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南西路 68号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分公司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9858 全年订价：396元

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

刊头题字 贺前进

4 吕梁文旅 专刊 组版：冯岩 电子信箱：564033764@qq.com

2022年2月21日 星期一

孝义皮影戏是我国皮影戏的重

要支派，因流行于孝义市而得名。据

历史记载，孝义皮影戏在宋金时代

已有班规、雕簇者存在，说明孝义皮

影在宋金时代已发展成熟。据专家

考证，孝义皮影起于战国，是我国最

早的皮影发源地之一。皮腔是皮影

戏曲的曲调，因皮腔音乐以唢呐为

主要伴奏乐器，故又称“孝义吹腔”。

孝义吹腔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吹腔之

一。孝义皮影以麻纸糊窗做屏幕，凭

借悬吊在纸窗后的麻油灯亮影，因

此亦称“灯影儿”、“纸窗子”。一般纸

窗面积为 1.75m×1.21m。纸窗糊制

有严格的裁纸、毛边、对口、粘结、平

整等5道工序，其窗平整无皱雪白无

暇。孝义皮影在明代之前以羊皮为

雕刻材料，体高 58~70cm，俗称“二

尺影”。到清代，皮影体高缩至 42~
8cm，俗称“五尺影”，三岁牛皮为雕

刻上等材料。孝义皮影造型粗犷，简

练夸张，线条遒劲有力，极富韵味。

明清时为孝义皮影的鼎盛期，孝义

境内皮影班社多达 70多家，随后逐

渐衰落。1957年成立孝义市木偶皮

影艺术团，“文革”时期撤销。1978年

恢复皮影戏演出，曾参加首届中国

艺术节演出，赴英交流访问演出，

1995年，孝义皮影中的武将形象作

为邮票图案被全国人民认识。孝义

皮影剧目丰富，现收藏有 200余本，

这些剧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极具

学术价值。对孝义皮影戏形成和发

展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中国戏曲的

发生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了解皮腔

原生态的唱腔结构。

孝义皮影戏

根据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人

们分析，伞头秧歌起源于古代北方

民间祭祀活动，是向神灵祈福逐邪，

保佑五谷丰登，旨在“娱神”的歌舞

演出活动。经过岁月的磨砺，其宗

旨已由原来纯粹是为了“娱神”而演

变为主要是“娱人”。成为春节期间

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艺术活

动。因在演出活动中由手执“花伞”

者领头舞蹈和演唱秧歌，故称临县

伞头秧歌。其主要流行在黄河流

域的晋西黄土高原，具体包括临县、

柳林、方山、离石等地，其中尤为临

县最盛。而当地人则习惯称临县

伞头秧歌为“闹秧歌”和“闹会子”。

临县伞头秧歌

文水 子流传于山西省中部文

水及其周边地区，是一种古老而独

特的民间音乐艺术，因表演中使用

一种当地人俗称 子的特制打击乐

器——铜质小钹而得名，又因起源

于文水县凤城镇岳村，当地民众习

惯上称之为岳村 子。岳村 子具

有浓郁的黄土风情，其风格豪放雄

浑、粗犷奔放、古朴厚重，是我国古

代劳动人民祭祀祈雨文化的缩影，

传承着华夏农耕文化的精髓。

文水 子使用的乐器有小钹、

大钹、大铙、大鼓，因其乐器的不同

组合、独特的敲击方法和演奏姿势

等呈现出独特的音响效果。经挖掘

整理，如今的文水 子共有四个乐

章和其相应的阵形。分别为《电闪雷

鸣》《乌云翻滚》《普降甘露》《喜庆丰

收》。寓意深刻，可自成一体，亦可融

合贯通，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文水 子多次参加全国性的

比赛，频获殊荣，成为名符其实的

锣鼓精品，被誉为“三晋锣鼓中的

一绝”、山西省锣鼓四大精品之一。

文水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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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弹唱起源可上溯到宋代，

据考，它是当时民间的一种说唱艺

术。关于弹唱的起源，大体有二种

说法：一是来源于寺庙音乐，二是

来源于南方地方戏曲。目前较权

威的说法是来源于宋代孔三传创

立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后受元

代杂剧和明清小说的影响，逐步发

展成一种集曲艺、小戏和表演唱为

一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唱形式。

在吕梁自古就有“东（汾阳）秧

歌，西（临县）道情，小曲（弹唱）出

在离石城”之说，离石弹唱主要发

端于离石区，辐射到山川河流域的

柳林、方山、中阳四个县。

离石弹唱对场地要求非常简

单，农家小院、田间地头、开阔地都

可以，一般乐队坐成一字或八字形，

演唱以对唱为主，兼有独唱、群唱，

中间夹有少量道白，《申录》是最具

代表性的弹唱曲目，有“九弯十八调

之称”，同时“弯弯里面有套套，套套

里面有调调”,曲调丰富、优美。曲

目一般以民间传说、故事为蓝本，内

容丰富，包罗万象、情节完整，故事

劝曲化人，引人入胜，当地每遇婚丧

嫁娶、节日庆典，必有离石弹唱。

离石弹唱

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
乡村文化主体性不仅源于认知层面的文化

自觉，而且依赖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村

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定义了农民的文化实践逻

辑，并且塑造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模式。市场化

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行政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

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为此，

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立足乡村社会基础，坚持农民

主位，通过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方式激活和引

导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内生动力，恢复乡村文化的

生态均衡。 （杜鹏）

创新乡村文化治理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亟需安排一个创新机

制，以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破解乡村文化治

理的悬浮化困境。控制权共享制可以作为勾连

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首先，控制权共享

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

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

与控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

机制；第二，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文

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其形成了“乡镇政府+控

制权代理人”的形式，纵向沟通行政发包制、项

目制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横向连接各类功能性组

织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分类控制体系；第三，可

以从扩大共享深度、提高规范性两方面提出保障

对策。 （廖青虎）

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

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

重要主体是农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

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

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

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

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活力，培育挖掘乡土文

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

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

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

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

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夏小华）

乡村文化生态的重建之道

在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尽管历

史趋势不可逆转，但乡土文化依然具有新的时代

空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也亟待优化。为了更好

地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应寻求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互补与创新，在外部生态支

持系统的保障下，寻求重建乡村文化生态的融合

发展之道。 （夏永江）

乡村文化振兴

与乡村振兴
编者按：文化不仅是国家治理的

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和方式。
文化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
内容，起着为乡村振兴“铸魂”的作
用。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是，乡村文
化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的任务和价值
追求，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
和抓手，为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生态振
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提供重要支
撑。事实上，如何以文化振兴带动乡
村振兴，涉及繁荣乡村文化产业、提升
乡村文化治理水平等诸多问题。

S 言说文化

文 化 之 美

在活态传承中保护和利用在活态传承中保护和利用在活态传承中保护和利用

S 链接
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生民的家园，是乡民在

农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

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

理想追求等，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

法等，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反映

了乡民的处事原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模

式等，是乡民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民赖以

生存的精神依托和意义所在。较之工业的高度发

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常常给人以安全稳定的印象。

相对于城市的狂躁、复杂与多变，乡村则有着更多

诗意与温情，它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

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乡村

文化是与庙堂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乡村文化在

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记忆中，乡

村是安详稳定、恬淡自足的象征，故乡是人们魂牵

梦绕的地方。回归乡里、落叶归根是人们的选择和

期望。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依然是与城市工业文

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许多城里人生活在都市却处

处以乡村为归依，有所谓“乡土中国”的心态。城镇

化是“以城带镇”的发展模式，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

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

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