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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宝鸡市陇县是“中国社火文

化之乡”，当地耍社火的历史已有 2000

多年，发展出马社火、背社火、高芯社

火、地台社火等 20 多种类别。马社火是

陇州社火中最具特色的社火形式之一，

因演员骑在马背上表演而得名。表演

者装扮成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角

色，骑马列队而行，于行进间变化动作

姿势，表现故事内容。

陇县东南镇黄花峪村是著名的“马

社火村”，每年春节期间，村民都会表

演 马 社 火 ，挨 家 挨 户 送 上 新 春 祝 福 。

为了在清晨出发，社火队通常在凌晨

三四点就开始准备，演 员 、化 妆 师 、锣

鼓 队 和 后 勤 保 障 人 员 从 黑 夜 忙 到 天

明 ，共 同 呈 现 黄 土 地 上 的 新 春 文 化

盛宴。

新华/传真

正月里，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

市柏杨坝镇，一支来自“利川灯歌

传习所”的灯歌队踏着铿锵的锣

鼓点亮相街头。表演者们手持彩

龙船等道具，时而围成圆圈模拟

划桨竞渡，时而排成队列演绎田

间耕作。欢快的锣鼓声与歌声交

织，围观群众也不时应和着熟悉

的旋律。

利川灯歌起源于湖北省恩施

州利川市柏杨坝镇一带，是人们逢

年过节、喜庆集会之时，以彩龙船、

车车灯为道具，划地为台、亦唱亦

演的民间表演形式。以《龙船调》

为代表的利川灯歌歌曲，其内容主

要围绕生活、劳动展开，表达了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追 求 。

2011 年，利川灯歌入选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恩施州利川市扎实推

进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牵头建立

“利川灯歌传习所”，积极推进利

川灯歌进校园、进景区、进社区，

组织举办非遗展演、讲座等活动，

让非遗文化在传承和创新中绽放

光彩。

新华/传真

利川灯歌

“马社火村”的日与夜

准备出发的黄花峪村社火队。

小朋友在家门口观看

马社火游演。

黄花峪村社火队

在游演途中。

灯歌队的表演让年味更浓了。

灯 歌 队

在欢快的锣

鼓声中翩翩

起舞。

天 空 飘

起的雪花抵

不过人们观

看灯歌表演

的热情。

灯歌队员以彩龙船为道具进行游街。

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