 年左右），它以道具制作精
妙神奇、表演惊险动人而为广大
群众喜爱。小演员在结构奇巧
的肘架子上“空中舞蹈”，令观者
提 心 吊 胆 ，而 表 演 者 则 神 态 自
若，把惊险的表演与优美的造型
融合为一体。

作 为省级非遗项目的鄢陵
“筹音乐”既是寺庙音乐，又是民间
社火的演出形式，源于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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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市区曹魏古城南城门前的社火表演。 记者张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