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袁炳权  安伟东  兰莹莹  王宝华
万象影刊

2025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四

7版

镜
头
里
的
技
艺

  之八

2 月 12日，乙巳年正月十五。凌晨两

点，陇县城关镇高堎村村委会笼罩在如墨

般漆黑的夜里。突然，“啪”的一声，一簇暖

黄的灯光从玻璃窗里溢出，惊醒了沉寂的

夜。打着哈欠的西北汉子们三三两两走进

村委会，开始为新春期间的最后一次也是

最盛大的社火游演忙碌起来。

这群平均年龄 40 多岁的西北汉子

身材魁梧、粗犷豪迈，都有着最少 20 年

“耍社火”的经验。而在隔壁房间，画脸师

傅王明利掏出准备好的疙瘩道具，整齐

地摆放在桌子上。这些根据不同脸谱绘

制而成的疙瘩蛋壳，将被分角色、分部位

粘贴在社火演员的脸上，成为疙瘩脸社

火最显著的特征。一切装扮就绪，天已微

明。而此时，这群西北汉子已经化身为神

话故事、历史演义里的人物，“出发! 去

县城‘耍’社火！”

陇县社火历史悠久，两千年来传承

不衰，是当地最深入人心的民间艺术，

如今，“00 后”已成为

陇县社火的新生代。在

陇县曹家湾镇三里营村，

画好脸谱穿好服装的社

火少年，蹲在地上一边玩

游戏，一边喝可乐，他们之中最小

的 12 岁，最大的也只有 18 岁。在

这场全民狂欢之后，孩子们就将

走进校园，认识更大的世界。

蛇年新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宝鸡社火同样

迎来了“春天”，一场场“社火狂

欢”在西府大地轮番上演，以

社火为媒，让传统民俗“活”

在街头、“火”在人心。这场跨

越城乡的文化盛宴，不仅彰

显了西府大地深厚的文化

底蕴，更以创新融合的方

式为非遗传承开辟出新

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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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排列准备出发

画脸师傅专注工作

仔细粘贴疙瘩道具

等待间隙玩会游戏

演员相互整理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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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游演火热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