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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
近日，CCTV-10《读书》栏目
之“2023年度品牌出版社好书
大赏”推荐了非遗绘本《高跷走
兽》。

节目中，希望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王琦分享了她们社出版
的好书。她一共分享了四本书，
分别是《慈江雨》《游过月亮河》

《中国韵》《高跷走兽》。在介绍
绘本图书《高跷走兽》时，王琦
说，该书获得了2023年度中国

“最美的书”这一荣誉。
据介绍，《高跷走兽》是由

刘东霞作文、阴欢欢绘图的山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绘本丛书之
一，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
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刘东霞
是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阴欢欢是
我市芮城县人，刘东霞的学生，
硕士专业为视觉传达设计。

两人脚踩高跷，腰间装饰
一只巨大的野兽，恰似人骑兽
上，这些怪兽有獬（一种独角
兽）、麒麟……绘本《高跷走兽》
所展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稷山高跷走兽，是将走
兽、人物与典故的有机结合，其
独特的表现形式融汇了河东与

众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
情，是山西民俗体育文化的一
枝独秀。该书探索了讲好中国
故事的绘本表达，以浓郁的民
间彩绘风格、强烈的主册别册
对比、喜庆的山西非遗文化、安
全的儿童化装帧设计，赋予传
统非遗新的生命。

阴欢欢是该书图案的主要
创作者，她告诉记者，从构思、创
作到成型，她翻阅了大量有关高
跷走兽的资料，希望能发挥所
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到新的路
径，为儿童了解祖国传统文化、
传承传统文化打下基础。今后，
她还将继续创新表达方式，运用
手中的笔为传播河东文化添彩
助力。

多年来，刘东霞团队立足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以太原理工大学山西
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基地
为支撑，重点研究非遗绘本的
创作与开发。“山西非物质文化
遗产绘本丛书”是该团队潜心
钻研 5 年的重要成果。该系列
丛书除《高跷走兽》，还包括《社
火来啦》《奶奶的花馍》《外婆的
布老虎》《瑞狮来了》等。

甲辰龙年春节，纪录片《如
果国宝会说话》第四季在央视
热播。芮城永乐宫《朝元图》精
彩亮相，令人印象深刻。

“神仙是什么样子？”芮城
的永乐宫壁画藏着答案。

永乐宫壁画不仅是我国绘
画史上的重要杰作，在世界绘
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其绘
制时间略早于欧洲文艺复兴，
几乎和元代共始终。现存壁画
面积1000余平方米。

此次《如果国宝会说话》将
镜头对准了永乐宫三清殿中的

《朝元图》壁画。在400平方米
的壁画舞台上，近 300 身神灵
各安其位，8位高达3米的帝后
更是占据队伍中心位置，带领
圣众前来朝谒元始天尊。这些
掌管着天地万物与尘世祸福的

神仙们，都有着人的模样，化为
文官武将、老幼男女。

“ 面 壁 者 默 然 无 言 ， 须
臾，抬起了握笔的手，线条从
笔尖缓缓流出，如江河在大地
上绵延伸展，原本空无一物
的白墙，转瞬间满壁风动，
天衣飞扬……”《朝元图》 的
画者——名不见经传的元代民
间画工更像是指挥者，行笔或
轻快流畅，或顿挫有力，造就
了顾盼生辉的面容、迎风飘舞
的长线、和谐典雅的色彩，演
绎着令人沉醉而又似曾相识的
瞬间。

永乐宫壁画启示了一代代
民间匠师。央视片中结尾处提
出，“700 年来，永乐宫始终是
典范，视觉奇迹遥接画圣吴道
子的神采，神仙的样子遍布山

河，照亮无数祠庙和道场……
虽然一切如同画家创造的戏
剧，但我们依然听见人间的衣
裙飘舞，也听见了宇宙的呼
吸”。

据了解，《如果国宝会说
话》是由中宣部、国家文物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实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
道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每集通
过 5 分钟时间讲述一件文物，
介绍国宝背后的中国精神、中
国审美和中国价值观，带领观
众读懂中华文化。

该片第一季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播出。前三季中，来
自我市永济的黄河大铁牛曾闪
亮登场，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
和喜爱。

记者 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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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斗杀西门庆、天蓬元帅大战牛
魔王、铁面包公铡赵王……2 月 17 日，
盐湖区泓芝驿镇董杜村主巷道被围得水
泄不通。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争相观看董
杜村的社火表演“血故事”。

“武松的钢刀砍在西门庆的脖子
上。”“天蓬元帅的九齿钉耙钉住了牛魔
王。”“包公铡了恶人。”……一幕幕

“触目惊心”的画面，让不少人“开了
眼界”。

“这样的社火表演不多见，乍一看
挺吓人的。”“虽然知道都是假的，但氛
围感拉满了。”“过大年，就要闹社火，
这样的社火有看头。”……行进式的表
演，引发了围观者的极大关注。

据此次活动总指挥郭建利介绍，董
杜村的“血故事”源远流长，声名远
播，相传起源于秦朝年间。当时，秦王
强征暴敛，民不聊生，陈胜、吴广在大
泽乡揭竿而起。转战此地，民呼众拥，
义军在董杜村玄武庙对当地邪恶势力施
以酷刑，维护正义，深得民心。义军走
后，地方邪恶势力再次猖獗，当地民众

便借义军名义，运用特殊手段，举办游
街示众活动，震慑邪恶。之后，逐渐形
成了以血刑为手段、农具兵刃为道具、
惩恶扬善为主题的民间社火活动。

这一活动自古传承，不断创新，在
明末清初发展至鼎盛。然而，由于多种
原因，后来这一民间艺术瑰宝濒临失
传。为抢救并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民间社
火，在盐湖区委、区政府，泓芝驿镇党
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董杜村村“两
委”充分发动群众，挖掘民间艺人潜
力，并征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恢复
了这一社火表演。2008年，该社火表演
入选市级非遗项目。

此次展演的“血故事”，除武松斗
杀西门庆、天蓬元帅大战牛魔王、铁面
包公铡赵王，还有陈胜起义军钢铣铲秦
兵、关公大刀斩蔡阳、吴广起义军鋬秦
兵、陈胜起义军镰刀戮污吏、徐宁钩镰
枪钩盗贼、青面兽杨志斩牛二、二郎神
杨戬刺杀黄风怪等。

郭建利告诉记者，透过陈胜起义军
钢铣铲秦兵、吴广起义军鋬秦兵、陈胜

起义军镰刀戮污吏等“血故事”也能看
出，这一民俗历史悠久。为了更好地传
承弘扬这一民俗，此次展演的演职人员
多为该村年轻人，其中大部分都是“90
后”。

该活动还引起了西安美院美术史论
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管理教研
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研室主任张西昌
的关注。他在运城市美术家协会原主席
杨美钦、运城学院美术系教师张文菊的
陪同下，来到现场。

据了解，张西昌老师此前著书《隐
喻的身体——血社火民俗考察手记》。
该书不仅详细记述了其调研过程中的民
间映像，也对国内这一罕见的民俗——

“血社火”进行了理论探究。书中第十
四章《黄河边的“暴力”——运城市血
社火民俗调研》 专门介绍了董杜村的

“血故事”。
此行，他主要是搜集董杜“血故

事”的影像资料。在他看来，血社火是
流布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奇特民俗，是黄
河文明的民间文化表达方式。深入研究

血社火有助于揭示身体叙事对于民俗功
能的重要意义，能够进一步剖析民俗语
境中的黄河文明的气质和美学呈现问
题，解析血社火民俗的艺术特征和人文
意义，并对礼俗传统与社会构建之间的
关系进行深析和剖解。

诚如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杨振生撰
联，“除暴安良，避邪祈福，血故事从
陈胜揭竿讲起；接龙送兔，辞旧闹春，
古文明自梨乡董杜流传”。当地百姓也
说，“血社火”演的都是惩恶扬善的故
事，通过展示恶人的惨状，告诫人们不
要做坏事，而要行善做好事。

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杜振
坤表示，举办此次社火展演，一方面是
为了传承弘扬民俗社火，让更多人了
解；另一方面是提高董杜乃至泓芝驿的
知名度，为当地特产酥梨等打开销路，
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眼下，泓芝驿镇的万亩梨树，含苞
待放，朴实的农民通过“血故事”的演
绎，祈愿风调雨顺，龙年大有。

记者 景斌

董杜“血社火” 让人开“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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