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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庄村

社火迎新春 日子更红火
本报记者 张辉

锣鼓声声震天响，龙腾狮舞年味
浓。1 月 11 日，霍庄村村委会大院内，
身着盛装的社火队员们个个精神抖
擞，跟着旋律十分投入地进行表演。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一红一黄
两条“巨龙”呼啸而出，随着鼓点上下
翻腾，时而紧贴地面，时而蜿蜒盘旋，
时而腾空飞舞，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

“春节就要到了，我们组织村民进
行社火表演，提振大家的精气神，营造
欢乐祥和的过年氛围。”霍庄村党支部
书记霍军政介绍，霍庄村社火表演所
用的道具繁多，主要有狮、龙、龙灯、旱

船、花灯、戏服、大头娃娃等，基本都是
纯手工制作的。

霍 庄 社 火 道 具 制 作 技 艺 起 源
于 清 末 ，流 传 至 今 。 77 岁 的 霍 庄 村
村 民 霍 明 义 介 绍 ，他 的 爷 爷 霍 朝 彦
是 个 戏 迷 ，结 识 了“ 黄 马 褂 ”剧 团 一
位 唱 汉 调 二 黄 的 艺 人 张 春 ，跟 他 学
会 了 制 作 髯 口 、拂 尘 等 社 火 道 具 和
戏 剧 用 品 的 技 艺 ，并 将 这 项 技 艺 传
授 给 了 该 村 村 民 。

霍军政小时候村里有集体作坊，
主要加工唱戏用的服装、长髯等。改
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逢年过节都要舞狮子、耍龙灯，
社火道具的市场需求多了起来。霍庄
村村民抓住商机，动手制作舞狮、龙
灯、旱船、宫灯、花灯等往外销售，霍庄
社火道具在市场上逐渐闯出名头。

“百余年来，随着社火道具工艺的
传承与发展，我们的社火道具制作技
艺愈发成熟，我们村成为远近闻名的

‘社火戏剧之乡’。”霍军政说，每年春
节前，霍庄村的街道上除了穿梭的物
流车辆外，几乎看不到人。“大家都在
抓紧时间制作社火道具，以应对春节
销售高峰。”

历史悠久 霍庄社火远近闻名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社火起源于上古祭祀活动，是我国民间一种庆祝春
节的传统庆典活动，包括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在素有“社火戏剧之乡”之
称的建安区灵井镇霍庄村，社火不但是该村的文化名片，而且是支柱产业。今天，我们一起
走进霍庄村，感受那里的浓浓年味和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狮子、龙灯、扇子、盔头、胡须、服
装、戏靴……霍庄村社火电商产业基
地一楼展厅柜台上的社火道具和戏剧
用品琳琅满目，每一样产品旁边都配
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过去，霍庄村的社火道具、戏剧用
品一直采用传统的生产和销售模式：村
民在家里制作产品，等着商家上门收货
或外出推销产品。这样做不但费时费
力，而且利润较低。2014年前后电商兴
起，村里开始发展电商产业，商户们在
家里开网店，通过网络销售产品，利润
显著增加，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返乡创
业。”提起霍庄村电商的发展历程，许昌
鑫正戏剧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霍帅兵

说，如今，霍庄村不少村民家门口挂有
“淘宝商户”的牌子，这些牌子都是镇上
为便于统一管理而发放的。

为了提升社火道具、戏剧用品的
市场竞争力，2020 年 3 月，霍庄村利用
省、市、区配套资金和自筹资金，建成
了占地 2400 平方米的霍庄社火电商
产 业 基 地 ，打 造 戏 剧 社 火 产 业 综 合
体。基地内有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仓
储、快递物流中心、电商直播间等。

社火道具产业的发展也给霍庄村
带来了诸多荣誉，霍庄村先后获得“建
安区五好党支部”“许昌市五好党支
部”“全国特色产业亿元村”“河南省文
化产业特色乡村”“河南省乡村旅游创

客示范基地”“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中国淘宝村”等荣誉称号。2022
年，霍庄村成功入选“第二批全省乡村
康养旅游示范村创建单位”。

“多年来，霍庄村不断创新社火道
具、戏剧用品生产制作技艺，提升产品
效益，打造‘特色文化名片’。下一步，
霍庄村计划吸纳更多商户加入‘霍庄社
火民俗文化合作社’，共谋发展，提升收
益。同时，依托霍庄村社火传统民俗文
化，打造‘霍庄社火民俗文化村’，发展
文旅产业，包含社火研学、农耕文化、民
宿等，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更多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推动乡村振兴。”霍军政说。

电商发力 前景令人期待

经过百余年的传承与发展，霍庄
村现已形成集社火、戏具原料采购、供
应、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全村共有 8 个村民小组 535 户村民，从
事社火道具、戏剧用品生产的有 280
多户，生产的舞龙、舞狮、旱船、舞扇、
盔帽、服饰、胡须、戏靴等 300 多种社
火道具和戏剧用品，畅销东南亚等地
区和新加坡、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
国家。

社火产业的发展让村民的钱袋子
鼓了起来。当日，在该村一个整洁的
小院内，脱贫享受政策户、特困供养人

员霍秉森老人正熟练地做着髯口。“这
就是胡须，也叫髯口。胡须‘行货’所
用的材料是胶丝，比较便宜，一口胡须
十几块钱。比较贵的胡须材料是牦牛
尾，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霍
秉森介绍，他平时自购材料在家制作
胡须或进行来料加工，年收入可以达
到 7000 元。

在霍庄村，许多村民在家制作社
火道具，还有不少人选择在村内的社
火道具制作公司工作。“我是一名脱贫
户，在公司干了七八年，工资一天 60
元左右，月收入 1800 元左右。在家门

口工作，既能挣零花钱，还能照顾家
人，我很满意。”当日，在许昌鑫正戏剧
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制作戏靴的朱
月琴说。

“2018 年至 2019 年，我们村社火
道具、戏剧用品的销售额连续突破 2
亿元，最近三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
是销售额仍为上亿元。”霍军政说，目
前，霍庄村年人均收入 3 万多元，集
体经济和群众收入的大部分来自社
火道具和戏剧用品产业，这一产业带
动本村及周边村庄 2000 余人就业增
收。

形成产业 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鲁湾村

古老铜器舞 舞出幸福年
本报记者 张辉

新年临近，年味渐浓。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艾庄铜器舞经历 300 多年的
传承与发展，表演形式和功能发生了质的变化，营造出的欢乐、喜庆氛围更加浓厚。连
日来，为迎接农历兔年春节的到来，建安区艾庄回族乡鲁湾村村民积极排练，只为给群
众送上一场文化饕餮盛宴。

1 月 12 日晚，气温已降至零下，建
安区艾庄回族乡鲁湾村广场上却是一
番热闹的景象。“咚咚锵，咚咚锵……”
伴随着一阵欢快的锣鼓声，身穿彩衣
和手拿铜器的表演者从两面大鼓旁跑
出来，汇合后便分散开来。颇有气势
的舞蹈赢得围观者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声。这是鲁湾村村民在排练铜器舞。

“铜器舞是许昌社火表演种类之
一。”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委
会委员王文亭说，据《许昌县志》记载，
铜器舞始于清朝，是一种铜器演奏与
舞蹈表演相结合的大型民间传统舞

蹈，距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
“艾庄铜器舞就是从我们村兴起

的。别看我们村不大，只有 1000 多口
人，会表演铜器舞的人可不少，村里
80%左右的中老年人都熟悉铜器舞基
本的表演技巧。”1 月 12 日，鲁湾村党
支部书记张宏奇说。

传说，清朝时期，艾庄回族乡一带
十年九旱，为祈求老天“开恩”降雨，便
出现了举办求雨仪式的铜器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铜器舞逐渐走出
鲁湾村，在附近多个村庄得到迅速发
展，表演队伍不断扩大。20 世纪 60 年

代初至 70 年代末，由于受自然灾害等
影响，铜器舞表演被束之高阁。

改革开放后，鲁湾村等村庄的村
民，生活越来越好。逢年过节，大家不
约而同地想起了热闹欢快的铜器舞。
村内几名热心的老人商量后凑了一些
粮食、鸡蛋等，售卖后买回铜器，重新
敲了起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村
民练习铜器舞的热情越来越高。铜器
舞的求神降雨及祭祀功能随着时代的
发展一步步弱化，娱乐、健身等功能逐
步强化。铜器舞逐渐成为人们喜闻乐
见的民俗表演形式。

热闹欢快 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铜铙路、花鼓大街、铜锣巷……漫
步在鲁湾村内，处处可见与铜器舞相关
的元素。“铜器舞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七八岁时就跟
着大人学习铜器舞，至今已坚持学习、
表演铜器舞半个世纪。”当日，58岁的艾
庄铜器舞传承人王福成介绍，艾庄铜器
舞表演时一般不少于50人，表演铜器的
一般不少于30人，用到的乐器有铙、钹、
挑子锣、擂子鼓、鞭子鼓等，整个舞蹈节
奏明快，动作舒展，气势如虹。

据介绍，起初，艾庄铜器舞的表演
者均为男性，乐器主要为铙、大钹、大

锣、鼓等比较沉的铜器，舞蹈动作以挑
水、锄地等为主，主要表现铜器舞阳
刚、质朴的风格。后来，铜器舞第五代
传人王青木将弓子锣、油梆、小钹等小
型乐器融入表演。他还组织妇女参加
表演，并为她们设计、编排了柔美、活
泼、灵巧的舞蹈动作。这改变了艾庄
铜器舞原本阳刚、质朴的风格，使艾庄
铜器舞变得刚柔并济，成为一种系统、
完善的舞蹈形式。每年春节、元宵节
或丰收时，鲁湾铜器社便与其他村的
舞龙龙、舞狮队一同比赛或表演，艾庄
铜器舞走上了民间表演的道路。

经过多年的发展，艾庄铜器舞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获得了很多荣誉：
2001 年河南省首届民间艺术节金奖、
2005 年河南省第二届民间艺术节鼓
舞精英大赛“金鼎奖”、2007 年河南省
少数民族文化展表演类一等奖……
2007 年，艾庄铜器舞被省文化厅确定
为 第 一 批 河 南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2016 年，鲁湾村的王福成、鲁国栋、王
保河 3 位艾庄铜器舞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教授中国海军南海舰队

“许昌号”护卫舰官兵具有中原风情的
艾庄铜器舞。铜器舞的影响力日盛。

传承发展 影响力不断提升

“2020 年之前，每年农历三月初
三，我们都会组织人员到天宝宫古庙
会上表演铜器舞，前来观看的群众常
常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十分热闹。”王
福成回忆，春节、元宵节等节日到来
时，鲁湾村和附近几个村子的铜器社
轮番表演，唱对台戏，场面喜庆而欢
乐。2020 年以来，由于受疫情影响，
铜器舞演出暂停。

“ 去 年 12 月 ，国 家 防 疫 政 策 调
整 后 ，我 们 精 心 排 练 ，准 备 为 大 家
送 上 精 彩 的 表 演 ，祝 福 大 家 过 一 个
健 康 快 乐 的 幸 福 年 。”提 及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的 演 出 安 排 ，王 福 成 的 语 气
中 充 满 兴 奋 ，“ 现 在 ，我 们 正 在 为 参

加 建 安 区 春 晚 作 准 备 。 大 年 初 一 ，
我 们 会 到 建 安 区 陈 曹 乡 的 乐 佳 生
活 美 学 农 场 进 行 表 演 。 元 宵 节 前
后 ，我 们 会 在 北 海 公 园 的 广 场 上 为
大 家 表 演 。”

艾庄铜器舞是中原大地上生长
出的艺术之花，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
价值、经济价值、传承价值和独特的
艺术魅力。发掘、保护艾庄铜器舞，
对研究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丰富
和发展民间舞蹈将产生巨大的推动
作用。“去年，我们村成立了建安区鼓
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希望通过推进
铜器舞表演的市场化运作，形成铜器
舞产业化发展链条，使鲁湾村铜器舞

表演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王福成
说。

“ 目 前 ，鲁 湾 村 共 有 铜 器 舞 技
艺 传 承 人 100 多 人 ，大 多 是 四 五 十
岁 的 中 年 人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不 断
提 升 年 轻 人 对 铜 器 舞 的 认 同 感 ，争
取 吸 纳 更 多 的 年 轻 人 加 入 ，为 铜 器
舞 的 发 展 和 传 承 注 入 新 鲜 血 液 和
新 生 力 量 。”张 宏 奇 表 示 ，“ 在 建 安
区 委 、区 政 府 ，艾 庄 回 族 乡 党 委 、乡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鲁 湾 村 将 通 过
引 进 产 业 项 目 资 金 、大 力 发 展 产 业
等 方 式 ，发 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进
一 步 推 动 铜 器 舞 可 持 续 发 展 ，擦 亮
鲁 湾 村 铜 器 舞 文 化 名 片 。”

精心谋划 擦亮铜器舞文化名片

上图：霍庄村舞狮表演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左图：霍 庄 村 村 民 制 作 社 火 道 具 。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霍庄村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上图：艾庄铜器舞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右图：艾庄回族乡鲁湾村铜器舞表演队
为村民表演。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