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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陇县，位于陕西省最西端，古称陇州。陇州社火是名闻

中外的民间艺术。社火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祭祀、宗教活

动，亦称“射虎”。原指节日和迎神赛会上表演的杂戏、杂耍。

周代称為“大傩”、“驱傩”，以人物扮装狂夫，戴假面、披

熊皮，执矛扬盾，率领戴面具的十二兽及大队“伥子”（十二三

岁的儿童），到各宫殿跳跃呼号，唱巫术咒语以驱逐“疫鬼”。

后来传入民间，逐渐加入了各种杂戏，演变為娱乐的傩舞、傩

堂戏、地戏等，表达以正压邪和求得吉祥平安的美好愿望。社

火表演是有角色的，而每个角色是由人化妆扮演的，非常有趣。

所以南宋诗人范成大说过，“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

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社火的名类很多，有步社火、车社火、马社火、血社火、

火社火、高芯社火、高跷社火等。大都在正月祭灶、庙会迎神、

祈雨时表演，而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表演最為隆重，声势也最為

浩大。看社火表演被人们称作“看戏”，即看“哑剧”。社火

角色的表演者是以舞台亮相的形式进行游展，表演内容以神话

和古典历史故事為主，宣传惩恶扬善、扶正驱邪的传统道德理

念。观众对扮相角色的辨认靠的是脸谱。社火表演行列中常配

有秧歌锣鼓、旱船、舞龙、跑竹马、狮子舞表演。社火表演按

表演时间又分為“昼（白天）社火”和“夜社火”两大类。

社火表演有一定的程序。社火在出村前，先由一名化妆

好的演员在村中山神庙、土地庙或其他庙宇中燃香叩拜，谓之

“开光”，表示神灵已附在社火身上；或由村中头面人物手托

木盘，上面放香、蜡、表纸等物品，率社火队到庙中祭祀，然

后表演，以示娱神，尔后社火才能出村表演。社火表演队最前

面是宣传横幅，上标村社名称。横幅之后是彩旗队，旗手是十

几名或几十名中小学生。彩旗队后面是锣鼓队，只见几十人或

上百人摆开队形，敲锣打鼓，声声震天。接下来是最重要最精

彩的部分——戏剧装扮。只见演员身着戏装、手执各种道具，

黑虎、灵官在前，关公、周仓居中，姜子牙殿后，个个威风凛

凛。最后是秧歌、旱船、竹马、耍懒婆等，為整个社火表演烘

托气氛。以上排列顺序是我们现场所见，可能与历史上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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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比如，过去锣鼓队是排在社火队最后面的。

社火表演在陕西好些地方都盛行，如澄城、蒲城、合阳、

蓝田、临潼、长安、陇县、扶风、岐山、凤翔、陈仓等，而以

陇县最為驰名、最為红火。陇县号称陕西省“民间社火艺术之

乡”。2007 年，“陇州社火”被省政府列入“陕西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陇州社火之所以驰名，与它的历史悠久、

受众广泛和地处偏僻大有关系。这裡是西周王朝的祖居地，这

里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因此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能得以相对

较好保存。

前面说过，社火起源与我们祖先对鬼神崇拜、对祖先亡

灵的崇拜和祭祀密不可分。但是发展到后来，它的娱乐成分越

来越重。在农闲时节，在农历春节期间，在人们劳动一年辛苦

之后需要放松的正月，人们需要社火表演，在农耕社会尤其是

这样。今天，出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和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

在陇县政府的主导下，每年正月，观看和表演社火在陇县已成

為全县上下共同的“节目”。“陇州社火艺术节”名副其实的

成為“全民的狂欢节”。不但全县城乡群众瞩目，广泛参与，

而且省内外游客也常慕名前来观赏。1980 年以来，先后有英、

德、法、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艺术家来陇观光采风。陇州

社火，曾被邀请到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等国去表演。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陇州社火也精彩亮相，在大街上巡游。

陇州社火，以它悠久的历史，神秘深厚的文化内涵，声

势浩大的场面，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為陕西春节民俗活

动的亮点。我们相信，陇州社火这朵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

奇葩，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化遗产的不断重视，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传承、创新和发扬光大！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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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祭祀

社火的起源与我们祖先对神灵的崇拜和祭祀息息

相关，所以陇州社火在举办盛大演出活动之时，常先

进行祭祀仪式。一般完整的祭祀仪式过程如下：

一、鸣鞭炮、击鼓、敲钟、吹喇叭，锣鼓喧天；

二、迎神，将神仙牌位恭请上供桌；

三、献祭品，献酒三杯，献贡品，上香，叩拜；

四、献万民伞；

五、宣读祭文；

六、娱神，耍社火，唱曲儿。

简单一点的祭祀就是放鞭炮，献酒，上香，焚烧

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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