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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北京历史文化悠久，其节令习俗时刻伴

随着老百姓的生生息息，从而衍生出众多民间文化

事1页，民间花会即是其中最重要的品类之一。其组

织之严密，技艺之高超，影响之深远，均以丰富多

彩的民俗民间信仰文化为根基。

民间花会活动惊远流长，汉代称之为"百

戏宋元称旦为"社火晚清由于慈禧太后的

极力推崇，京城内外的民间花会组织异彩纷呈。延

庆是北京民间花会活动延续状况较好的地区，无论

是其规模还是组织形式，在北京地区都具有极强的

代表性。

在《延庆民间花会》一书即将出版之际，邀

我为之作序，首先是感到十分亲切。在文化部门工

作几十年，对延庆的民间花会还是熟悉的，因为熟

悉，所以这本书读起来是亲切的。书中所论及的内

容大多是我小时候就看过的，读起来不但能勾起儿

时的同忆，而日能够联想到北京民间文化的发展脚

步。冥中有切身的体验，有些则是延庆文化的，特

h斤

性。现在看来，书中所记述的事项有的已经淡去，

甚至是不复存在了，尤感惋惜 1 那么，书中所i己述

的内容则更加珍贵。

其次是觉得《延庆民间花会》一书内容丰富。

其篇曰细，按类别对花会活动进行了|国述;真内容

涉及广，不是就花会而i仑花会，对民间花会陌生出

的其它民间文化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这是十分可

贵的。据悉，此书的编篡工作历时约一年，在如此

短的时间内能够成书，更加难能可贵。书中所钮，

有些内容是奇巧的，如果不是作者大量的搜集和整

理，有可能被人们所忘却。

另外《延庆民间花会》描述的不仅是舞蹈，更

多的是民俗是文化。综观人类发展史，凡是民俗文

化内涵越深刻、凡是民俗文化规矩越讲究、凡是民

俗文化涵盖越广泛，其文化的凝聚力越强大。可以

说，民俗文化也是一种力量。因此，不要因为民间

花会"俗"就小看了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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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民间花会概述

张凤起

延庆击称夏阳川 1 ， 亦谓的川 1 ，域内民风淳朴，

历史文化悠久。 据多年出土的历史遗物推断，大约

在五六万年前，远古人类即在此繁衍生息，曾是多

民族聚居融合之所。炎黄阪泉之战的古战场遗址、

干古之谜古崖居桐窟、迥异于汉民族文化的山戒族

古墓遗迹 ， 充分印证了延庆文化底蕴的深邃。

延庆地处北京西北，地|自险要 ， 由于 "南担居

庸之翠，北距龙门之险 历代均为军事要冲，向

为多民族文化发生冲突的前沿 ， 文化交互的纽带，

文化融合的处所。特殊的地理形势和地理位置， ~吏

延庆的地域文化底蕴 、 文化发展、 文化内涵都表现

出独有的个性特征。在二千年的朝代更迭中，延庆

虽然历代战争频繁并曾多次荒废，行政建置因形势

不同而经常变易，1ß安于勤苦、通运乐观的生活态

度，使延庆人的个性特征平年不易 ， l'吏延庆地域的

文化形式异彩纷呈。

延庆的民间花会源子何时，并没有确切的文

字记载，只能根据各种现象，如民间传说，进行

推定。 但最迟应与明代初期的移民活动有关，这些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移民，把本地蹦蹦跳跳、 扭扭皑

皑、唱唱敲敲，乞求上苍保佑的各种民间花会形式

带卸了延庆。 另外北京地区的民阐花会主要繁盛于

明清，这与宫廷的爱好有直接关系，延庆地区距离

张义

皇城较近，肯定也会受此影响而在民间大办特办。

一、关于民间花会的起源

民间花会即广义的民间舞蹈，它的概念是怎样

的呢?在给民间舞蹈下定义肘，因研究者的视角不

同，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其

解晖量有所不同， f且都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民间花会

能够传承和发展的特性。

《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民间舞蹈

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舞蹈形式经过了很长历史

的集体加工而得到发展;二是在不断的选择和掏汰

中代代相传。这一观点归结了民间花会以下几方面

特征:其一，它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

二，宫是集体创造，发展的严物，也就是说它并

非某个人的发明，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主，它

是在民众中世代相传，即传承民间花会的主体是民

众;其囚，官在民众中不断地被选择，也被阉汰 。

由此不难看出，民间花会具有历史性、民众性、承

传性、变异性特点。

《美国新知识百科全书》指出民间舞蹈是

世代相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变化不大，某一

个国家的所有地区都跳的舞蹈，就成为该国的民众

舞蹈。 " 这一观点突出了民间花会的传承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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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广泛性特征。

中国大百料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舞蹈参考资

料》认为顾名思义 ， 民间舞蹈是世界各地各民

族用以自娱的舞蹈 。 事实上 ， 舞蹈者是为了自己高

兴而跳的 ， 并不是用以演出 ， 虽然 ， 看人家跳舞 ，

自己也会感到愉快 。 " 这一观点则着重强调了民间

花会的自娱性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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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辞海》认为 ， 民间舞蹈是 "在人民群众

中广泛流传 ，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

统舞蹈形式 。 " 这一观点概括了民间舞蹈的四个方

面特点 : 其一 ， 官具有民众性 ， 即强调了民间花会

的参加者和享有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 其二 ， 官具

有民族性 ， 是民族的思想、感情、文化通过肢体动

作的直接体现 ， 其三 ， 它具有地域性 ， 即各地的民

间花会是地区文化的反映。

在我国，秧歌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 广义

的秧歌，泛指 " 出会 " 、 " 走会 " 、 " 社火 "

" 闹红火" 中的各种民间花会 。 如高挠 、 竹马 、 旱

船等 。 狭义的秧歌 ， 则指传统的东北秧歌 、 陕北秧

歌 、 高挠秧歌 。 本文所说的秧歌 ， 为第一种广义的

情形。

在我国 ， 秧歌有起源于田间劳作插秧之说 。

如清人吴锡跟著《新年杂咏抄》认为 ， 秧歌是由宋

代的村田乐发展而来 。 清人李调元著《粤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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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农者 ， 每春肘 ， 妇子以数十计 ， 往田插秧 ，

一老挝大茧 ， 鼓声一遇，群歌竞作 ， 弥曰不去色 ，

是曰秧歌 。 " 滔代道光五年编印的 《晃州、| 厅志 》

说岁 ， 农人连诀步于田中 ， 以趾代坦(锄 )

且行且拨，睦间击鼓为节 ， 疾徐前却(退 ) . 颇以

为戏。 "这里描绘的是障秧场景 ， 人们不但击鼓歌

唱 ， 并且还配合着音乐的节奏 ， 快↑曼有章法、进退

有秩序。

但也有的地区把秧歌称作"阳哥大顾名思

义 ， 阳即太阳 ， 阳歌即太阳的颂歌 。 "节日歌 " 取

‘ 三阳开泰 " 之意 ， 为阳春之乐 。 芮语有"阳气

动，万物滋" 之说 ， 也就是先有阳光普照，才会有

万物复苏的意思 ， 人类把自身的生命以及万物的生

存与太阳联系在一起 ， 是对生命起糠的直观概述 。

因此 ， 对太阳的崇拜 ， 是人类最原始的信仰 。 对着

太阳载歌载舞 ， 用自己的形体代表群体意识取悦于

万物复苏之母 ，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也就是说 ， 阳

歌具有央求上天赐予幸福的意思 。 延庆土i吾当中 ，

把求人办事称作 "央给央给" 与 "阳歌" 发

音近似 ， 而且意思相近，我们不能排除二者具有同

源的可能性。

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 ， 也反映在古人对鼓乐

的重视。 东汉许慎在 《 说文 》 中对"主主"做了深刻

的解释 ， 他认为 "敲 ， 郭也 ， 春分之音 ， 万物郭皮

甲而出 ， 谓之鼓 。 " 显而易见 ， 在许慎看来 ， 具有

生命意义的草木冲出藩篱破土而出 ， 即是生命的繁

衍 ， 推及人类则是生生不息 、 代代相传的生存方

式。 鼓 ， 是春天的声音。

把秧歌与鼓结合 ， 即是生命的歌 ， 是生命意

义的彰显 。 作为一种意识 ， 一种信仰 ， 每逢新春

伊始 ， 人们闹起秧歌 ， 男女会舍 ， 则是人类生生不

息的颂歌。 这关联着人类自身的兴旺昌盛，同时也

是顺应"天时、地利 " 的大自然规律，以这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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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赞不绝哟，我大唐百姓虽是些作稼种禾之

人，竟能演出此等高艺，可佳 ! 可佳 ! "接着对魏

证说百姓终岁辛劳才有今日国泰民安之盛世，

把‘闹阳歌'和百姓相连如何? "魏征深思后回

和"的现实目的 ， 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

充分体现。尤其在以农业为基础，以旱涝为条件的

农村 ， 身处农业社会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 平

时东山耕地西山打场，阜出晚归终岁劳作 ， 闹秧歌

答睦下， 如在 ‘ 庄碌'二字上考虑 ， 可用‘阳

歌 ' 改为‘秧歌取名农事 ， 寓意农耕，黎民百

姓岂不更高兴? "太宗欣然点头同意 。 从此 "阳

哥大"被称为"秧歌" 。

不论是"秧歌" "阳歌"或者通过变音把

其说成"央给其表演形式、内容及目的均不是

"插秧之歌"的意思 ， 而是具有古老的民间寓意。

由此看来 ， 仅从"秧歌"二字的表意，就把莫理解

成插秧时的歌舞，显然是片面的。当然我们也不否

认 ， 日常的生活劳动为这些歌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和取之不竭的描摹形象，远古的"击石附石 ， 百兽

率舞"和"吭育吭育"的号子声发展为唱歌就是很

另外 ， 闹秧歌还为男女会合提供了便利条件 ，

闹秧歌的场所俨然成为异性合法 、 公开 ， 并符合人

伦道德意义的社交场所。这个时候，纵有礼教和戒

律清规 ， 也是最为淡薄的时候 ， 还原了社会底层人

们的天性。平曰见面连话也不敢说的男和女(尽管

是男性扮演) . 这时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情骂俏眉

来眼去。年轻的男人很注重这个时候 ， 闹秧歌成为

出头露脸的最佳时机 ， 在秧歌场上树立的形象，往

往成为四邻八村的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谈资。因

此，秧歌场如战场 ， 不仅是生存问题，还牵涉进尊

严问题 ， 以至于秧歌场上的男子汉们如同斗牛场上

是极为必要的。

好的证明。的勇士 ， 如同赛马场上的英雄。其中出类拔萃的 ，

无疑是姑娘崇拜的偶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 秧歌具有以人为本的个 二、宗教庙会与民间花会

民间花会这个叫法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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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演绎的情节中，耳鬓厮磨 ， 欢闹嬉戏 ， 肌肤

的接触 ， 心灵的碰撞 ， 是男人衷情的表露 ， 是女人

怀春的外延。也就是说 ， 表演者展示的男欢女爱，

是天经地义的 ， 这是天性这是人性 ， 合乎大自然的

规律性。

阳歌改成秧歌 ， 传说与唐太宗的提议有关"

相传唐代贞观年间 ， 唐太宗李世民与宰相魏

征及宫廷嬉妃们 ， 子正月十五元宵节夜晚闹灯会

的时候，在长安街头看跑旱船。由于演员表演生动

逼真，似船儿在湖水中飘游一样，太宗观后雅兴大

"那坐船的女子技艺实在 先是叫走会或过会，它是传统的民间文化组织。到

了20世纪50年代，有人提出"走会" 不够准确，而

高挠、狮子、 旱船等属于民间艺术之花 ， 于是就把

从事这些活动的民间文艺组织统称为"花会"

11 

发 ， 就对身边的魏征说 :

是高超啊 ， 可见我大唐不仅文豪群涌 ， 就连老百

姓的哥大伎舞乐也精彩得不得了。"魏f正听后急忙回

"那坐船的女子是由男子装扮的。 " 唐王听后圭S: .
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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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民间花会活动与我国汉民族地区的民间

花会活动一样 ， 都与传统节日习俗和庙会活动紧密

相关。延庆明代成书的《隆庆志》记载永乐甲

午，太宗皇帝巡捋北边 ， 驻畔团山。以斯地厥土旷

沃，群山环峙 ， 遂创少|、|治。迁民以实地 ， 命官以在

民，弊邑虽边小 ， 去首善之地才百里。 " 这段话告

诉我们 : 公元141 4年(永乐甲午I!p永乐十二年，是为

公元1414年 ) ， 永乐皇帝出行视察邦国 ， 到了旧县团

山的时候暂停小佳。他发现这个地区一片旷野却土

地肥沃 ， 被群山包围 ， 因此下令建立官署。从其他

地方迁移百姓到这里 ， 并任命官员治理迁移来的百

姓 ， 这个不起眠的小县城虽然在长城以外 ， 但是距

离皇城才将近百里。

在延庆 ， 有许多明朝初期由山西移民， 守边

士王军，以及贬滴官员落户定居在此形成的村落 ， 这

些人员将本土文化带来 ， 并在延庆地区传播开来。

据此推断 ， 延庆地区的民间花会是明清时期主要从

山西等地传来，而这段文字的记述更印证了这一推

断。

延庆是明清皇城的边远之地 ， 但却是南北经

济、政治、文化相互贯通的必经之地 ， 不仅集中反

映了各民族的文化，也汇合了南北各地的许多宗教

信仰和风俗 ，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岁时节令和生活习

俗 。 在这些节日习俗中 民间花会活动则是不可缺

少的内容 ， 因此 ， 延庆民间花会活动在历史中是频

繁而多样的。除传统节日期间 ， 如果适逢庙会或相

关祭神和敬神活动 ， 古朴豪放的民间花会也竞相登

场 ， 起到娱神悦神的作用 ， 实现祈求神灵保伯和庇

护的现实目的。在延庆，人们将各种民间花会活动

称为 "走会走会既是延庆风土人情的展示，也

是花会技艺相互交流的空间 ， 更是百姓心理尽情悟

放的聚会场所 ， 是百姓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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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节日活动

延庆的岁时节令既有全国统一的 ， 也有地方

独具的 ， 既有来自于原始信仰的民俗遗留，也有始

发子佛道等宗教的节日仪式 。 其中 ， 民间花会能够

参与的节曰 ， 主要有春节、灯节、立春、中元节、

端午节等。伴随着这些节日 ， 都有与之相应的民间

习帘 ， 习俗又衍生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间

活动。这些活动在延庆人的日常生活中无限倡环往

复 ， 令人应肘应季乐此不疲 ， 并把饱含民众情绪的

民间花会融入进来。

延庆乃至于全国最重要的节日 ， 莫属春节和元

宵节 ， 值此之时 ， 延庆城乡必定举行盛大的花会活

动 ， 元宵节则是此类活动的最高潮，民众欢天喜地

的情绪也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高值。延庆元宵节的花

会活动自明代以来就十分铺排壮观。

清《延庆县志》载明了延庆地区元宵节目间

花会活动的一些细节上元节张灯三夜 ， 或作黄

河九曲灯 ， 共灯三百六十盏 ， 或作混元一气灯 ， 共

灯五百盏。又有灯山以席为高楼 ， 约三四丈 ， 中以

木作架安小灯数干盏 ， 排列佛神等像 ， 或f乍 ‘ 天下

太平 '、 ‘ 民安物阜 ' 等字 。 更设放烟火，扮旗戏

文 ， 陈设供{弗神寺庙 。 例有灯宫从元旦后 ， 即经地

方官委署本域及永

宁各一员 ， 置役隶

以供设施 ， 上任出

示冠带与马 ， 出入

列杖鸣锣与职官相

似… ..群往就之 ，

用优入衣冠器具扮

演各色故事 ， 名为

明
嘉
靖
《
隆
庆
志
》

于
元
宵
节
灯
会
的
记
载

。

中
关

社火。先i蜀官长呈

伎领赏 ， 后遍游街巷，且歌旦舞男女聚观 ， 至十六

夜灯火歇后乃罢。"



除灯官外 ，延庆民间花会还有督宫一职 ， 是

各会挡的最高裁决者 ， 走会时如果出现问题无法解

决 ， 就得中戈督宫。督宫不参加会档 ， 但要懂会规。

督宫见督宫，往往要相互盘问 ， 知道多的为上 。 俗

话说有督有尺叫会 ， 没督没尺叫玩艺。 "

以上描述，勾勒出了当时节曰期间的盛况。尤

其是入夜 ， 百姓搭起灯棚 ， 布满五彩缤纷的灯盏 ，

各商户人家也都争相悬起红灯挂起彩绸 ， 真可谓是

"火树银花不夜天" 。届时，域内外居民 ， 尽张灯

结彩庆赏佳节。在光彩照人，灯的海洋中 ， 各种民

间花会粉墨登场，如"旱船" 、 " 高挠"、 "龙

灯"、 "狮子"、 "秧歌"、 "竹马 " 等，或在闹

市即兴欢舞，或遍游街巷走会，或子商贾之门请

赏 ， 或聚平民之宅院喝茶 ， 为节日的延庆增添着普

天同庆的欢乐氛围。此时此刻，无论男女老少则竞

相嬉游子灯街月下 ， 犹如蚁聚蜂屯 ， 为各档花会喝

彩助兴，也有的随之手舞足蹈。这样的场景下 ， 人

如潮水马如龙，何止万人游兴正酣，越是宽敞的街

道，越是"竟夕不能举步人们摩肩擦踵。看花

会的人使劲踞起脚尖伸长脖子 ， 急于穿街越巷之人

也只能寸寸挪移。灯节期间 ，延庆也有不少地方都

要做 "黄河九曲灯人们用秸秤或木拜IJ子空阔之

地布好蜿蜒曲折的灯阵 ， 先由各种花会领头串阵表

演 ， 之后游人结伴走阵 ， 希望顺利走出灯阵 ， 以求

幸福吉祥和乐安康。

如上所述，元宵节期间的花会走街均为夜间表

演的盛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现在 ， 延庆连续三十年延续

着大规模正月十五走会的感况 ， 只是由夜晚改为白

天。而观众如培的局面 ， 并不亚于当年 ， 只是活动

场地由正街闹市 ， 挪子城外梢偏远地界。

延庆的各档花会在春节走会期间 ， 在本村有

挨门串户表演的习俗 ， 表示拜年送福。而各家各卢

攻川人合一概述 嗡

更是乐子接待，甚至是期盼本村花会的到来，他们

于街头或院内摆好桌子，摆上茶点香烟i者物，一是

喜迎花会带来的福禄 ， 二是去除旧岁不好的污秽。

而村与村之间互相的花会表演，在延庆被谓之"团

拜此时，到别村团拜的花会将拿出最好的绝

活 ， 表示对村与村之间同乡之谊的重视。被拜访之

村则准备充足的茶点礼物 ， 免得被人挑理。

柳亚子先生在民主党派举行的团拜典礼活动

中曾经这样写到 : 从容揭让礼文优 ， 团拜应为团结

谋。"团拜应为团结谋" 这一旬 ， 正好说明了延庆

村与村之间互相团拜的目的和意义 。 其他如立春之

时 ， 也是延庆民间花会活动之日 。 清《延庆县志 》

载立春前一日 ， 泥塑勾芒土牛 ， 随文武各官

出东郊设宴坐饮，农家带笠衣裹 ， 执农器牵牛 ， 及

各色行户俱结彩楼扮演故事 ， 春宫于阶下口唱韵i吾

数刻而罢，次日以纸画芒牛之形 ， 令鼓乐春宫遍送

乡达 ， 谓之送春。 " 从本段文字表面来看，并没有

明确出现花会的字眼，但是通过分析"各色行户俱

结彩楼扮演故事" 一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立春之

日 ， 当有民间花会活动参与其中 。 因为 "俱结彩

楼" 为写实的描述 ， 而"扮演故事"则是包含最少

两种含义 ， 一为邀请戏班娱神 ， 二为邀请民间花会

娱神兼助兴 。 另外 ， 从延庆现存的文化遗留来看 ，

每到一些大型 ， 且民众参与广泛的各类民间活动 ，

均有民间花会参与其中。

另外 ， 端午节是延庆历史上重要的民俗节日，

民间花会每遇此时也粉墨登场 ， 竞相亮相。 下面节

选姚二林《端午节与逛水磨》一文 ， 作为说明:

据清乾隆《延庆州志》记载，~午节 "市民各以

其类， {身酒肴寻挫，Jl生处以酒为乐 。 " 可 见 ，在很平之

前，相约到幽胜处畅饮， 已成为延庆地区一项独特的

风俗活动了 。 那么， ((延庆 ~+I 志》所说的 "幽R生处"

又在哪里呢? 据调查考证 ， 是州城西北的上水磨村附

近。

1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器ê)~花队·可兑含一 概述

据当地老人说 ， 每到梢午节 ， 州城南关河神届会

唱 大戏，好戏的看戏，不看戏的，出南关沿河北上，

留连在河两岸那遮天蔽 日 的绿柳 间 ， 踏着柔软的青

萃，看着 潺潺清澈见底的碧 水 ， 步行三里 ， 即可到上

水磨村i在水磨了 。 后来 ， 花会等表演团体和商品 交 易

的进入， 水磨附近就成了娱乐和商品 交易的场地了 。

i布午节 ，州 城附近数十里郊游 的百姓大都聚集

在这里 。 孩子们 大都全身获新，胸前佩戴用红布缝制

的小三角 ， 有的老人逢 " 句头年 " 也戴 ， 里面装的是

谷、泰、 麦、 麻、 黑豆，以此驱邪避灾 。 水磨附近各

村花会 ， 高境、狮子 、 老秧歌、 太平车、龙灯 、 十二

相 等， 也都到水磨表演 ， 使端午节的 气氛更加热烈 。

节日期间的民间花会异彩纷呈 ， 成为延庆人宣

泄情感表达思想的重要方式 ， 同时也为这些深含着

中国文化的传统节日 ， 营造出勃勃生机。

( 二 )宗教祭祀活动

1 、 星罗棋布的寺庙

据1 990年普查统计 ， 延庆有各种寺庙1075座 ，

各种寺庙的名称这152种 。 这些寺庙星罗棋布于延庆

大大小小村庄和山川之佳胜处 ， 成为当时建筑的奇

观。 寺庙的数量 ， 决定了庙会的数量 ， 昔日才，延庆

庙坛寺观数量惊人 ， 因此延庆庙会的数量很大。 同

时 ， 寺庙的品类、名称和建筑规模及其影响 ， 决定

了庙会的会期、内容、活动形式和规模，难以铺述

的寺庙名称 ， 使延庆的庙会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且

丰富多彩的景象 。

据清乾隆 《 延庆州、|志 》 记载 ， 当时延庆域内共

有寺庙3 1座，其中辽金时代建1座 ; 明朝建8座 ， 重

修或扩建3座 ; 清朝建2座 ， Mt9座 。 这说明，明朝主

要是建造，而清朝重修多于建造 。 另夕阳座寺庙 ， 志

书中没有记载建造年代 。 我们推测 ， 这些寺庙要阜

于明代成化年间。

延庆的寺庙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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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 ， 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如佛教的寺庵

148座 ， 道教的观和宫140座 ， 共计288座 ;

第二类 ， 纪念 "先贤先哲" 的闰庙，如关帝

庙 、 杨家闰等共 141座 ;

第三类 ， 供奉的虽是道教神仙 ， 但却与人民群

众生产和生活有直接的联系 ， 这类庙宇数量最大 ，

也最为主要。

种田要五谷丰登 ， 人们就把风调雨顺的愿望拜

托给了龙王 ; 家庭要人丁兴旺 ， 人们就把生男生女

的愿望拜托给了子孙娘恨 ; 过 日子要红火，人们就

把年年发财的愿望拜托给了财神爷 ; 生命要长久 ，

人们就把健壮的体魄拜托给了药王 ; 过去 ， 野兽经

常袭击人类 ， 人们便把管束它们的愿望拜托给了山

神土地和五道 ， 这三种庙宇的对联都是这样写 :

"山神土地五道堂 ， 左拴猛虎右;全j良 。 " 水火总无

情 ， 人们就把无水灾火灾的愿望拜托给了河神和火

神 。 这类庙宇除上面提到的 ， 还有 : 阎王、眼光、

虫王 、 马神、牛王、 1良神、 7)(母等 。 这些庙宇总数

达609座 。 其中仅各种龙王庙就有245座。

这类庙宇绝大部分是乡村农民建的 ， 还以龙王

庙为例 ， 延庆镇70座寺庙 ， 龙王庙仅3座 ， 而域内

仅1座 ， 其余两座还建在城外。 农民和县衙吃官饭的

人毕竟不同 ， 五风十雨的好年景对他们才是最重要

的。

第四类 ， 为杂神所建庙宇 ， 如狐仙 、自仙之

类的庙宇 。 这类庙宇大部地域性很强 ， 因此为数不

多 ， 仅有37座。

2、异彩纷呈的庙会

"大庙有会，小庙有跪" 这句俗语 ， 是说寺庙

不论大小均有活动 ， 较大的举办庙会，较小的只是

一般的祭祀 。 延庆规模较大的寺庙建筑很多 ， 庙会

素以分布面积广 ， 数量多 ， 规模大而著称于世。



延庆地区根据庙会的活动时间和内容 ， 一般分

为三类 :

第一类 ， 祭祀神佛诞辰 ， 有固定的活动日期。

如四月十八日泰山庙会、四月二十八日火神庙会、

六月二十三日马神庙会等 ; 第二类 ， 活动虽无固定

曰期 ， 却有大体期限的 ， 即史书上说的为"春祈秋

报"而举行的庙会;第三类，为祈雨临时举行的庙

d金如

= 。

据统计，仅第一类庙会 ， 延庆就有40余个 ， 活

动覆盖了全县所有村庄 。 这类庙会 ，川|区以延庆县

城内的火神庙、永宁镇下磨村的黄龙庙俗称 "黄龙

潭"、 康庄的奇泉寺俗称"养鹅池"、张山营的老

龙庙等为首 。 山区以大庄科的白龙庙、四海的娘娘

庙、干家店的朝阳寺等最有代表性。 后两类的数量

就更大，几乎遍及所有的村庄 ， 无法进行精确的统

计。

庙会的主要活动有三项 : 即祭祀、文化活动和

物资交流。

祭祀也叫"进香有一套仪式。 焚香上供之

后要跪拜，祈祷楠灵保侣 。 具体活动囱庙会的组织

者"社头"和寺庙的主持操持，作为宗教活动 ， 庙

会期间还要建道场。

延庆域内火神庙会的文化活动是以戏剧为主

的 ， 素有"三刹台儿 " (或"三开箱 " )、 "夜八

出"的讲究。民国时期 ， 京剧大师李万春、苟慧

生、俞振亭 ， 河北梆子名角刘桂红等都曾在庙会期

间献艺 。 大庄料的白龙潭庙会历时3天，虽然也请

剧团唱戏，但民间花会活动却更引人注目 ， 这里的

花会活动不仅吸引了当地会挡，就连昌平南庄七村

和东庄七村的花会也来赴会 。 庙会为各种民间艺术

活动创造了表现机会 ， 各种民问花会、打招式卖艺

的 、 武术 、 变戏法、盘杠子等杂技 ， 以及说书卖

唱、吹槽人、 捏面人等各种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

花队·可怜-~~ &等

跃。 各档花会不仅表演 ， 而且还要争个你高我下 。

离晓演员扎着一米多高的幌子 ， 一只腿从山下一阶

阶跳到山上的庙前 ， 还要一阶阶跳下来 。 这一来回

有60多米 ， 140多个台阶，十分惊险，稍有不慎，

就会从山上滚下来。

张山营老龙庙却是另一景象 ， 正月十五日 闹

花会 ， 全县七十二屯的各色花会纷纷前来赴会 ; 四

月十八日开始的三天庙会 ， 文艺活动就是戏剧了 。

庙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物资交流 ， 交易是以布匹

和日用百货为主。另外 ， 庙会期间 ， 庙前广场四周

搭满了席棚 ， 经营火勺、烧饼 、 油炸鬼、黄米面炸

糕、丸子汤 、 E腐脑等几十种风味小食 ， 每棚经营

一两种 ， 那真是琳琅满目 ， 成为一时之盛。

第二类庙会的活动内容和形式与第一类相近 ，

但规模却更大 。 清乾隆 《 延庆川、|志 》 载春祈

秋报，则多集乐人 ， 扮演杂剧以悦神 ， 年丰尤盛

焉 。 "

延庆有十年九旱之说 ， 而且多狂风暴雨和冰雹

等灾害 ， 求龙王降雨除灾的临时性庙会数量，在三

类庙会中首屈一指。 祈雨一般以村为单位，家家都

要出人 ， 组成一支进香的队伍 ， 敲锣打鼓到龙王庙

求拜。 所有祈雨的人一律要打赤脚 ， 娩裤腿 ， 戴柳

条编的帽子 ， 以示其虔诚 。 久旱不雨时 ， 求雨队伍

可以把龙王抬出来游行 ， 沿途各家都要在大门口往

塑像上泼水 ， 有的还要把龙王塑像抬到当街上晒太

阳 ， 据说龙王被晒出汗自然要降雨 。 若数次求雨不

戚 ， 人们就会 "苦求苦求肘，一年轻汉子双臂

穿过铁丝，下面吊制刀片儿 ， 向龙王求拜。

( 三 ) 延庆地区的民间音乐

延庆的民间音乐流传极为广泛，其中为民间

花会伴奏的曲牌 ， 由于耳濡目染归藕皆知影响非

常大。 民国时期 ，保留和流传于延庆的音乐有两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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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传统的咄呐演奏受东北、山西、河北的影

响较大，演奏风格粗1广而豪放，音调高亢而嚓亮 ，

音色纯正而刚劲，力度假强而带有弹性。由于接受

不同地区的影响 ， 延庆的咄呐演奏又有地域性的区

别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到民国时期 ， 主要有西路

派和东路派两大派系。西路派流行子康庄镇以西地

类 : 某一是宗教音乐 ， 即佛教和道教音乐 ; 其二是

流传更为广泛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虽然很古老，

但是建国后，延庆所有寺庙的房地严全部充公 ， {'曾

道全部遣返原籍还俗 ， 宗教音乐全部失传。所以 ，

今天我们所说的延庆音乐只有民间音乐一种了。

延庆的民间音乐主要是吹打乐 ， 使用的打击

乐器有大鼓 、 小鼓 、 大坡、小钱、大镶、大饶、

赵占利 ， 康庄镇榆林堡村人 ， 生于1917年 ， 辛

于1991年。自小喜欢民间音乐 ， 十二三岁拜姚家营

村张老全学习啧呐吹奏。据赵占利说，张老全年轻

时曾在张家口市学艺 ， 受河北和山西影响较大 ， 艺

成后回延庆组建了吹打班 ， 俗称 "鼓手班"。

张老全是赵占利的舅父 ， 对赵占刺格外关注 ，

再加上赵占利肯下功夫 ， 所以功底十分扎实。到

十五六岁 ， 他不仅学会了舅父传授的全部曲牌和演

奏技巧 ， 而且能够领班演奏了。成年后，赵占利在

延庆民间音乐演奏的基础上 ， 吸收了晋剧曲牌的演

区 ， 东路派流行于延庆镇周围地区。

1 、西路派传人赵占刺

疙瘩锣 ; 吹奏乐器有明呐、笛子、笙等，其中以咄

呐最为重要。延庆民间吹奏乐的曲牌非常丰富 ， 目

前我们知道的有几百首 ， 可惜大多流失。这些曲

牌分三类，一类是花会伴奏曲牌，主要有《老八

《句句双》、《娃娃》 、 《得胜令》 、 《将板》、

《小磨

《要服妆》 、 《落叶黄》 、

《老秧歌》、《满堂红》等 ; 第二

类是喜庆曲牌 ， 用于婚事和祝寿 ， 主要有《朝天

( 又名《鬼4主腿)) ) 《三盛意》

《小钉缸》、房》 、

《绕曲弦》 、

军令》、

《扎马腿》、 《玉芙蓉》、

《喜调柳青娘》等 ， 寿

《万年

《大过场》 、

《花得胜》 、 《大开门)) , 

诞曲牌主要有《寿星花》、

子》

奏方法和技巧，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演奏 ， 形成了自

己的独立风恪。

《 干万寿 》、

《大工调小开花》等 ; 第三类是丧事曲牌 ，如:

《拿灭鹅》、《哭幡儿》、

赵占利组建吹打班开始授徒后 ， 影响曰渐扩

大 ， 从而开创了西路派。西路派的曲牌以"乙"字

调为主 ， 即多以 " 5 " 作为基调 ， 演奏日才多以筒音作

" 5" 使用明呐的8个暇，中间可以变调或转调。

演奏音色刚柔相济 ， 曲调连贯流畅 ， 首尾衔接自

然。其中"梆腔"也称"卡戏"的许多曲牌和演奏

《句句双》 、

《梅

门》 、

《悲调柳青媲》 、 《苦相思》、 《扬五调》、

花调》等。有的是专用的 ， 如送路有《送路曲)) , 

烧纸用《三鬼转)) ， 开吊用《悲调句句双)) ， 走祭

《拜水莲》等 ， 跑方用《细分校》用《东方亮》、

等。

方法均来自晋居Ij。

赵占利吹奏的另一个特点是由牌规范。自己演

奏和接徒均是以师承和自己编排的"工革"字曲谱

为依据。原存有曲谱几百首文革" 期间毁掉 ，

后来授徒只靠记忆口传了。其传人有两批 ， 第一批

在 "四清"前，以曹元义为首 ; 第二批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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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音质实在而圆润。曲牌演奏节奏强烈 ， 富于跳跃

性而抑扬顿挫分明 ， 而西路派则追求乐曲的流利通

后 ， 有李红海、吕坤、鲁林、赵亮相董书泰等。

畅 。

东路派因主要活动在县城一带 ， 影响遍及多半

个县城 ， 传人也较多 ， 相继有左广生、李道留、黎

兴福、丁德宽、张松海、李桐宝、佟利等多人。

2 、东路派传人支树林

支树林生于1918年 ， 延庆镇东关人。因离县城

徊近，自小接受县城民间花会咄呐伴奏音乐的影响

而喜爱音乐， 30多岁拜师学习咄呐演奏 。 支树林的

师傅名叫根红 ，丰且居大榆树村，其家上溯五代都从

事咄呐演奏 ， 同时又办有河北梆子戏班。根红不但 3、现代派创始人董书泰

董书泰家居康庄镇一街 ，为西路派传人， 旱

年在白?可水库工地宣传队从事吹奏乐演奏。 其兄董

书华原为东北音乐学院教师 ， 三年困难时期退职回

原籍 ， 七十年代到县宣传队负责音乐创作 。 董书泰

的明呐吹奏接受了董书华的影响，改民间老式咄日内

为专业明呐 ， 尝试吸收专业咄呐演奏的一些方法和

学习了祖辈传承的技巧和曲牌 ， 而且吸收了河北梆

子曲牌的演奏技巧 ， 丰富了明呐的表现手段。支树

林慕名拜根红为师 ， 继承了根红传授的100多套曲

牌和多种吹奏技法。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自己的领

悟，形成了与西路派不同的演奏风格。

技巧用于民间曲牌的模奏 ， 形成了以传统手法为基

础 ， 并融入专业表现手法的基本风格 。 因为咄呐和

演奏方法的更亲斤，使传统曲牌的表现力更加充分。

1 995年 ， 董书泰组建吹打班，推广了这种全新

的演奏方法 ， 同时加入笙、架子鼓等伴奏。 从原来

吹打班的两支咄呐、鼓、小钱、疙瘩锣等5人 ， 增加

老艺人主树林

和他的徒弟们 。

(极影 辛荣英)

: 7 
到了8人 。 吹打班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之后，立即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 ， 东路派的吹打也纷纷做了相同的改

进，有的还增加了二胡和小号、长号等乐器。 由于

支树林艺成后，即为民间花会伴奏 ， 并挑头组

织了吹打班，为婚丧、寿诞等红白喜事吹打 。 由于

支树林的功夫较深，演奏技艺纯熟 ， 成了东路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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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吹打班邀

促进了不同演

交流。 目前 ，

东西两派正在相E交流的基础上而相互融合。

民间红白喜事领头人。

的需要，民间

艺人经常被不

东路派的演奏和西路派有明显区别 ， 主要表现

请吹打 ， 从而

奏方法的相互

在以下几点 :

一是调式不同。东路派曲牌多为 "大工调

即以 "6" 为基调 ， 而西路派多为"乙字调" 。

二是指法不同。东路派多用帧呐的六个半眼 ，

以其筒音作 "4" 用D调明呐演奏C调曲牌。 这样

的指法非常独特 ， 因而产生了与西路派截然不同的

特殊的音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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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音色不同。 东路派吐字响亮、干脆 ，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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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间花会的种类与分布

任何地区的民间花会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

密相关 ， 延庆地区现存的民间花会 ， 有的是明清以

来的花会品种流传至今 ， 有的是近现代尤其是解放

后由村民创编或从外地引进 。 但是由于延庆受特殊

的地理环境、政治、文化诸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滞

后，城乡差别历来不是很大 。 加之近年来政府对乡

镇资金、项目的倾斜和扶持 ， 也使得延庆城乡差距

正在缩小。

总体来看 ， 延庆城区附近与边远村镇的花会

变化略有不同 。 城区及莫附近由于经济 、 文化发

展相对较快 ， 村庄逐渐趋于城镇化，人们的生产生

活以及消闲方式大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社会身份

并由村民转变为居民 。 人们的审美方式更趋于现代

化、多样化，文化休闲方式丰富 。 加以谋生方式的

转变 ， 加速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休闲时间的不确

定性 ， 因此 ， 传统民间花会品种有较大的遗失 ， 恢

复相对困难。 而边远村镇的农民 ， 由于生产生活方

式相对比较稳定 ， 人口流动性小 ， 人们更注重传统

习俗活动 ， 一些较大的村落都有一至数档花会 。 据

2010年普查 ， 延庆曾经存在的民间花会有24个品

种 ， 现存近百个会挡 ， 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

型 :

秧歌类的民间花会 :

这类民间花会有 "高院"、 " :t也秧歌" 、 "木

偶秧歌"、 "霸王鞭 " 、 " 大秧歌 " 、 " 大头和

尚逗柳翠 " 、 "老汉背妻"、 "老秧歌"等 。 它

们大都具有以下相同或类似的特点 : 走秧歌步、腰

部扭摆、膝部颠颤 ， 用逗场来进行人物之间的感情

交流 ， 表现丰富的生活情趣，并蕴含幽默诙谐子其

中 。 其表演形式一般分为 ， 以走队形为主的大场和

以表演逗场和做技巧为主的小场 。 其中 ， 尤以"高

挠" 最具有代表性 ， 以队形丰富多变 ， 气氛热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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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高院在延庆地区被分为 "跑挠"、 "走

挠"、 "逗挠"三种风格 。 历史上， 高院曾经是延

庆花会中数量最多的品种 ， 兴盛时期这百余挡。

核战;可

市咽iïìiiil明

沈家营镇北老君堂村啕延庆早船的老艺人讲述历史.

(摄影辛荣英)

延庆镇王泉营村的高踊属于逗挠 ， 突出个人演

逗技巧 。 表演时由老渔翁领队 ， 其余演员扮演各种

不同的戏剧人物跟随入场 。 先进行 "大场即全

体演员共同表演的套路变化 ， 然后即进入"小场"

表演 。 小场 ， 主要显示个人表演技巧 ， 一般由生角

和旦角一对演员来表演 。 生角先出场 ， 动作干练而

迅捷 ， 只听"嘎嘎" 几声胡子撞击地面的声音 ， 演

员已经进入场地 ， 并且完成了 "码子翻身"、 "大

劈叉" 、 "朝天蹬" 等一串动作 ， 旦角演员紧随其

后 ， 做出相{畏相依的动作 ， 并且要眉目{专|霄 ， 表现

出男女相亲相爱的情形 。 其中公子" 的所有动

作 ， 都要将长衫的大襟扇动起来 ; 而 " 膏药 " 和

"老座子"要演逗得诙谐风趣 ， 要把 "老伴老伴赛·

过火炭" 的生活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 ， 引逗得观众

发笑才算尽兴。

锣鼓类的民间花会:

此类民间花会有 "腰鼓 " 、 " 太平蔽 " 。其

共同特点是 ， 表旗者身撑腰鼓或手持太平茧迫击边

舞 ， 表演时多为固定的套路动作 。 腰鼓和太平鼓在

延庆民间花会的历史上属于引进的品种 ， 因其在群



众生活中影响不大 ， 与延庆人的审美情趣有较大差

异 ， 所以太平鼓这一形式 ， 自发起到消失只经历过

两年的时间 。

腰鼓是流传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 ，

它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粗矿豪放 ， 票川军威武 ，

刚劲激昂，气势暗暗，铿锵有力 ， 流畅飘逸，快收

猛放 ， 有张有弛 ， 变化多端等特点 。 集中表现了陕

北人夺取胜利和丰收后的喜悦心情 ， 融合了黄土高

原人憨厚、实在 、 乐观开朗的性格。 目前 ， 流传到

延庆地区的腰鼓表演从动作、 套路、服装等方面都

被进行了一些简化 ， 其风格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北腰

鼓有着显著的变化。

有故事情节的民间花会:

主要有"怕老婆顶灯"、 " 二蜒子摔跤"

"旱船"、 "小车会"等 。 这类花会大都表现历史

故事或民间传说 ， 通过人物的扮演，充分展示出相

应的故事情节 ， 并形象的刻画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或对社会上的美丑进行褒贬 ， 或对人物所代表的社

会心理进行赞美和鞭筐。

其中 ， 小草会在乡间流传较广 ，并多与秧歌

相杂 ， 所表现的故事内容纷繁不一 ， 有不同的故事

版本。旱船是流传于延庆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民间花

会，在北京地区尤为突出 ， 不仅表现了"白蛇传"

的故事情节 ， 而且 "梁红玉抗金兵" 、 "八仙过

海"、 "金陵十二权"等故事内容的演绎 ， 更加丰

富了延庆旱船的内涵。

拟兽类的民间花会.

这类民间花会有"竹马"、 "狮子" 、 "龙

灯"、 " 王庄十二相 "、 "牛斗虎"、 "八大

怪"、 "跑驴 " 等 。 它们的特点是 ， 有一定的技巧

性 、 惊险性、形象性 ， 要求表演者通过细腻的模

拟 ， 结合形象的道具 ， 把狮子的威武 、 竹马的欢

腾、 71<.怪的无掏无束尽情展示出来 ， 给人以赏心悦

花以·可怜一概述 e等3

目的感觉。

在延庆的民间花会中 ， 永宁南关竹马因其独特

的个性特征被成功申报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 永宁镇也因此成为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是延庆珍贵的民间花会品种。

四、延庆民间花会的特点

延庆的民间花会种类齐全 ， 风格因种类不同

而迥然有别 。 但是在民间艺术方面 ， 民族文化的融

合 、 南北特色的套萃 ， 在长期流传中地方人惰的熏

染、地区风土的造化 ， 使得延庆民间花会也形成了

共有的艺术特色 。 也正是因为如此 ， 延庆的一些民

间花会才能在北京市 ， 乃至于全国出类拔萃 ， 享有

较高的知名度。

( 一 )注重礼仪，遵守程式

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 ， 延庆民间花会的起始时

间可以追溯到明朝初期 。 六百余年的发展历史 ， 使

得延庆民间花会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礼仪形式 ， 在民

间得到广泛的传承 ， 各民间会档之间对这一礼仪也

异常重视。 春节期间 ， 延庆各档花会在外团拜 ， 免

不了在各村或路途上不期而遇 ， 每到这个时候 ， 如

果双方会头比较懂得规矩 ， 并按规炬行事 ， 那就会

相安无事。 否则 ， 轻则会被挑理 ， 闹得双方不快 ，

重则会大动干戈 ， 以至于伤了村与村、人与人之间

的和气 。 因为 ， 不管对方会头懂不懂规矩 ， 只要有

会档对自己无礼 ， 那将被视为一种挑衅 ， 往大了

说 ， 事关村的荣誉 ， 往小了说 ， 事关本会档或者是

村民个人的荣誉。

1 、超会的仪式

在延庆 ， 每到春节前夕 ， 家家户户都忙起来

了 。 俗语说:二十三吃糖、 二十四扫房… · 一直

到大年三十 ， 豪宅富户张灯结彩 ， 小康之家贮里t

外，即使是穷家破业也得像那么回事儿 。 此时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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