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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雨多，61 岁的谢金虎家里

的 9 亩猕猴桃还没有卖出去，他告诉记

者，他并不发愁这些桃子，迟早客商会上

门来收，肯定能卖完。他现在最忧心的，是

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唐家院舞狮这个省

级非遗项目后继乏人。

谢金虎家在距眉县县城十七公里处

霸王河边景色美丽的营头镇新河村，这里

原名唐家院村，是闻名关中的舞狮之乡。

2016 年，唐家院舞狮与眉县的高跷赶犟

驴、威风战鼓等 6 个项目被确定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谢金虎是唐家院舞狮的第

六代传承人，他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就

喜欢耍狮子，他从小跟着父亲逢年过节时

走村串户，每一次演出，那热闹非凡的场

景让自己兴奋不已。每个村子答谢舞狮队

的一捆捆油炸麻花、一包包点心等好吃的

东西，让他和小伙伴们大饱口福。于是，他

小小年纪便热爱上了耍狮子，而且不仅认

认真真跟父亲学习各种基本功，还说服同

村的好朋友一起练习耍狮子的功夫。几十

年过去了，他从小谢成了老谢，但对耍狮

子的热情，还像当年一样炽热。

唐家院舞狮是眉县当地人逢年过节

时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之一，最早可追溯

到明末清初，由当地民间传说“人狮搏斗”

的故事逐步演化而来。因其地方风味浓厚，

表现形式传统，热闹有趣，深受群众喜爱。

现在唐家院舞狮已成为当地群众节日庆

典、促销助兴等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演出内

容。唐家院舞狮作为眉县地方民间艺术的

特殊表现形式，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价值， 

1989年在宝鸡市文化艺术节展演中，唐家

院舞狮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2009 年参

加“文化国门·魅力宝鸡”北京国际机场大

型民间艺术展演活动，不少国际友人纷纷

竖起大拇指。

今年 6 月，记者第一次见到老谢时，

他正在眉县职中给四十

多个学生精心传授唐家

院舞狮的绝技，这是眉

县文化馆“非遗进校园”

的一项工作，邀请他和

另外几个传承人分别为

学生们上课。在教学楼

前的空地上，学生们抬

了四张课桌拼在一起，

老谢把五彩的狮子道

具披在身上做示范，伴

随着欢快的锣鼓声，他

开拳踢脚，左走右移，意

思是在引诱对面的狮子

起舞。他给学生讲解说

他扮演的是勇猛威武的

大狮子，对面会有一个

或两个活泼可爱的小狮

子，他们是对手戏。只见

老谢时而腾空跃起，时

而在地上翻滚，引得学

生们不断拍手叫好。

老谢现场

一遍一遍做着

示范，非常耐

心。在学习基础

动作的间歇，他

还不时鼓励学

生们不要害

怕，只要把动作做规范，就不会有危险。

10 月中旬，记者再次见到老谢，他正

在联系客商来他家里收购猕猴桃，但是他

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最终确定能跟着他练

下去的 15 个职中学生。老谢上半年花了

3 个月时间，一共去职中上了 15 次课，有

几个学生已经能够单独表演了，但是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些怕吃苦，

因为他们生活中其他娱乐项目太多了，所

以并不像老谢年轻时对舞狮那么痴迷，而

且身体素质也没有老谢当年壮实。

老谢拿出他新买不久的狮子戏装，很

爱惜地摸着。他告诉记者，唐家院舞狮有很

多排练的戏本，内容非常丰富，也很有特

色。在表演形式上，主要是由两个成年狮子

上场表演，周围搭配一群幼狮助场。一个成

年狮子由前后两个人装扮而成，长度一般

在三米左右，红色为雄狮，绿色为雌狮，色

彩艳丽，极具夸张性，由一个“喜神”在前面

引领逗玩，配合十分默契，加上让人感到时

而欢快时而紧张的鼓乐，一场表演很是吸

引人。狮子不断上蹿下跳，做出跳跃、捕食、

腾挪、挠痒痒等各种诙谐逗趣的动作。在激

烈的锣鼓声中，扮演“喜神”的演员手脚麻

利地爬上方桌，将银刷高高举起，逗引狮子

一跃而上，抬起前脚向上立起，摇头摆尾，

把祝福送给四面八方的观众。

他们以前串村游演时，遇到宽敞的地

方，就地围一个圆场就开始表演。老谢说，

大家的表演惊险刺激、技巧精湛，既威武雄

壮，又憨态可掬，最具特色的是每场表演都

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如丑娘梳妆、火焰山、

过云梯、犀牛望月、金龟下蛋、麒麟送子、天

宫捞月等，每个故事都富有一定的哲理和

浓厚的趣味，让观众目不暇接、赞不绝口。

过去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过

年时附近村子的人都邀请老谢他们过去

舞狮子、赶旱船，他说一起出门演出的经

常有七八十人，最多时有一百多人，整个

队伍浩浩荡荡，各村的人对他们都热情招

呼，好像自家人一样。

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没有

几个人愿意跟他下功夫学舞狮，而当年和

老谢一起耍的那些人也都已六十多岁，耍

不动了。到职中来给这些学生教舞狮，老

谢原本想把一身的功夫都传

授给他们，但是学生们好像并

不是太感兴趣，学的时候也没

有老谢当年的那股子钻劲，所

以只是教了一些基本动作，最

后经过筛选留下来的 15个学生，有

的马上就毕业了，要去外地打工，有的

还是下不了苦功，这让老谢感到很烦恼。

今年 7 月，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舞

龙舞狮锦标赛在安徽黄山体育馆举行，来

自全国 45 所高校的近千名运动员齐聚黄

山，一展风采。竞赛项目包括舞龙、舞狮、

荷花龙、舞龙教学项目、传统项目等等。老

谢看到这条消息感叹地说：“就是要让年

轻人把传统非遗项目的接力棒接过去，才

能让这些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宝贝，

不至于失传呀！”

我市3项遗址入选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本报讯 日前，从国家文

物局官方网站获悉，“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名单揭晓。陕西

11 项考古发现成功入选“百

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宝

鸡有 3 项遗址名列榜上，分

别为：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陕西

法门寺遗址。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由

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

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

展遴选推介活动。该活动自

2021 年 5 月启动，经过各地

文物主管部门审核、专家提

名，确定 321 项作为候选项

目参与评选。10 月 18 日，

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开幕式上，“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公布。宝鸡周原遗址位于

扶风、岐山一带，是周文化发

祥地及周人聚居地之一，出

土了大量卜骨、青铜器等珍

贵文物；雍城遗址位于凤翔

区南郊，始建于秦德公年间，

出土文物 3000 余件；法门寺

遗址位于扶风县法门镇，为

南北朝至清代古遗址，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文物局官网介绍，

这些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学

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

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

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

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要学术

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

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

现了新突破。

本报记者 张琼

铁路机修职工
美术摄影展开展

本报讯 近日，中国铁路

西安局宝鸡机车检修厂职工

美术摄影展在机修厂开展，

近百幅书法绘画及摄影作

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欣赏

（见上图）。
这些作品主题鲜明，主

要表现了宝鸡铁路人经历

过的六十多年峥嵘岁月，

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铁路飞速变迁的丰硕成

果，聚焦城市发展的美好

画卷，展示了工人阶级主

力军的作用和劳模先进的

时代风采，抒发了铁路机

车检修人热爱党、热爱祖

国、爱厂如家的炽热情怀，

以及他们在新时代建功立

业的坚定信念。        

本报记者  张晓燕

本报讯 10 月 21 日，在

我市举行的全国第十一届残

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非体育

项目“两活动一计划”启动仪

式上，来自韩城市的著名残

疾人青年歌唱家高竹倾情演

唱《家住渭水边》，诗意的歌

词、优美的旋律经她演唱，完

美地展示出宝鸡的城市形

象，这也是残运会开幕式上

除会歌外唯一一首本土原创

歌曲。

这首由我市著名诗人、

词作家白麟作词，著名作曲

家秦峨谱曲，著名歌唱家张

也演唱的歌曲，近年来在央

视及中省市大型活动上被周

旋、兰妮儿、容林娟等青年歌

唱家多次演唱，已成为家喻

户晓的宝鸡城市形象歌曲。

这次经组委会选定，邀请著

名残疾人歌唱家高竹倾情演

绎。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的

80后歌唱家，曾在2008年北

京残奥会上，在“鸟巢”向全

世界人民展示才艺；2009年

至 2017年连获7届省青年歌

手大赛专业民族唱法金奖；

2020 年受邀担任《中国好声

音》全国海选渭南赛区评委，

还多次代表陕西省赴全国各

地参加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秋风萧瑟，衣着单薄的

高竹坐着轮椅被推上舞台，

她情感真挚、精神饱满地演

唱着。“这首歌唱出了宝鸡的

悠久历史，唱出了宝鸡的时

尚魅力，也唱出了宝鸡人民

追求幸福生活的创新活力，

堪称宝鸡城市形象歌曲的代

表作，希望经我演唱，让更多

人了解宝鸡这座美丽的城

市。”高竹由衷地说。

本报记者 段序培

的心事老谢

谢金虎给他的学生教授舞狮基本功

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非体育项目“两活动一计划”启动仪式上——

残疾人歌唱家演唱
《家住渭水边》献礼残运会

本报记者  张晓燕

106 项国产纪录片、人才、机构获广电总局推优
第九届优秀国产纪录片

及创作人才推优活动日前在

京举行。12 类 106 项 2020

年在国产纪录片繁荣发展中

成绩突出的作品、人员和机

构获广电总局推优。

活动由广电总局主办，

旨在回顾国产纪录片年度成

果，扶持鼓励在纪录片繁荣

发展中成绩突出的作品、人

员和机构，以发挥带动示范

作用，促进国产纪录片多出

精品、多出人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

局长杨小伟表示，纪录片人

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用更多优秀作品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向世界展

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实现

新的跨越。

此外，第五届北京纪实

影像周也于 10 月 18 日至

24 日在京举办。据介绍，本

届影像周围绕“纪录·百年

荣光”主题，将举办专业论

坛、展播展映、互动体验、项

目洽商、人才培训等活动。

（据新华社）

西府

守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