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经注》之《伊水注》云：“（伊水）又东北过陆浑县
南，《山海经》曰：滽滽之水，出于厘山，南流注于伊水。
今水出陆浑县之西南王母涧，涧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
因以名溪，东流注于伊水，即滽滽之水也。”

河南大学教授李玉洁在《伊河上游的远古文明》中
写道：“嵩县大章镇有一条牛头沟河，发源于三人场村猪
耳朵沟垴的寒石窑和太极山板桥凹，流经三人场、万村、
赵楼、旺坪、大章、杨庄，流入大章河。大章河就是《水经
注》《山海经》所记载的滽滽之水。牛头沟河，就是《水经
注》记载的王母涧。王母涧，以纪念尧母庆都而得名。”

那么，王母祠在那里呢？它就是太极山奶奶坡的奶
奶庙，这里每逢农历初一都有庙会，以春节的庙会规模
最大，从正月初一一直延续到元宵节。

庙会上，有狮舞、虎舞、高跷、秧歌、旱船、锣鼓等表
演。狮舞表演套路有鱼跃龙门、群狮争霸、群狮闹春等。
虎舞以武术表演为基础，又将舞蹈融入其中，大致包括布
阵、开场、单人表演、双人对打等内容，每队人数多达二三
十人，每只“老虎”由两个人分别扮演虎头和虎尾，此外，
还有“土地公”“土地婆”以及其余人等扮演兵勇手持长
矛、长棍、短棍、双刀、大刀、长剑等列队摆阵。整场表演
围绕“人虎搏斗、人虎共处”的主题展开，展现出人类以智
慧和高超的武艺战胜老虎后，与虎和睦相处的画面。

狮舞、虎舞都源于源于尧时代的《大章》之乐舞，从
这里走向全国。比如，虎舞在海南客家人中很盛行。清
朝《海南古氏家谱序》云：“祖上自河洛南迁，越南海而
入，历尽艰辛，难险谁知？千里奔波，粮尽物耗，独有传
世盛物虎头，雨淋日晒，随众翻山越岭，虎舞觅食，斗虎
擂台，谁能分真假焉！”

□郑贞富

百兽率舞迎新春 零星的炮仗声划破萧瑟的腊月，拉开宁静小村年
的序幕。

不知从哪儿冒出的陌生人，支好除铃不响到处呼
啦乱叫唤的二八自行车，搓搓手、跺跺脚，抖开后架上
一沓儿白纸，一幅幅异样的画晕染大地，春的绚丽蔓
延人间。

我瞪大稚嫩的眼睛，这画不同于常见的贴画。日
常画中的人物和身边类似，景物也符合现实情景。它
却有天壤之别：一张白纸上，人物线条苍劲夸张，圆脸
大眼，身粗体壮，庄重肃穆；单调的染色看上去似涂
抹、似手工，却又张张雷同。

大人们说这是灶王爷，乡亲们你买一张、我买一
张，卖画人忙活得不亦乐乎，恨不得手脚并用，哗啦啦
递进围观者手中。

长大了，识多了，方知这样的画叫木版年画。农
耕文明对天地有着无以复加的膜拜，民间英雄成为无
所不能的化身，成为百姓平安的希望，成为美好未来
的护佑。秦琼、尉迟恭们应运而生，这些驱邪除恶的
震撼力量、布施美好的天界神灵，成为纳福迎祥的象
征。年画让人们的理想得以升华，各种神话故事成为
主流，给萧瑟的冬注入春的暖阳，千百年来不断丰富，
终成华夏独有的一种精神寄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画浸润着我的心灵、

滋养着我的血脉、强化着我的意识，直至成为符号，成
为烙印，成为审美。

忽一日，老友说，去朱仙镇启封故园吧，有车、有
人、有司机。我按捺不住满心欢喜，嘴里机关枪般吐
着好好好、行行行。

醉翁之意不在酒，全在木版年画也。
朱仙镇年画为木版年画的鼻祖，至发祥地欣赏最

古老的技艺，这可是一种恩赐。穿行于朱仙镇木版年
画作坊，我没了分色印制的困扰。纸张并非我想象的
散乱覆套，它被固定木杆“制服”，套色时无须张张校
对，只需把木版置于恰当位置即可。还懂了印制时木
版与镂版是怎样相结合的，想象里的复杂工序变得条
理清晰。

历史烟云里一路走来的朱仙镇，鼎盛时期木版年
画家家制作、户户参与。千里客商云集运粮河，走向
四面八方，走进千村万户，走入阑珊灯火。它驱逐魑
魅魍魉，鞭挞世间丑恶，恩赐幸福生活。这是百姓对
日子的期冀，对岁月的留恋，对安康的拥抱。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如今，传承
木版年画的新人早已鬓发染霜，他们仍手握刻刀，轻敲
凿枘，抚去雕刻时光的碎屑，侧耳倾听远古的叮当声。

木版年画，是刀与版的对话，是色与纸的对话，更
是人与岁月的对话。

年关年关，过年就是过关。一年到头，新年开启，
本身就有很多事需要准备和解决。

过去，生活条件差，过年辞旧迎新，从心理上总要
有个新气象，这就要在吃、喝、穿、用等方面有所变
化。那就需要准备，有的有，有的缺，没有的就要想办
法弄到，反正这一关是要过的。孩子们最盼望过年，
那时掰着指头一天一天地算、一天一天地等，等着过
年能吃白馍、穿新衣、放鞭炮。

大人们可就不同了，年一天天临近，干的事越来
越多，发的愁越来越多。那时候，我们家老老少少十
一口人，全家吃穿用度都要考虑到，串亲戚迎来送往
的礼数不能少。临近过年那几天，父母忙着卖猪、榨
油、蒸馍、做豆腐、赶年集、做新衣、炸油食、包饺子，一
天天忙到深更半夜。半夜醒来，一盏油灯，两个忙碌
的身影，成为我童年记忆最深刻的影像。

有一年，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买一挂一百响的
鞭，当时才卖五毛钱，父亲只买了几十个散炮。大
年初一，各家各户鞭炮声不断，唯独我们家没有放
鞭，我们不满，母亲也埋怨。父亲一句话没有说，一
天都没有出家门。后来我才理解了，父亲是个要强
的人，何尝不想让全家风风光光地过年，最终还是

五毛钱难倒男子汉。以后过年，父亲就坚持，自己
可以不穿新衣，孩子们必须有，哪怕是一件；肉可以
不吃，鞭必须买，最少是一百响。这是一家之主的
责任和义务。

改革开放后，我家过年虽仍会遇到难处，但再也
没有发生过买不起鞭炮和割不起肉的事情。1988年，
我大学毕业后，父亲为了给我盖新房，累得病倒了。
从此，我代替父亲当家理事，成了一家之主。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至此，我才深深体会到
年关难过，一家之主难当。订婚、结婚、伺候有病的父
母、抚养年幼的孩子、照顾没有成家的弟妹，无一样不
得思前想后、精打细算，年年过年都有作难事。再后
来，给弟妹成家、工作调动、县城买房、孩子上学，无
不劳心费神，哪一次过年轻松过？年年有关年年过，
关关有难关关过。几十个年关过来，有愁有喜，有失
有得。

细细想来，人生就是一部奋斗史，为幸福而奋
斗。只有奋斗才能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才能探摸生
活的厚度和宽度。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生活追求越来
越高。如果大家都能不畏艰险、攻坚克难，那么，社会
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春节，是中华儿女辞旧迎新、畅叙亲情的美好时刻。
春节起源于洛阳，洛阳的年俗文化意蕴悠长。贴年画、赶
年集、看舞狮、打铁花等传统民俗，既体现了人们对新年的
热切期盼，又表达了人们希望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吉祥安
康的美好愿望。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是底色，世代相传的年
俗文化是亮色，它们共同涂抹出一幅生机盎然、吉祥美好、
团结奋进的新春画卷。 ——编者

魅力足
河洛大地年味浓

镌刻千年的神画
□王学艺

年关渐近话今昔
□罗孝民

喜庆欢乐万年红
□郭德诚

河南大学陈昌远教授在《应给太皞
伏羲氏一定历史地位》一文中说：“伏羲
氏之母华胥氏时代，已进入农耕时代，历
法是农耕文明的基础，当时历法已经产
生，这部历法就是《华胥历》。有了历

法，就有‘年’和‘岁首’的概念，过年
的风俗正是起源于华胥时代。

而到了帝尧时代，历法进一步
完善，过年之时，要举行盛

大集会，演奏大型乐舞
《大章》。华胥氏的故

都在孟津宜苏山，而
尧的故里在嵩县大
章镇。”

陈昌远从历
法的角度，论述
了过年的风俗源
于洛阳，始于华胥
氏时代，到帝尧时

代形成大型节会。
帝尧，是五帝之

一。他是帝喾髙辛氏
的次子，母亲名为庆都，

是伊侯之女。帝喾的都城
在偃师。西晋皇甫谧《帝王

世纪》云：“帝尧陶唐氏，母庆
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曰

放勋，从母姓伊氏。”南宋罗泌《路史》
卷二十四说：“伊，盖亦上世所国，今洛之
伊阳县有伊水，尧之母家伊侯国。”《御批
历代通鉴辑览》卷一说：“帝尧，陶唐氏，
姬姓，髙辛氏次子，曰放勋，育于母家伊
侯之国。”

伊阳县，始置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
元712年），治所在今嵩县旧县镇旧县村
西。伊阳故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
长1500米，南北宽500米。该城址位于
伊河北岸，故称伊阳。

旧县镇东北接大章镇，西南临栾川
县。大章镇的任岭村，是白鹿沟河、马
石沟河与伊河汇流处。这里有一处仰
韶、龙山文化遗址，面积 5220 平方米，
文化层厚近 1 米，发现陶器有泥质红陶
片、灰陶片和夹砂粗灰陶片，纹饰有方
格纹、绳纹，器型有罐、钵、盆等，石器
有石斧、石铲等。陈昌远到此考察后，
撰写的《嵩县任岭文化遗址初步考察》
一文中说：“任岭文化遗址，是一座独
特的古国都邑。这就是尧之母家伊侯
国之墟，就是《帝王世纪》所云的尧出
生地丹陵。”

帝尧继位后，为了掌握气候的变化
规律，派羲叔住在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
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时间最
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
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
察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
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叔
住在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
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
为冬至，并参考昴星的位置来校正。二
分、二至确定以后，尧决定以366日为一
年，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
年的农时正确，不出现差误。由此可知，
古人将帝尧的时代视为农耕文化出现飞
跃进步的时代。

陈昌远说：“任岭文化遗址，不仅是
伊侯国之都，也是尧的初都丹陵，他在这
里修订历法，制作了大型乐舞《大章》，并
在每年岁首演奏之。大章，因此也成为
一个地名。”

帝尧在丹陵，观测天文、钦定历法；
博纳众谏，任人唯贤；推行德教，教导臣
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教育
百姓和睦相处，做到“九族既睦”，使民风
淳厚。

帝尧制作了乐曲《大章》。《礼记》记
载：“帝尧立，乃命乐正质为乐。质乃效山
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缶而鼓之，乃拊
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
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琴，作以为十五
弦之瑟。命曰大章。以祭上帝。”

乐正质模仿山林溪谷之音，推
而进之，再用鹿皮蒙缶的鼓和石磬
及十五弦的瑟敲起来，又用许多浮
石拊击起来，以象上帝玉盘之音。
帝尧命名为《大章》，后来亦称为“大

尧之乐”。它的歌词中有：“舟张辟雍，
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凰喈喈。”每次

岁首祭祀上帝的时候，奏起这乐来，百兽
相率而舞，凤凰翩翩起舞，出现“凤凰来
仪”的盛况。可见乐的感物全在至德，不

在乎制作之繁简。“大章”即宏大的乐章，
《乐记》中说：“大章，章之也”，“大明天地
人之道也”。《史记》中称赞帝尧的德行彰
明，仁德如天，智慧若神，百姓依附他就
象依附太阳，敬仰祥云一样。

曹丕《秋胡行》赞之曰：“尧任舜禹，
当复何为。百兽率舞，凤凰来仪。得人
则安，失之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
歌以咏言，诚不易移。鸣条之役，万举必
全。明德通灵，降福自天。”

北宋朱长文《琴史》说：“帝尧宅天
下，其圣神之妙用，则荡荡乎民无能名者
也。其事业之余迹，则巍巍乎其有成功
者也。

扬子尝云：‘法始乎伏，成乎尧，匪伏
匪尧，礼义哨哨。’夫琴者，法之一也。当

《大章》之作也，琴声固已和矣。旧传尧
有《神人畅》。古之琴曲，和乐而作者命
之曰‘畅’，达则兼济天下之谓也；忧愁而
作者命之曰‘操’，穷则独善其身之谓
也。夫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非尧孰能
当之？”

这是说，尧作《大章》的同时，还创作
了古琴曲《神人畅》。此曲表达了尧在岁
首祭祀之时弹琴，奇妙琴声感动上天，天
神降临，与人们欢乐歌舞，共庆盛世。

漫谈古历说帝尧

帝尧新年奏《大章》

王母涧边观乐舞

年有颜色吗？当然有啦，红色嘛，由春联点亮，红
红火火过大年。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其实，任你蒸笼热气
腾腾，随他油锅翻滚冒泡，就是叫上震天的鞭炮来助
阵，再怎么热闹，那也不过是序幕而已。只有年的司
仪，着一身红装，齐刷刷地往门两旁一立，年，才算真
正开始。

从小，我就跟着爷爷写春联。小巷四邻八家的春
联，都是爷爷写的。我就是他的“镇纸”，他写着，我按
着；他写一段，我往后拉一段；他写完一副，我就找个
地方摆好，满屋满院，红红火火。

爷爷教我写，我却很不愿意。他教我“宁为百夫
长，胜作一书生”。爷爷说骑马打仗，不是横冲直撞，
指指春联上的“颜体”，说颜真卿也是一位军事统帅。
他给我讲了颜真卿书法悟道和率军平叛的故事。听
完故事，我顿觉春联那红色就是那血染的战场，刚劲
有力的“颜体”，就是呼啸冲锋的战士。才知道，春联
也是一种精神的展示。

爷爷读过私塾，受儒家文化熏陶，为人谦虚、含
蓄内敛，不事张扬，凡事低调。可你再看我们家的春

联：一年四季行好运，八方财宝进家门。红彤彤的对
联贴在门框上，把那点儿想法写在了门外，不遮不掩。

等我写的字能上墙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那
种财源滚滚、富贵发达式的春联已经过时，都已经改
成和睦、幸福之类的。想起当年爷爷写的春联，不由
得感慨万千。那年，我自拟了一副对联：书香暖屋家
有道，和睦雅顺人敬孝。

爷爷写春联，纸，用“万年红”；墨，要加点酒。“万年
红”这种宣纸，它氤氲着秦汉气息，延续着唐宋遗风，沿
袭着魏晋脉络，流转着元明清神韵。字用“颜体”，端庄
阳刚，气势磅礴，古雅厚重。墨中加点杜康。那春联，
红得热烈，黑得发亮，散发着节日的酒香。

耳濡目染，我也喜欢写春联。新年，我总要写一
副，也用万年红，墨中也加酒，也用“颜体”，我觉得这
是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高
度概括着龙的传人生生不息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
也是一部红色的历史，承载了国人红色的记忆。春
联，是年的司仪、春的使者，宣布着新年的开始，引导
着红彤彤的世界。

墨香酒香方块字，喜庆欢乐万年红。

>

>

>

“一年春作首，百兽虎为王。”“百兽率舞迎新春，一声长
啸壮山河。”“瑞雪纷飞清玉宇，福虎起舞贺新年。”虎年春节
正向我们走来，今天我们的春节故事，就从上古的历法和
“百兽率舞”讲起吧。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
节日，也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你知道吗？春
节期间，咱洛阳不少象征年味的民
俗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将
至，洛报融媒记者采访了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非遗科相关负责人，盘点

“魅力十足”的省级、市级非遗项
目，为您备好“非遗年货”。

●大里王狮舞

在洛龙区白马寺镇大里王村，
有一门民间艺术——大里王狮舞，
锣鼓喧天中雄风浩荡，闪转腾挪间
豪迈激昂，多年来深受百姓推崇，
被称为“河洛一绝”，是当地逢年过
节必演的王牌节目。

大里王狮舞属典型的北派狮
舞，表演奔放洒脱，刚猛矫健，通
过大幅度、刚劲雄浑的舞姿，表
现狮子威武的气质和勇猛的神
态，整个过程极重气氛渲染。在
金鼓齐鸣的氛围里，民间艺人通
过跳跃、跌扑、腾翻、打斗、登高履
险等，将狮子的威猛气势表现得淋
漓尽致。

●孟津打铁花

孟津赵岭村的打铁花风俗起
始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旧时，因
附近村镇冶铁技艺发达，所以赵
岭村以云游四方补锅为生计的炉
匠颇多。每逢春节，炉匠们回到
村子里便集聚在一起，支起炭炉，
化铁为汁，抛洒空中，铁水四散，
形成璀璨绚丽的铁花，以此娱乐
乡亲，欢度佳节，并祈求来年风调
雨顺，家业兴旺，老百姓给它起了
一个美丽的名字——打梨花，也称
打铁花。

孟津打铁花的原料以白铁为
佳，每打一回铁花，都要垒一个炉
灶，然后把装满铁块的坩埚放进
去，火烧约一个半小时，将铁块化
成沸腾的汁水，有火花飞溅，铁水
即为烧成。表演时，一人用勺子舀

出铁计抛向空中，另一人用蘸过水
的木锨奋力击打，二人配合默契才
能打出像菊花凌空绽放的景象。
打铁花场面恢宏壮观、气势磅礴，
呈现出“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场景，
颇受百姓欢迎。

●陈屯社火

陈屯社火始创于清初，流传于
洛龙区白马寺镇陈屯村一带。如
今，陈屯社火已成为一项内容健
康、形式活泼、生动有趣的文化娱
乐活动，是一个保存较完整的社火
模式。每当逢年过节或举行重大
活动，陈屯社火便会闪亮登场。

陈屯社火主要有排鼓、挠阁、
“老汉背妻”等表演组成。陈屯排
鼓鼓歌优美，套路多样，有“撞挠
镲”“排鼓搅”“交槌”等特色鼓点。
挠阁，又叫背装，是一种群体表演
艺术，融体育、舞蹈、音乐、绘画于
一体。“老汉背妻”是陈屯社火的一
大绝活，一人表演两个角色，真假
难辨。

●九莲灯

九莲灯是新安县的一种传统
民间舞蹈，多在春节、元宵节等节
日或举办庙会时表演。九莲灯之
所以独特，一是舞乐高雅，有固定
的曲牌；二是灯用蜡烛配方特别，
暴露在外，风再大，也不会熄灭；
三是有跌宕起伏、曲折动人的故
事情节。

九莲灯在表演时，还能以灯组
成各种吉祥文字。其表演内容很
多，可随编随演。

为使表演更有气势，九莲灯伴
奏乐器也有很大变化，原先以丝弦
管乐为主，后配以鼓、镲、铙、钹。
演出队伍也由原先的二三十人增
至现在的百余人。表演时，彩旗招
展，气势颇为壮观。

洛报融媒记者 李冰 通讯员
栾海宁 裴俊虎

虎娃闹春 聂剑帆 画

孟津打铁花

九莲灯

大里王狮舞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非遗年货

民情民俗

而发有感

记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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