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 刘亚 / 美编 李鹏 / 校对 赵泽艳 / E-mail：ycwbly@qq.com
文史

□杨金贵

舞龙舞狮，气势磅礴震乾
坤。传说，古时人间常有灾祸，龙
王不忍百姓受苦，便降下甘霖。
人们为感恩龙王，便在开年以舞
龙的方式表达敬意。而狮子则被
视为神兽，能镇宅辟邪。龙，乃祥
瑞之象征，能呼风唤雨，福泽苍
生。狮，为勇猛之代表，可驱邪镇
妖，守护安宁。春节期间，舞龙舞
狮已成为民间一种普遍的年俗
娱乐活动。

当激越的鼓点响起，舞龙的
队伍就似蛟龙出海，翻腾飞舞。
那金色的龙身，在阳光下闪耀着
光芒，龙鳞熠熠生辉，仿佛承载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舞狮
者身姿矫健，跳跃腾挪，威风凛
凛又风趣可爱。摇头、摆尾、打
滚、跳跃，踩花桩、滚绣球、翻云
梯、衔花篮……出神入化的表
演，让人们一会儿为之提心，一
会儿为之悬胆，一会儿又为之鼓
掌欢笑。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张
着小嘴，发出阵阵惊叹。老人们
则面带微笑，伸出双手给以鼓
掌，表示对表演者的尊重和赞
许。年轻人则纷纷拿出手机，记
录下这精彩的瞬间，与远方的朋
友分享这份喜悦。“龙衔火树千
灯艳，狮踩绣球万岁春。”舞龙舞
狮，舞出的是欢乐、是吉祥。

扭秧歌是群众参与最广泛
的娱乐活动。相传，扭秧歌起源
于农民在田间劳作时的动作，后
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庆祝丰收的
舞蹈。每年春节，组织者一声号
召，城市、乡村许多男女老少就
加入了扭秧歌的队伍。红绸飘
舞，彩扇翻飞，如春花绽放。人们
身着鲜艳的服装，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他们扭动着腰肢，迈
着欢快的步伐，踏着和谐的鼓
点，便成为街道或广场一道亮丽
的风景。那轻盈的脚步，那摆动
的双臂，仿佛蜻蜓起舞，又似花
枝摇曳，十分迷人。观看者常常
被鼓舞，不时有人加入这热闹的
长蛇阵中，欢笑声，嬉闹声，汇成
一片幸福的海洋……

春节花鼓显得格外喜庆。鼓
点声声，锣钗齐响，节奏明快，清
脆悦耳，点燃着人们的激情。表演
者有鼓手，通俗叫花鼓老汉。有花
鼓女，即伴舞者。老汉手持鼓槌，
腰挎花鼓（有的头、腿和脚腕也绑
有鼓），边敲边舞，动作娴熟而富
有节奏感。花鼓女身着鲜艳的服
装，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女子
们围着老汉转圈、穿梭，组成一个
个变幻热闹的场景。打花鼓的传
说众多，有的说是为了庆祝丰收，
有的说是为了纪念英雄。无论传
说如何，打花鼓都以它独特的魅
力成为春节民俗活动的一道文
化美餐。我早年在农村时，多次担
当春节打花鼓时领调的锣手。记
忆中花鼓从正月初一一直打到
正月十六。初一为踩院，花鼓队差
不多挨门进宅，以示驱灾送福。主
人捧出花生、柿饼等物招待大家，
以表热情欢迎。从初二到十六，每
天晚上在村里转着打，甚至和邻
村交换着打，那种热闹、那种欢
乐、那种惬意、那种痛快真是一种
幸福。那时闹红火没有一点报酬，
也没有一个人计较，纯属一种娱
乐和开心。

跑旱船，趣味横生乐无穷。

民间传统的旱船是由当年村上
新娶的媳妇们自做自撑的。进入
腊月，村上的一些老艺人就把村
上当年新娶的媳妇集中到一起，
教她们用竹枝或高粱秆做旱船，
然后糊上各色的纸，并在白纸上
画上吉祥的花鸟之类。一艘艘精
美的旱船，色彩斑斓，造型别致。
艺人们教新媳妇们跑旱航，表演
者站在旱船中，模仿划船的动作，
左右摇摆，一会儿仿佛在水面上
航行，一会儿又似船遇到风浪，一
会儿好像船将要搁浅，一会儿犹
如船绕险礁……在“老船公”的
指挥下，她们的表演诙谐幽默，跌
宕起伏，惹得观众阵阵欢笑。

跑旱船为新媳妇们搭建了
融入集体的桥梁。引导她们学会
勤劳持家，用双手编织美好的生
活；教育人们要发扬合作进取精
神，珍惜集体力量。遇风浪而不
惧，应险滩而不惊，勇敢顽强，坚
毅奋进，向着美好未来扬帆前
行。

春节锣鼓，也是一项广大青
壮年普遍喜爱的活动。当新春的
脚步临近，铿锵的锣鼓声便在大
街小巷响起，仿佛传播着春节的
消息。锣鼓家伙主要是锣、鼓、
钹，有的地方还有钗。春节锣鼓
一般不是正式表演，纯属人们自
娱自乐，所以敲打者不穿鲜艳的
服装。然而，一旦锣鼓响起，每个
参与者就都来了精神，非打出个
精彩花样不可。那民间鼓手多是
高人，他们神情专注，双手挥舞
着鼓槌，一会儿敲击着鼓面，一
会儿敲打着鼓边，一会儿将鼓槌
在空中翻绕，一会儿使鼓槌在手
中旋转，鼓点落在鼓面上，忽而
如疾风骤雨，忽而似珠落玉盘，
直叫人看得眼花缭乱。那打锣
的，拍钹的也不甘示弱，锣槌上
下环绕，敲出了“龙门阵”；钹在
空中擦响，拍成了“打铜花”。人
们越敲越起劲，那声响如雷霆万
钧，敲出万马奔腾，敲得天昏地
暗，表演者激情四溢，观看者欣
喜若狂，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加油
的呐喊和鼓劲的掌声。在这激昂

的节奏中，人们忘却了生活的烦
恼，激发出奋进的豪情……

在晋南一带，还有一种震撼
人心的文艺表演叫马拉鼓车。那
古老的鼓车，装饰得五彩缤纷。
车身悬挂着精美的图案和激励
人们的标语口号，仿佛在诉说着
岁月的故事。车的两头分别竖着
两面大鼓，鼓手手持棒槌，槌落
鼓响，声传数里。其他配乐者坐
在车的两侧，配合鼓手击打。鼓
车由棕红色马牵拉，最多时一辆
车用到 81 匹马。马上有鞭手开
道，马旁有悍将护行，车轮飞滚
如排山倒海，场面十分壮观，令
人震撼。“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
直拂五云车”，马拉鼓车历史悠
久，据传在古代是为了庆祝胜利
或丰收而形成的一种特别的艺
术形态。它象征着勇气、力量和

团结。每当鼓车驶过，人们都会
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震撼
力，这种精神，一直传承至今，成
为春节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
精彩部分。

春节庙会起源于古代祭祀
活动，在历史的转换变迁中，便成
了一种有趣的春节娱乐活动。古
老的庙会上，香烟袅袅，人群熙
攘，美食飘香，各式工艺品琳琅满
目。糖葫芦的酸甜、糖炒栗子的香
美、烤红薯的温暖……交织成春
节的独特味道。剪纸如诗，面人如
画，风筝似梦，展示着民间艺人的
精湛技艺。春节期间，人们在庙会
中悠闲穿梭，逛游观瞻，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如漫步在历史的长
河中，领略岁月的沧桑与繁华，不
失为一种雅趣和乐事。

抬阁、高跷表演亦是春节文

化娱乐活动的一大重头戏。几米
高的抬阁之上，孩童们宛如仙子
下凡，身着华丽服饰，装扮成各
类戏剧角色，演绎着古老的传
说。抬阁之奇、之妙、之精、之美，
凝聚着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走
高跷者，脚踩高木，如履平地，勇
敢无畏。他们扮成各种形象，威
风凛凛，气宇轩昂。抬阁与高跷，
一高一低，一静一动，共同展现
着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关于抬
阁和走高跷也有许多传说故事。
在古代人们主要用来庆祝丰收，
欢庆佳节，以表达喜悦之情。随
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抬阁、高
跷奇险艳美的艺术魅力越来越
强大，人们仰望着抬阁上的孩子
们，无不为他们的勇敢和美丽而
喝彩；看着表演高跷的年轻人，
打心眼里充满了敬佩。

如果说大年是一台全民参
演的民俗大戏，那么正月十五元
宵节就是这部剧的压轴节目。元
宵典型的节俗娱乐是灯会。“有
灯无月不误人，有月无灯不算
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
月如银”，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人
们对元宵灯会的重视和向往。

关于元宵灯节的传说很多，
有本土的，有外域的，有宫庭的，
有民间的，难于一表。元宵灯会
的兴盛从隋唐开始，历代相延。
张灯时间以五日居多，正月十三
布灯，十八收灯。各地风俗虽有
差异，但灯彩遍张，观者如织真
乃实景。灯节晚上，“东风夜放花
千树”，到处是彩色的河流。城里
的彩灯精制而华贵，雍容大气，
蔚为壮观。而农村的彩灯则俭朴
清秀，有鲤鱼灯、莲花灯、水果
灯、谷物灯、六畜灯等，寓意着

“连年有余”“五谷丰登”“吉祥喜
庆”……如若恰逢灯节下雪，那
可才是绝好的美景，灯映雪，雪
打灯，色调殊异，意趣盎然，瑞雪
兆丰年，灯火旺人间。

元宵独有的灯节氛围，吸引
着人们结伴闹游，通晓不绝，让
上元的月亮都悄然俯视着人间
的灯火。灯节之热闹演绎出猜灯
谜、散灯花、跳百索、走百病等诸
多节俗活动，“男妇嬉游”也成了
元宵节独特的人文景观，“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

春节的民间文艺活动，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岁月
沉淀的精华。它们如同一首首动
人的诗歌，一幅幅绚丽的画卷，
在每一个春节里，为人们带来无
尽的欢乐与感动。

春节的内涵太丰富，说不
尽，也道不完。春节的滋味太醇
厚，品不尽，也尝不够。它埋藏着
中国人的情感密码，中华文化的
生命气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
怀。它是全世界珍存下来不可多
得的古老而传统的民俗。如今，
中国春节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
富，让人类共享亲情的温暖、团
聚的欢乐与和平的幸福。愿春节
的大树在全球播撒希望的种子，
春意盎然，落英缤纷。

春节，我们永远的文化家
园，人类永远的文化家园！（完）

春
节
，我
们
永
远

的
文
化
家
园

（
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