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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洋县：
一台社火，热闹了岁月
杨露雅

让“赏花游”长盛不衰
周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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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悬台社火以高、悬、奇、妙著称。
悬台社火的高度一般为8至12米不等，
可装4至 6层梁架。每层梁架上都有若
干名演员，或轻踩莲花，或立于扇面之
上，或站在一片荷叶里。一阵风吹过，莲
花、扇面、荷叶还会微微晃动，观众在大
呼过瘾的同时，不禁为高处的演员
担心。

“经过精巧的设计和安装，我们不仅
要达到演员悬在高空中的效果，还要让
观众的心和演员一起悬起来，呈现出极
具视觉冲击力的、紧张刺激的表演。”李
建中说。

每次表演社火之前，李建中和搭档
们都会提前在后台搭好脚手架，并将四
周用帘子围起来。这一围，也围住了洋县

悬台社火“高悬奇妙”的秘密。智果村的
洋县悬台社火传习所里，展示了一张珍
贵的照片，让观众得以一睹帘子后面的
秘密。

“当时我们正在为演员‘装身子’，也
不知道谁啥时候进来拍了这么一张照
片。”李建中笑着说。李建中口中的“装身
子”是行话，就是用宽一尺、长两丈的白
布把小演员固定在社火芯子上，然后再
给他们穿戏服、戴帽子、拿把杖。这些过
程都需要在脚手架上完成。

“装身子”前，需要提前搭好脚手架
和社火框架。以《大破天门阵》为例，它的
框架分为6层，每层的高度从下到上分别
是1米、1.5 米、1.5 米、1.8 米、1.8 米、1.5
米，需搭配一个长约6米、宽约4米、高约

9米的脚手架。
“装身子”完成后，小演员们就已经

“悬”在空中了。负责抬社火的杠抬和手
扶龙杆的人也进入待命状态，只等锣鼓
声响起，悬台社火便闪亮登场。

社火芯子是演员们“悬”在空中的最
重要的道具。芯子可以理解为悬台社火
的骨架，主要起支撑演员的作用。社火芯
子过去多用槐木制作，如今常用钢管、钢
筋和铁条代替。

社火芯子一般需要定制，可根据演
员的身高、胳膊的长短进行调整和组
装，在承受演员体重的同时，与演员完
美贴合。表演时，芯子被隐藏在演员们
的服装之下，在观众看来演员就仿佛悬
于半空，妙不可言。

列队 张成林 摄

近年来，“赏花游”成为文旅新宠。在重
庆，随着上千株红梅竞相绽放、香气扑鼻，当
地城市管理局发布2023年春季赏花点位，景
区景点做好准备，璧山区莲花穴“农家乐”老
板万友会也信心满满地表示：“马上就是赏
花季了，游客肯定会更多。”他计划增开农家
乐，提升住宿接待量，再加把劲搞直播，让粉
丝数量涨一大截……作为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特色产业，备受青睐的“赏花游”不仅推进
传统农业升级转型，开拓了农民增收途径，
还有效拓展了文旅事业新路，开创新时代乡
村振兴的更新局面。

然而，花红就有花落，花开一时是必然。
要想做大做强赏花产业，还需克服其花期依
赖等短板，力避花开花落带来的人潮起落，就
需做好“补链、延链”文章，实现延伸产业链良
性发展。要瞄准高质量发展目标，大力提升

“花海”气质，挖掘其身后的文化资源，让特色

民俗、历史文化助力“赏花游”；要着力培育每
一片花海的“唯一性”“独特性”，克服“千花一
面”的区域和品种局限，实现赏花产业“常来
常新”，吸引“头回客”变“回头客”。

赏花产业“补链”，要以“花”为媒、连锁推
进。譬如开展“借花献佛”，从赏花到推介乡村
美景、美食、民俗、土特产等更丰富的旅游产
品，带动旅游、休闲、餐饮、服务等产业；再如
延长“花期”，建设“花”式主题公园、加工基地
等，策划推出相关食品、文创产品、精油等商
品，把游客注意力从“赏花游”转到人文休闲
度假各方面；还可以开拓思路，做好做强“赏
花后”文章，提升旅游服务中心、餐饮、住宿、
娱乐等硬件设施，举办音乐节、文化节、美食
节等活动，通过特色旅游体验把客人留下来。

赏花产业“延链”，要在拉长链条形成合
力上做文章。要突破行政区划，克服气候和
地理因素导致各地花期早晚长短不同的影

响，组建赏花联盟，推动各地赏花节会活动
差异化，联手培育赏花经济带；要“握指成
拳”，联合开发不同时段、不同特色的“赏花”
产品，互动互补，让赏花从点到带、从一日游
变多日游、常年游，释放赏花经济潜力，创造
更大经济价值。

花开正好，盼常开不败；“赏花游”兴起，
更要长盛不衰。抓补链、促强链，让赏花产业
链条更长，形成更持久的生产力，文旅业就
会路子更宽更新，乡村振兴也会更有活力、
阔步向前。

“十四五”末湖北省博物馆
预计达260家

本报讯（海冰 王晶晶）为深化博物馆改
革，进一步推进湖北省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
展，近日，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教育
厅、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湖北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14个方面作出
全面部署。

《意见》强调，要将博物馆事业积极融入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考古成果和历
史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为坚定文化自
信，传承中华文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为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加
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作出积
极贡献。到2035年，湖北博物馆数量位居全
国前列，体系和功能更加完善，服务效能显
著提升，湖北省博物馆建成“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博物馆。

《意见》明确的主要任务有：统筹不同地域
博物馆发展、整合不同层级博物馆发展、协调
不同属性博物馆发展、促进不同类型博物馆发
展、强化征藏管理、提升保护能力、强化科技支
撑、提高展陈质量、发挥教育功能、优化传播服
务、增进国际合作、完善管理体制、健全激励机
制、鼓励社会参与。

《意见》指出，要配合“一带一路”倡议、长
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长征、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等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以及长江中
游城市群协同发展，武汉、襄阳、宜昌三大都市
圈等省级战略，荆楚大遗址保护传承发展工程
等省级项目，加强博物馆资源整合与协同创
新。进一步擦亮武汉“博物馆之城”名片。“十四
五”末，全省博物馆总数达到260家，相比目前
新增24家。

重点支持湖北省博物馆创建“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博物馆。支持武汉博物馆、武汉革命博
物馆、辛亥革命博物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
汉市中山舰博物馆、襄阳市博物馆、宜昌博物
馆、荆州博物馆、随州博物馆等纳入国家卓越
博物馆发展计划。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
支持长江国家博物馆、湖北革命军事博物馆、
三峡工程博物馆、三峡移民博物馆、南水北调
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建设。

宁夏吴忠：早茶文化
为消费市场增添新动能
张国长彭斌

耍社火“亮”出精气神、赏花灯“寻”出兔年
香、看秦腔“吼”出文化音、赶大集“盘”出非遗
美、猜灯谜“解”出趣味题、观烟火“燃”出五彩
夜……今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持
续带动消费活力，描绘出烟火气息浓烈的吴
忠图鉴。

在吴忠光耀美食街，鼓声激荡、飞龙舞凤，
沿线餐厅生意红火，美食摊位前也排着长长的
队伍。宁夏手抓羊肉、吴忠老醋、杜优素羊杂、
惠安堡羊羔肉、同心汤碗、宁夏八宝茶、手工酿
皮、杨氏辣酱、张玉宁黄酒、鹿血酒等10项非
遗美食一字排开。养生八宝茶浓郁生津、特色
牛肉面氤氲飘香、风味羊杂垂涎欲滴、吴忠手
抓羊肉美名远扬……特色美食是一座城市的

“味道”，更是文化基因代代传承的“史料”，吴
忠这座城市的人文与自然，展现出了“游在宁
夏，吃在吴忠”这个美食之城的魅力。

吴忠市至今已有2200多年建城史，被誉
为“水旱码头，天下大集”。早在汉代，这里就资
源丰沛，商业发达。到明朝时已成为陕、甘、青、
蒙等地的重要物资集散地。

“清乾隆年间，五湖四海的人来此经商、生
活，设市交易，异常繁盛。长期的商贸往来和文
化交流，使得各种饮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
包容。”吴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胡
建东说。

吴忠人饮茶历史久远，元人忽思慧撰写的
《饮膳正要》中记载了吴忠人制作油香、麻花等
一些面点的方法。吴忠早茶还吸纳广式早茶元
素，将早餐消费与休闲生活融合、商务文化与
社交文化融合、高效率与慢生活融合，人们在
享受吴忠早茶美味的同时，洽谈业务、联络感
情、相亲议事、招待亲朋。

多拼五香牛肉滑嫩可口、各色面点小吃精
美绝伦、爽口开胃小菜种类繁多、本土优质食
材绿色富硒，天然调味佐料纯正地道……汇集
特色美食，融合休闲生活，形成了集饮食品鉴、
社交养生等多元素为一体的早茶文化，成为吴
忠市新的城市名片和文化符号，成为吴忠市新
的经济增长极。

“‘吴忠早茶’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反过来促
进了一二产业的发展，让当地百姓养的肉牛、
种的蔬菜有了更多销路，还有人专门瞄准早茶
店所需的大量八宝茶、面点等，打造加工企
业。”胡建东说。

目前，吴忠市已经集中打造了“二区三街
四广场”的特色美食街区；培育了吴忠民族饭
庄等21家“中华餐饮名店”和杜优素羊杂、国
强手抓2家“中华老字号”，构建起美景美食、
名街名店的“旅游+餐饮”融合发展新格局，以
利通区为核心，各县（市、区）为节点的餐饮产
业发展布局正在形成。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充
分利用互联网发展数字餐饮新技术，培育杜优
素、香丁丁等知名餐饮企业。打造电商平台、直
播带货、网红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带动餐饮
产品网络销售，推动吴忠餐饮“引进来”与“走
出去”相结合，不断扩大吴忠市餐饮业知名度
和影响力。

“吴忠市推动餐饮产业供应链融合、服务
链延展、产业链协同、价值链提升，不断打造特
色产业、做强优势产业。”吴忠市商务和投资促
进局负责人说，今年，吴忠市将精心筹办

“2023中国面食博览会暨第三届吴忠早茶美
食文化节”，打造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积极争
取西部美食地标城市、中国面食培训基地落户
吴忠，充分发挥特色餐饮带动效应，聚力打响

“游在宁夏，吃在吴忠”、吴忠早茶品牌影响力，
为消费市场增添新动能。餐饮业已成为全市重
点产业，把“吃在吴忠”品牌战略写在了百姓的
餐桌上。

2 月 10 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建中
正忙着制作新的社火芯子。芯
子完成后，可以一次性装3台悬
台社火了。对洋县人来说，过年
过节或重大活动中，一定要有
一场盛大的社火游演才算完
整，而社火游演中一定要有悬
台社火才算过瘾。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悬台社
火是洋县人的骄傲，是洋县孩
子们梦寐以求的舞台，更是热
闹了岁月的民间艺术。

社火是随着古老的祭祀活动而逐渐
形成的。看社火是洋县老百姓逢年过节
的主要娱乐形式之一。洋县的社火分布
广泛、种类繁多，有地社火、船社火、牛马
社火、跑社火等近十种，其中以悬台社火
最具盛名。

洋县悬台社火据说起源于商周时
期，到明代逐渐走向成熟，一般在每年正
月初六至正月十六之间演出。

洋县悬台社火的内容多取材于秦
腔，《大破天门阵》《五典坡》等剧目，是
洋县悬台社火表演的经典节目。但因为
社火演员们不唱不说，仅以脸谱、服饰、
道具和定格的动作来表现人物和戏剧

内容，所以洋县悬台社火又被称为“哑
巴戏”。

悬台社火的演员虽然不唱不说，但
一旁配合的社火锣鼓却敲得震天响。欢
快的节奏让气氛格外热烈，也让定格的
悬台社火有了不同于戏曲的别样风韵。

要让观众看懂这出“哑巴戏”的内
容，并认出戏里的人物，特征突出、形象
传神的社火脸谱功不可没。悬台社火的
脸谱讲究“定脸”，即每个角色的脸谱是
固定的，无论谁来扮演，脸谱必须画得一
模一样，十分考验化妆师的水平。

与戏曲脸谱讲究细腻不同，悬台社
火的脸谱要画得粗犷，色块和对比度要

大，这样，底下的观众才能看清楚。经过
陈建昌等老一辈社火艺术家的努力，如
今，洋县境内保留下来的社火脸谱共计
200余幅。

现在，许多地方都选择用汽车运载
悬台社火，但在洋县谢村镇智果村，人
抬肩扛的传统一直保留着。“我们的社
火仅底座就有七八百斤，正式表演时还
需增加配重。一般一台社火的重量能达
到 1500 斤左右，需要三四十个青壮年
才能抬起，移动起来声势浩大，十分壮
观。而设置这么大的重量，主要是为了
降低重心，保证演员的安全。”李建
中说。

源于商周的“哑巴戏”

“高悬奇妙”的秘密

悬台社火的春天

1959年，洋县悬台社火迎来了高光时刻。那
年，洋县悬台社火在天安门广场上闪亮登场，为国
庆10周年献礼。当时负责装社火的正是李建中的
爷爷李养科。之后，李养科将这门技术传给了李建
中的父亲李俊芳，李俊芳又传给了李建中。

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洋县悬台社火进
入了曲折发展时期。这期间，社火演出的次数屈指
可数。在没有演出的日子里，李俊芳最喜欢拿着一
张黑白照片给李建中讲故事，讲父亲和村民们是
如何将沉重的社火道具辗转运到北京，讲悬台社
火在天安门广场表演的壮观场面，讲社火组装的
各种技巧……李建中听的次数越多，心里越不是
滋味。他决定要为父亲和悬台社火做些什么。

2007年，李建中联合村里11位悬台社火爱好
者成立了一个社火会，每人拿出1000元，打算将
悬台社火再演起来。

克服了技术、人员、道具和资金的问题后，在
村民们你家出床单、我家出被面的支援下，2008年
春节，悬台社火《五典坡》顺利在洋县二中上演。就
在智果村热热闹闹筹备社火的时候，洋县悬台社
火入选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好消
息传来了。李建中欣喜万分，直呼“洋县悬台社火
的春天要来了”。紧接着，2008年6月，洋县悬台社
火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
录；2016年，洋县悬台社火传习所在智果村成立，
属于洋县悬台社火的春天真的来了。

在传习所里，有一个木制的社火底座和几个
木箱子。它们具体制作于什么年代、使用了多久，
李建中也说不清楚。他只记得其中一个箱子内写
着“大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吉日”。“这些年，大家对
非遗越来越重视了。村上陆续购置了新的社火底
座和道具箱，那些老物件被当作文物保护了起
来。”李建中说。

过去多年，这些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老物件静
静地待在传习所里，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那
些修补的痕迹、残缺的边角、沧桑的纹路，似乎在
向人们诉说着洋县悬台社火悠久又灿烂的历史。

安徽宣城宣州区
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吴小飞）近日，安徽省宣城市宣州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水东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共同举办了以“党的声音进万家”为主
题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文艺志愿者们在前进艺术乡村通
过舞龙、舞狮为村民带来了传统民俗节目表
演，营造欢乐祥和、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身穿
红马甲、手拿理发工具的爱心理发队志愿者耐
心地为大家“剃龙头”，精湛娴熟的手艺和热情
周到的服务，赢得了现场群众的一致好评。此
外，现场还举行了吃龙食、汉服秀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