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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凤翔社火扮相逼真 、造型难度极大 ,在北方各类社火艺术中独树一帜 ,历来在凤翔人的生活中发挥着娱

天 、娱神 、娱人的积极作用 , 也对凤翔人的性格 、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针对凤翔社火作田野考察 ,以

求了解它的发展与现状 ,以便进一步采取相关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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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翔社火是凤翔县最为古老 、最受广大民众喜爱的民间

艺术形式之一 , 其以逼真的扮相 、高难度的造型而闻名远近。

旧时 , 凤翔社火与凤翔人的物质生产 、精神生活血脉相连 ,发

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今日 , 在日益科技化 、商品化的

社会环境里 , 它却走到了灭迹的边缘。

本文对凤翔社火的相关内容作概要的论述 ,并由此阐发

一些有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题的思考。

一 、凤翔县简介

凤翔县地处关中西部 , 是座历史名城 , 因传说 “凤鸣于

岐 , 翔于雍”而得名。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分布有

氏族公社。 “凤翔历史悠久 , 夏为雍州之城 , 春秋为秦之都

邑 , 秦始皇置雍县。 `安史之乱 ' 后 ,凤翔称为西京 , 成为收复

长安的根据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改名凤翔府。长期以

来 , 是关中西部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心。” [ 1]故凤翔县又有

“西府”之美称。

凤翔也是一座文化名城。北宋时期大文豪苏东坡曾在

凤翔府任签书判官三年 ,修建的凤翔东湖被誉为北方园林典

范 , 与杭州西湖并称姊妹湖。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为秦景公)

占居中国考古史上五个之最。境内的 “灵山”, 是闻名中外的

佛教旅游胜地。

凤翔还是工艺美术之乡。泥塑 、木版年画 、草编 、剪纸等

民间工艺品精美绝伦 , 产品远销于美国 、日本等国。木版年

画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泥塑马 、泥塑羊在 2002年

连续跃上生肖邮票。马勺脸谱 、八达铜塑和泥塑鸡 、泥塑狗

也相继登上邮政明信片。

二 、何谓 “社火”

在凤翔这座文化古城 , 民俗活动众多 , 然流传 、保留下来

的却不多 , “社火”算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什么是 “社火”呢?

社火 , “又称`社伙 ' ,有的地方与`社会 ' 通称 ,民间俗称

`闹玩意 ' ” [ 2] 427。 “可能源于先秦时代的`社祭 ' ” [ 3] 74 , 成熟

于宋元时期 , 是民间在节庆期间的一种备受普通百姓喜爱的

自发性游行演出活动。其 “活动内容多为高跷 、旱船 、舞龙 、

大头宝宝 、哑老背妻等” [ 2] 427。 “社火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流

传已久” [ 3] 74 ,主要有陕西社火 、山西社火 、河南社火 、青海社

火等 , 而陕西社火又分为凤翔社火 、周至社火 、陇县社火等。

各地社火 , 在内容 、形式 、服装 、规模等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

差异。陕西社火中最为独特的就是靠逼真的扮相 、高难度的

造型而闻名的凤翔社火。

三 、凤翔社火的相关内容

1.社火的演出时间及场所

主要是在春节期间的正月初六至十五之间演出。初十

左右一般在自己村和邻村的马路上或空旷处游行演出 , 十五

左右则开始在县城街道 、广场演出 , 偶尔在一些庙会中也能

见到凤翔社火表演。当然 ,其表演规模较小 , 内容比较简单。

2.参加社火演出的人员

参加社火演出的是男 、女 、老 、少都有。老年人着装轻

便 , 多步行;小孩子着装俏皮 , 多扮演滑稽的角色;青壮年着

装厚重 、气度非凡 ,多扮演古代名人。

3.凤翔社火的演出形式

在演出中 ,几乎所有演出人员都要化浓妆 、穿鲜艳的演

出服 , 附有各种道具 ,游行演出。前为仪仗队 , 队员高举几十

面三角形狼牙边的大旗 , 上书各个乡村之名 , 狼牙旗后面是

各色无字旗帜 ,可谓彩旗飘飘 , 甚是壮观。紧接着是锣鼓队 ,

锣鼓手少则数十 , 多则上百。打锣敲鼓有一定套数 , 分老曲 、

新曲 、紧三火等。老曲雄壮浑厚 , 新曲悠长 、明朗 , 紧三火紧

张热烈。锣鼓队后面是造型队 , 它是整个演出团体的核心部

分 , 乘车 、骑驴 、步行者都有。演出人员化妆惹眼 , 有模仿中

国古代历史人物如杨家将等 ,还有扮作各种邪神的。造型队

后面是舞龙队或舞狮队。最后面是腰鼓队或者秧歌队。所

到之处 , 家家必放鞭炮欢迎 , 并送以 “布红”、点心 、糖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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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火演出所需的经费

凤翔社火 , 是一种自发性的农民娱乐活动 , 其资金全靠

村民主动捐资和经商成功者赞助。当然 , 后者出资所占比重

较大 , 它往往决定着社火演出的规模。

四 、凤翔社火的主要职能

凤翔社火 ,这个自古就为凤翔人重视 、喜爱的艺术形式 ,

在凤翔人的生活中 , 主要承担着以下三大职能。

1.娱天

凤翔县地处西北 , 辖区民众以农耕为主 , 但是水资源极

为匮乏 , 因此自古以来 , 凤翔人对天的敬畏程度是水资源充

沛地区之人无法想象的。凤翔社火最主要的功用之一就是

娱天 、祭天 ,祈求上天风调雨顺 ,人间五谷丰登。

2.娱神

早时 , 凤翔人家家养牛 、羊 、猪等家畜 , 牛是凤翔人家最

主要的生产力 , 而羊 、猪等是家庭稳定收入的重要来源。因

此 , “六畜平安”是凤翔人在 “五谷丰登”之外的另一个非常

重要的愿望。凤翔社火游行演出 ,也是为祭祀马王爷保佑家

畜四季平安 。除祭祀马王爷之外 , 还祭祀关公 、王母娘娘 、药

王爷(孙思邈)等 , 以求人人四季平安。

3.娱人

由于凤翔水资源严重不足 , 工业极少 , 经济历来欠发达 ,

所以娱乐设施 、娱乐项目很少 , 而社火就是为数不多的广为

本地民众喜爱的娱乐形式之一。尤其在春节期间 , 社火可以

排遣放烟花爆竹 、走亲戚之外的冷清 , 能让凤翔人忙起来 、玩

起来 , 让十里八村都热闹起来。

五 、凤翔社火对凤翔人的影响

1.对服饰的影响

凤翔社火演出中 , 参演人员穿着和携带颜色鲜艳 、样式

夸张的服饰和道具 , 这对凤翔人的服饰影响很大。比如 , 很

多人在天冷时节喜欢配戴鲜艳的围巾 , 小孩子几乎全部戴花

里胡哨的虎头帽。

2.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①喜欢结伴出行 、集体出行。社火是一个配合性 、互动

性极强的集体活动 , 长久以来的社火演出传统 , 使得凤翔人

的合作欲望特别强烈 ,体现在出门或办事上 , 多为集体出动 ,

很少有独行者。 ②喜欢串门。 由于凤翔社火演出的形式主

要是走村串镇的游行 ,因此 , 使得凤翔人很喜欢串门 、走动 ,

勤于维系乡邻 、亲戚关系 ,这使得凤翔人朋友多 、信息广。

3.对思想观念的影响

①崇尚平等主义。在凤翔社火演出中 , 个个是主角 , 人

人都平等 , 使得凤翔人历来崇尚平等主义 , 不善于阿谀奉承。

这一点 , 使得凤翔人在当下残酷竞争的社会里 , 多少有点不

适应。 ②对公共事物有极强的参与性。凤翔社火多为自发

性组织 , 它活动的范围 、声势的大小 ,全靠村民积极主动地自

发参与。为了使自己村或者自己镇的社火演出能风风光光 ,

村民们常常都是踊跃参加 ,这使凤翔人对集体事务或者公益

活动 , 都有着极强的关注热情和主动参与性。 ③喜欢看热

闹。历来喜欢看社火的传统 , 造就了凤翔人处处喜欢看热

闹 、凡事都想看个究竟的习惯 , 也让凤翔人的好奇心非常强

烈。 ④淡化了面子问题 。在社火中 ,参与演出的人员几乎都

要化妆 , 而参加造型队的村民更是化全妆。由于化妆技术和

化妆用品的质量因素 , 参演人员往往都被抹得面目全非 , 甚

至奇丑至极 , 但参与者却不会去在乎 , 而且在社火游行中 ,意

外的出丑事情频频出现 , 但没有人放在心上。因此 , 凤翔人

历来不看重所谓的面子问题 ,发生的尴尬事情很快就如过眼

云烟 , 使得凤翔人大多比较豁达。

六 、凤翔社火的现状及其缘由

最近几年 ,不论是在春节还是庙会期间 , 已经很难见到

凤翔社火的演出了 , 即使有 , 其规模和水准也都不可同昔日

相比。通过考察和访问 , 凤翔社火的衰落大致有如下几个

因素。

1.经费筹措困难

凤翔社火演出所需经费 ,历来靠普通村民自捐和当地富

商的赞助 , 所以一旦村民的收入艰难或者富商的积极性受挫

后 , 就筹不到一分钱的演出经费。最近几年里 , 由于凤翔县

经济发展较慢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 , 已很少有人愿意给社

火捐资 , 特别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位曾经连年赞助社火演出的

富商儿子被绑票 、撕票案件 , 已让所有富商都不敢再 “炫富”

式地赞助公益活动了。

2.安全保障空置

凤翔社火是非常大型的农民集体出行活动 ,参演人员众

多 , 事务繁杂 ,农村路况不佳 , 而负责安全保障的人员几乎形

同虚设。演出期间 , 由于路面问题而摔伤踩高跷演员的事件

时有发生。尤其在十几年前发生的一起小孩在道具上窒息

而死的不幸事件后 , 当地村民大为惊恐 ,此后也就很少有人

敢出面组织社火演出了。

3.参演人员断档

凤翔社火演出需要人员很多 , 尤其需要大量的青壮年。

但近几年里 , 凤翔青壮年大批出去务工 ,很多人数年都不返

乡 , 村里常住人员多是老 、弱 、少。 因此 , 即使有人出面想组

织社火演出 , 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4.民众兴趣多元

凤翔社火以逼真的扮相 、高难度的造型而取胜于同类传

统民俗活动 , 曾经深受凤翔人喜爱。但它仅是静态美 , 经不

起时间的考验 ,更抵不过各种新兴的科技化 、信息化的娱乐

方式对当代普通民众的巨大吸引力。因此 , 即使现在真的有

社火演出了 , 也很难有太多的人去观看。而看的人少 , 甚至

无人观看 , 直接影响到下次是否会有社火表演的可能性。

七 、由凤翔社火的兴衰而引发的对 “非遗保护”的思考

凤翔社火 ,这个曾经备受凤翔人喜爱 、曾经给笔者的童

年带来太多快乐的民间艺术形式 , 如今 ,却到几近绝迹且无

人问津的地步 ,让人无不遗憾和心痛。据此 , 笔者想就我国

当前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题作以下概要的思考。

笔者认为:在农耕文明区 ,尤其在水资源极为匮乏 、靠天

吃饭的西北地区 ,人们的生活 、生产对其自身的精神文明 ,尤

其对许多兼具娱天 、娱神 、娱人三大功能的民俗活动有着非

常强的依赖性 。反过来 , 这种依赖性的减弱 , 说明了民众生

存状态发生了极大变化。首先 , 随着社会的进步 , 民众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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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大大提高 , 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 , 明白天 、神靠不

住(比如凤翔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天靠不住 , 不管怎样去

祭祀 , 怎么去乞求 ,庄稼依然会遭旱涝灾害)。继而逐渐不再

依赖以前盛行的许多具有娱天 、娱神功能的民俗活动 , 而将

主要的精力投向其他更有希望的行业。其次 , 该地区的生产

力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当地民众获得生活幸福的能力已

经极大地突破了对其精神文明的依赖性。比如现在已经广

泛使用电夯代替了人工夯 , 不再需要唱歌鼓劲 , 打夯歌已经

很难再听到了。因此 , 一个地区某些民俗活动的衰退或者消

亡 , 恰恰反映了该地区在精神方面或者物质方面的巨大

进步。

我们知道 , 抢救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形式 ,意义非凡。而

广大的普通农民 , 对于绝大多数的事物 、事情 , 看重的是其实

用性 , 如果这些事物或事情失去了实用性 ,那么 ,它们就很难

继续在民众中找到生存的土壤。而且 , 在越来越丰富 、越来

越具吸引力的新的文化形式 、娱乐方式面前 , 普通民众更容

易将注意力转向它们 。因为人人都是感性的 , 人人都有权利

享受现代化成果。因此 , 在国家 、政府保护传统文化形式的

意义性和民众生存 、娱乐 、审美选择的自由性之间 , 出现了一

个很大的矛盾。 要保护 、抢救传统文化遗产 , 关键就在于如

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较佳的切合点。

众所周知 ,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形式 , 都属于中国文

化遗产 , 也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机制

是政府管理。” [ 3] 441凡事 , 要短时间内获得极大的成效 , 最重

要的就是要从政府做起。如限制塑料袋的使用 ,及清明节 、

端午节 、中秋节列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两大事件 , 就很清楚地

说明了国家干预的巨大力量。对于抢救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遗产而言 , 政府近年积极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 以

求得到更高标准的保护。但是 “申遗不是唯一出路” [ 4] 256 ,因

为毕竟名额有限 , 对于绝大多数无法得到 “非遗保护 ”的传统

文化 , 当地政府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 即所谓 “政府搭台 ”。但

是 , 如何 “搭台” ? 如何因地制宜地采取具体 、现实的措施进

行抢救 、保护? 对此 ,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可供参考:

1.当地政府的文化部门应该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形式 ,尤

其传统的民俗活动 , 进行理性的考察 、分析 , 坚决杜绝那些违

反人伦 、伤害人性的民俗活动 , 积极倡导 、鼓励那些健康向上

的且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形式 , 在合法的范围内 , 提供尽可

能多的方便和照顾 , 此所谓选择性的抢救 、保护。这样做 ,重

点突出 , 见效快 , 积极意义长远。比如对于凤翔社火 , 当地政

府应该在庙会 、春节期间出面组织人力 、物力筹备社火的演

出事宜 , 而且最好能将每年组织社火演出作为一项政府必行

的公益活动。

2.当地政府的文化部门 , 应该出面给民间艺术社团找到

首领或负责人。大家都知道 , “民间社团产生于民间 , 参加人

员的目的各不相同 , 社团内都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因之 ,其

内部组织较松散 , 联系也不紧密 , 有时竟成乌合之众” [ 5] 279。

民间社团有固定的首领很重要 , 但是民间社团的首领很难

当 , “所以民间有宁带千军 , 不领一会的说法 ” [ 5] 279。因此 ,政

府要出面找到有能力 、有热情的当地人 ,给以文化性职位 ,如

某某会长 , 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 让其负责某民俗活动的

具体事项。这样做 , 责任明确 ,具体到人 ,成效显著。

3.当地政府的文化部门 , 要积极引导民俗活动的运转与

经济创收挂钩 ,要使其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 这是推动民俗活

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举措。因为 , 有了经济效益 , 这

些民俗活动的参加者 , 就有了直接而明确的动力 , 很利于其

以后的长远发展。比如对于凤翔社火 , 当地政府可以引导民

众将其结合到丧葬仪式中 , 摒弃丧祭活动中迷信愚昧做法 ,

并适当实行服务性收费。这样不但给社火的参演人员带来

一些经济收入 ,而且也可以满足丧事主人求体面 、图排场的

心理。

八 、结语

凤翔社火是凤翔县最为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 也是

中国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分支 , 保护 、继承凤

翔社火这一珍贵的先辈文明 ,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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