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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琦

自1983年开播以来，央视春晚已成为
我们欢度春节的标志性元素之一，过年看
春晚也成为我们除夕夜必不可少的一项新
年俗。比起往年的吐槽连连，今年春晚受到
不少年轻人的称赞：“以前只当背景音，现
在片刻不离守在电视机前”“汉服人的DNA
动了”“传统文化爱好者真是大喜……”

千载诗意，山河长安。除夕之夜，最激
动人心的莫过于全民唱和古诗的《山河诗
长安》。2023年，一部《长安三万里》以奔涌
的诗情，激起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浪漫共
鸣，今年央视春晚陕西西安分会场将《长安
三万里》中的大诗人李白“请”到了现场，在
古今对话间，我们一同见证了诗意满长安
的盛景。

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开城门，迎宾”，永
宁门缓缓开启，“诗仙”李白跨越历史长河

“穿越”而来。灯光辉煌、烟火璀璨，李白穿
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永宁门进入千年
后的长安。所有观众与李白同行，走进流光
溢彩的大唐不夜城，鼓乐交响、舞裙飞旋，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仰天
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
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声声荡气
回肠的古今对吟，将盛唐长安的浪漫具象
化，激起无数中华儿女的文化自豪感。“今
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传统
与现代交融的今日中国，不仅有着历代文
人墨客留下的诗书文脉，更有着创新、活
力、包容的无限魅力。

九州春色，四方欢歌。在春晚的璀璨舞
台上，一朵名为《年锦》的传统美学之花悄
然绽放。它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
传统美学对心灵的触动。这场古今交融的
传统服饰大秀，呈现的不再是不拘形制的

“古装”，而是规制正统的汉民族传统服饰。
节目从中国历代数百种纹样中精选了二十
款进行复原，呈现了汉、唐、宋、明四个朝代
共十六款汉服，“无一帧不美”，尽显中国女
性的雍容大气和清新典雅。四位演员身着
华美的汉服，仿佛从古画卷中走出，她们的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驻足，都让东方美学在
现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光彩。

汉代的卷草纹、唐代的团窠对鸟纹、宋
代的莲花纹、明代的五湖四海纹……每一
套汉服都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向观众缓
缓展开，带领观众领略四个朝代的纹样之
美。千百年来，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创造出
了丰富多彩的纹样，而这些纹样又装点着
每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它们承载着古人的
智慧和祝福，也传递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学，是生生不息
的文化传承。

传统服饰现在更走进日常生活，无论
是在平日还是传统节日，在街头、商场、景
区……我们总会看到身着美丽汉服的身
影。

除了这些，本届春晚还有很多传统文
化滋养下的节目。“二月天杨柳醉春烟，三
月三来山青草漫漫”“山上儿童放纸鸢，山
下游人纷纷追画船”……取材于无数描写
春天诗词的歌曲《上春山》，一字一句绘出
了有关春日的美丽画卷；歌曲《永恒的诗
篇》将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的民族史
诗搬上了舞台，“英雄的故事，吉祥的颂唱。
紧紧拥抱，石榴籽一样……中华一家，血脉
激荡。”随着音乐的流动，三个民族的乐器
共同演奏，最终融汇成一首“永恒的诗篇”。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链接，串起了我们
的过去和现在。春晚这道“年夜饭”，因为传
统文化的加入，变得更加丰盛，满足了国人
的味蕾，令人回味无穷，值得我们细细品咂。

央视春晚中的
古诗古装古画

舞龙舞狮

千古华夏，龙狮为雄。中国是龙狮
运动的发源地，舞龙舞狮自问世以来，
深受人们喜爱，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并
由此形成了极其绚丽的龙狮文化。舞龙
舞狮不仅给龙和狮子披上如梦如幻的
妆饰，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
向往和美好祝愿。

舞龙的习俗起源于汉初，盛于唐
宋，有祥瑞和祈愿之意，传承至今逐渐
成为一种具有繁多表演技巧和浪漫主
义的民间艺术。龙是吉祥的象征，是中
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象征。舞龙形式多
样，创造性强，通过模仿龙的升腾、盘
旋、翻滚而动，巨龙随着红色龙珠飞腾、
蜿蜒，意味无穷。

稷山县稷峰镇的舞龙已传承多年，
以平陇村、下廉村为主。一是龙的造型
威风俊美，龙须飘逸，龙身长且华丽，上
有各种彩色花纹，仿佛龙的鳞片。二是
舞龙的技术高超。舞龙基本动作有盘、
展、滚、腾、咬、缠、绕等。盘，龙盘绕成一
团，头高高昂起，环顾四周，可谓“盘龙
卧虎”“虎踞龙盘”，威风十足；展，龙在
飞翔前，先伸展身躯，蓄势待发，有“一
发而不可收”之势；跑，龙环绕场地，似
飞一般追逐嬉戏，彰显了龙的灵敏和神
威；腾，龙的头和身躯时而高高仰起，时
而向下俯冲，表现出“龙腾虎跃”的雄
姿；滚，龙一会儿半身翻滚、一会儿全身
翻滚，“变化无穷”；咬，龙张开大口，有
时给自身咬痒，有时去含蜘蛛，“欲擒故
纵”，调皮可爱；缠，龙缠绕柱子，盘旋迂
回，显示了灵活机敏。

舞狮寓意祥瑞和好运的到来。表演
舞狮时，身姿矫健的师傅们动作灵敏，
上下翻腾，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舞狮带
来的吉祥和浓厚的节日氛围。

竹马

竹马始于宋朝。相传，当年杨家将
出兵北彊，杨继业兵败于北国。杨家众
将想进关救主，因番兵把守不可进关。
当时女将杨八姐设计，让女兵骑竹马进
关。竹马是竹子做的，空心中可藏兵器，
不易被察觉。众人来至城下借助表演混
入关卡，取得胜利。竹马后来作为社火

剧目表演，流传于民间。
陶梁村竹马有其独特之处，表演分

单开场、双开场。单开场是五匹马在锣
鼓声中一匹一匹出场，各有表演技巧，
等五匹马各自表演完，然后汇聚一处跑
圆场，中间唱小曲。双开场是马两匹两
匹出场，最后是一匹马、一头驴同时出
场。表演场面十分热闹，引人注目。陶梁
竹马曾在稷山获文艺表演奖，县历届社
火表演中都有其身影。

划旱船

划旱船是一种民间舞蹈，模拟的是
水中行船的场景。这种舞蹈在全国各地
广为流传，稷山县每年的春节社火中也
有旱船表演。划旱船的特点在于模仿船
行，表演者通常会手持象征性的桨，通
过快速的碎步，使船身保持平稳状态，
从而形象地再现水面行船的情景。

空竹

空竹的表演动作花样、技法繁多：
头部有俯、仰、转，手部有提、拉、抛、接，
腰部有扭、随，腿部有走、跳、蹬，集健
身、娱乐表演为一体。

稷山高跷走兽

稷山高跷走兽是一种民间传统艺
术，起源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清雍正初
年，传承至今。它是两人表演的连体高
跷，将人与兽巧妙组合，演绎一个个美
丽的神话传说。这种罕见的表演艺术在
山西仅存于稷山县，以其独一无二、构
思奇特、气势宏伟、铿锵有力的表演形
式而著称，并于 2006 年 6 月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稷山高跷走兽表演时，走在最前列
的是“独占鳌头”，又名“魁星点状元”。相
传，鳌是深海中一种凶猛的海兽，是变异
的鱼类“龙头鱼身”，是能在大海中游戏、
在陆地上行走，且能腾云驾雾的神圣之
兽。“鳌”头上“站”着专点人间状元的神
官魁星神，他双目圆瞪，仿佛正在寻找奋
发图强、才学兼备、廉洁奉公的人才。

“麒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瑞兽，
民间俗称“四不像”。其是龙头、羊尾、鱼
甲、鹿腿、羊脚的吉祥神兽，有着添福送
子的多重寓意。

“独角兽”传说是生活在北方森林
里的一种猛兽，不仅凶猛异常，而且能
腾云驾雾。传说春秋时期，晋国大将孟
明同母亲寻找失散多年、在外征战已是
秦国大臣的父亲百里奚，途中路过龙门
上水坪村时，盘缠用尽。他们看见路边
贴一榜文，说有一员外小姐被形状古怪
的独角兽缠身，悬赏重金，寻找能降服
怪兽的英雄。困于此地的孟明毅然揭了
榜文，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降服了独
角怪兽。之后，孟明与其母骑上独角兽
腾云驾雾，风驰电掣般奔赴秦国咸阳，
找到父亲百里奚，一家人得以团圆。

“貅狼”，也称貔貅，是中国古代神
话中消灾、辟邪、添福的神兽，古代牢房
门上画的就是它。相传春秋时期，北方
番邦凭借铁骑，经常骚扰中原，因不知
晋国的实力，所以用一种奇妙的方法打
探实情——派特使火龙旦向晋国进献
一头猛兽貅狼，意在向晋国示威，如有
能人异士降服此兽，番邦甘愿俯首称
臣，否则便要大举兴兵侵犯中原。然而，
此兽一到中原，就被晋国大将齐化须制
服，番邦只得心服口服，俯首称臣。

抬阁与花鼓

抬阁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
文化内涵的传统民俗活动，具有独特的
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稷峰镇的抬阁久
负盛名，他们的花鼓表演，也具有较高
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花
鼓的打鼓姿势有三种：低鼓，即腰系鼓；
高鼓，即胸前鼓；多鼓，即把鼓系于头
部、胸部、右肩及两腿中间，一个人最多
可系七八个鼓。其中，苑曲村花鼓以低
鼓表演最具特色，曾多次在稷山县新年
社火活动中进行表演。

威风锣鼓

威风锣鼓是流行于山西晋南地区
的一种民间打击乐艺术形式，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表演起来鼓声如
雷、粗犷豪放，钹音清脆、荡气回肠，锣
鸣镗镗，融音乐、舞蹈、技艺于一体，富
有地方特色，体现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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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稷山县稷峰镇举办了盛大
热闹的社火活动，舞龙舞狮、划旱船、高跷
走兽……为大家奉上了一道精彩的民俗
文化盛宴，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河东民
间社火的多彩和魅力。元宵佳节之际，在
此特对该社火表演中的主要项目渊源进
行文化梳理，配发部分图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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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

▲高跷走兽 ▲划旱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