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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

迎新春。春节临近，凤翔区陈村

镇西槐村槐原战鼓正在加紧排

练，村子里锣鼓喧天、龙飞狮舞，

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

围，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1 月 15 日，在村委会的大

舞台上，鼓乐艺人闫乖旦手持

指挥棒，村民们身着代表秦朝

皇室御用服饰色彩的黑色演

出服，伴着鼓点，正威风凛凛地

练习《十样锦》，只见鼓槌上下

翻飞，鼓声铿锵有力，驱散了寒

冷，传递着喜庆，令人十分振

奋。据西槐村党支部副书记闫

智峰介绍，槐原战鼓大约起源

于秦统一六国时期，为作战而

衍生，以鼓为表演道具，鼓声如

同马蹄声，突出表现战士驰骋

疆场的壮观景象。流传几千年

后，由鼓舞士气演变成了一种

击鼓方式，如今成为村子里的

一项娱乐活动，村民称之为“槐

原战鼓”。槐原战鼓队队员王周

桂兴奋地说：“春节闹社火，敲

锣打鼓，就是为了把祖先遗留

下来的文化传承下去，祈盼咱

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为迎接兔年的到来，我们

添置了新的锣鼓，更换了部分服

饰、道具，还新增了舞龙表演。”

顺着闫智峰的指引，在一阵锣鼓

声中，只见两条腾龙时而盘踞怒

视，时而上下翻飞，不断变换身

姿，一旁的狮子也不示弱，追着

绣球跳跃、翻滚，活灵活现。闫智

峰说，春节期间，他们还将在市

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凤翔区各单

位进行槐原战鼓展演。

正月二十五、二十六晚，村

上还将举办排灯会，村民将自发

组织游演排灯，市民可观赏到家

家户户挑着像火把似的排灯，敲

锣打鼓、载歌载舞的场景，同时

还可在村民家中体验排灯制作，

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近日，眉县的威风战鼓、陈

仓的锣鼓都在加紧排练，为了过

一个喜庆欢乐的兔年春节，大家

都欢欣鼓舞、士气十足。

咚 咚 锵、咚 咚 锵、咚 咚 锵 咚

锵……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声，身着鲜

艳靓丽衣服的表演团队，划着旱船，

赶着毛驴，热情地扭着欢快的秧歌，

烘托出农历新年的浓厚热闹氛围。

近日，记者在金台区金台观广场

见到了正在彩排的宝鸡大秦韵公益

文化艺术团秧歌队。艺术团团长王红

霞告诉记者，艺术团是 2014 年成立

的，团里的秧歌队由一群热爱艺术表

演的市民自愿组成，女性居多，有的

是退休职工，有的是家庭主妇，年龄

从 40 多岁到 70 岁不等。“虽然我们

的秧歌队员看起来年龄稍大一些，但

每当大家换上表演服登台表演时，大

妈们立刻就变成了精神抖擞、活力四

射的小姑娘啦。”王红霞打趣说。

王红霞介绍说，扭秧歌是流行

于我国北方的春节习俗之一，它是

一种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舞蹈，极具

大众性和代表性。表演形式多样，有

的还带演出情节，使得扭秧歌风趣、

热情而又爽朗。“每年春节，我们都会

在社区、广场、公园等地方进行演出，

表演前先确定好节目和人员，再进行

多次彩排，最后为大家奉上热闹欢

快的秧歌表演。”王红霞说，每次彩

排，队员中 68 岁的龙梅玲总是最早

赶到，或是帮忙整理道具，或是提前

布置场地。

“龙姐对舞蹈很是痴迷，她常常

自己看视频学秧歌，然后给我们编

舞、做技术指导和服装搭配师，每次

彩排，只要有她在，彩排质量就会非

常高。”王红霞感慨地说。

龙梅玲告诉记者，加入秧歌队

后，跟着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姐妹一起

排练、一起表演，既锻炼了身体，又丰

富了晚年生活。她说：“秧歌扭出健

康和快乐，观众的掌

声让我感到开心，现

在的我，更加热爱生

活、热爱表演。”

古典的汉服、优雅的步伐、从

容的礼仪……近日，在我市社区舞

台、公园广场上，可以看到宝鸡文

体公益团队排练、表演的身影。宝

鸡文体公益团队负责人王宝东说：

“随着春节临近，文艺活动多了，观

众也多了，为呈现更好的舞台效

果，最近大家早早就来排练了，希

望把欢乐的年味传递给观众。”

1月 17日，王宝东正忙着筹备

团队里的文艺活动。最近，宝鸡文

体公益团队的公益演出不少，如情

景剧《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诗朗

诵《二十大礼赞》、服装秀《水墨兰

亭》等节目。王宝东介绍，宝鸡文体

公益团队是一支民间公益文体组

织，成员来自各行各业，自愿加入，

目前约有 300名成员，活动内容主

要是运动健身、文艺活动、志愿服

务三个方面。王宝东说：“兔年春

节马上到了，春节期间还有一些演

出，大家正在抓紧排练，希望给观

众带去好看的节目，营造热闹喜庆

的节日氛围。”

“你看，这个节目是汉服秀《礼

仪之邦》，这几位擅长走模特步的

队员身着汉服，正在展现汉服的华

美和中华礼仪的文雅。”宝鸡文体

公益团队成员张胜霞在排练时说，

近期，参加服装秀表演的20多位队

员频频演出，年龄大的70岁，年龄

小的 50岁左右，大家常在人民公

园、各个社区、市文化艺术中心、教

育书店等多个地方表演。目前，队

员表演服装秀的服装有30套左右，

有的服装是从网上买的，有的服装

是队员自己穿针引线手工制作的。

虽然是义务演出，演出不挣钱，反

而要花钱买服装、花时间排练，但

队员们依然乐在其中，认真地为每

场演出做准备，确保每件服装整洁

干净，并且认真反复排练动作、表

情等。问及走服装秀

的初衷，张胜霞说：

“大家因为喜欢服装

秀聚在一起，有时间

就排练，既能交到不

少朋友，也能传递一

份节日的欢乐。”

除过服装秀，春

节期间，宝鸡文体公

益团队还将在教育

书店参加诗歌诵读

等活动。

——群众活动丰富多彩

欢欢喜喜迎    年

我们的节日

春节
喜庆的秧歌扭起来、欢快的锣鼓敲起

来、豪迈的秦腔吼起来……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我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各类群众活动

也张罗开来，让浓浓年味儿飘进千家万户。

近年来，我市群众活动蓬勃发展，群众文艺

团队日益壮大，为全市人民带来了丰富的文

化大餐。本期我们向读者展示的群众活动，

不仅是宝鸡人精神风貌的独特体现，也是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有力提升的展示，更是文

化自信的生动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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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郡主在深宫笑容满面，

阵阵喜气上眉尖……”伴随着悠

扬的琴音，秦腔自乐班在市区炎

帝园广场激情开唱，给寒冷的冬

季增添了喜庆欢乐的气氛，让市

民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市区炎帝园是秦腔爱好者

的胜地，在这里听秦腔、吼秦腔

成了许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

大乐事。1 月 16 日下午，迎着

凛冽的寒风，笔者走进炎帝园

广场，远远就听见丝竹声声、鼓

乐锵锵。在广场西侧，有一个很

显眼的自乐班，伴奏的人还真

不少，光是拉板胡、二胡的就有

六七个，看起来年龄都在 60岁

左右，演唱者那娴熟的动作、柔

美的唱腔不比专业演员差。今

年 75 岁的板胡师傅习俊杰向

笔者介绍，这是他们“戏友秦腔

自乐班”成员正在为新春“闹元

宵”演出紧张筹备着。随后，自

乐班的演唱者将《铡美案》《三

堂会审》《状元郎》等经典秦腔

唱段轮番唱起。

据了解，炎帝园民间自乐班

有十几支，大约是上世纪70年

代组建起来的。自乐班往往分好

几批同时活动，不论是耄耋老

人，还是年轻女子，都可以一展

身手。无论是乐队还是演唱者，

个个精神饱满，气宇轩昂，古老

的“大秦之声”秦腔通过自乐班

这种形式在群众中传播开来。多

年来，自乐班一直延续着传帮带

的优良传统，大家相互学习、共

同进步。市民袁梅占说：“我非

常喜欢秦腔，也常到炎帝园听

戏，最近公园营造的新春氛围很

是喜庆，再加上秦腔的豪迈，咱

西府的年味儿就更加浓郁了。”

在我市，还有一些自乐班在

人民公园、渭河公园、小游园激情

演唱。虽然天气寒冷，但大家唱

戏、听戏的热情丝毫不减。一段

段精彩的唱腔，虽然不算特别专

业，但演员们聚精会神的表演和

对新年的美好祝福，都构成了一

幅有声有色的庆新春画面。

新春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