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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大学生参与社会实

践、传承社火年俗的活动在社会

上引发了广泛关注。此举不仅为

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

力，更展示了青年一代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与担当。

社火年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然

而，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这

些传统习俗逐渐被人们忽视。大

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深入了解和

体验社火年俗，不仅有助于提升

自身的文化素养，更在弘扬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社会各界都应当鼓励和支持

大学生参与社火年俗活动，例如，

在柳林盘子会这一年俗活动中，

可以组织大学生们与当地民众互

动，深入了解“盘子会”的历史渊

源、表演形式和文化内涵，感受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鼓励他们积

极参与“盘子会”的筹备和组织工

作，一来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贡献自己的力量。二来这种亲身

体验的方式也可以使大学生们更加珍视传统文化

的价值，增强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大学生们也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为年俗文化注入新的元素。例如，利用互联网和

移动终端开发一些与年俗文化相关的 APP 和小

程序、设计制作文创纪念品，利用短视频及社交平

台，分享自己的体验感，从而达到宣传和推广社火

年俗的目的，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本地特色传统

文化。这不仅能提高本地年俗文化的传播效率，

也可以让传统文化更加贴近年轻人的生活。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财富，传

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为社

会的未来栋梁，大学生更应肩负起这一使命。总

之，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关

注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呼吁社会各界为他们提供

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共同推动传统文化的繁

荣发展，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

光彩。

此“盘”非彼“盘”

2月 23日，农历正月十四晚，夜幕降临，华灯

初上。夜色中的柳林县贺昌大街流光溢彩、璀

璨夺目，各街巷相隔不远处就有大小不一、形式

各异的“盘子”点缀，道路两侧造型各异的花灯、

路灯杆上的大红灯笼仿佛都在“翘首以盼”这一

狂欢。

“盘子”？此盘非彼盘。

柳林的“盘子”是将民间庙宇和神像按比例

缩小，经过精雕细刻、油漆彩绘，做成的一种活

茆活鞘、装拆自如的组合型阁楼式仿古建筑模

型。一般高约三到四米，分为四角、六角、八角，

单层、双层、多层，设计风格迥异，造型千变万

化。这种木制的小阁楼多采用质地细密而又硬

实的上等木料制作而成，它吸收了我国园林古

建中亭台轩榭、飞檐斗拱的制作技艺和中国画

的美术精髓，融入了现代声光电技术，按其自身

结构形式，可以分设出几个甚至十几个神龛，分

别供奉彩绘的天官、财神、送子娘娘、观音菩萨

等神像，被称为“放大的神龛、浓缩的庙宇”。

今年，还当属庙湾社区的“盘子”最红。

当天晚 7时许，庙湾社区的“盘子”下人头攒

动、香烟缭绕，盘子上礼花怒放、爆竹震天，盘子

前旺火熊熊、锣鼓阵阵，处处流光溢彩，人人笑

逐颜开，真可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沸地

笙歌起、满城吉庆来。”灯火辉映之下，盘子壁画

中的图案和神仙显得愈加栩栩如生，大有呼之

欲出之势，盘子工艺的精美绝伦，更是令人叹为

观止。

“听说庙湾社区今年的盘子是新搭的，我们

全家人都过来拜一拜，祈求来年家人平安、快

乐、顺利。”家住府西苑的市民康琴说到。

在柳林城区，只见盘子一处接着一处，弹

唱、秧歌、小戏一台连着一台。欢闹的人群摩肩

接踵，大家尽情徜徉在“不知今夕是何年”的胜

境中，恍若置身天街游园！

“九曲”中“转”出好运

还未细细观赏庙湾社区新搭的“盘子”，记

者一行便匆匆加入了“转九曲”的排队行列，跟

着长长的队伍缓慢向前移动着。在排了许久的

队后，总算是看到了“九曲阵”的真容，排长队的

疲惫感霎时一扫而空。

只见大家手持小小的红灯笼，熙熙攘攘地穿

行在“九曲”阵中，每过一道小门，都会用手中的

红灯笼点点门头，祈盼着来年通顺、五谷丰登。

“今年我们庙湾社区九曲采用了新型环保

材料，图版外部分为柳林民俗、璀璨文化、柳林

新貌等五大板块，内部为二十四节气，包含春耕

农作、民俗谚语。大家可以提着我们的福灯进

入，九曲中央设有福柱，大家可以许愿祈福，保

佑来年顺心顺意。”庙湾社区九曲主人家高艳明

介绍到。

站在“九曲阵”出口处远远望去，灯阵内五

光十色、蜿蜒曲折、连绵不断，参观的人群扶老

携幼、鱼贯而行，阵内人影绰约、迷离奇幻，好一

幅热闹非凡的人间美景。

“转九曲”就是转“九曲黄河灯会”，九曲黄

河灯会上古时期就已在柳林兴起。九曲黄河灯

阵呈正方形，由九个蜿蜒曲折而又相互连通的

“小曲阵”围成，阵内设横竖各 19排、共 361根木

杆，每根木杆上安放一盏麻油彩纸灯，象征一年

365天。阵中分列着二十四节气，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个小门，小门正面写着二十四节气。转

九曲时，人从“春门”进、“冬门”出，中间历经一

年二十四节气，民众进入其中，顺利走出由 365
盏灯组成的九曲十八弯迷宫，象征着“转九曲一

年通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过去简易的木

杆和麻油灯，早已被先进的材料和七彩电光灯

所取代，夜幕下的九曲黄河阵显得格外绚丽多

姿。近观，竖成列、横成行，似排列有序的荷花，

含苞待放；远看，繁星点点、光明灿烂，宛如银河

落地，五彩缤纷，简直汇成了灯的海洋。

转完了庙湾社区的“九曲阵”，返程途中又被

南坪西街贺昌社区的“九曲阵”吸引了目光。

和庙湾社区的“九曲阵”相比，贺昌社区似

乎更多了几分“烟火气”：贺昌社区“转九曲”的

市民们手中拿着一支点燃的黄香，每走几步便

用黄香戳一戳前方的小旗子，大家用最传统的

方式表达着对来年生活的美好憧憬和期盼。

“ 这 才 是 我 们 柳 林 人 记 忆 里 的‘ 转 九 曲 ’

嘛。”同车的出租车司机感慨道。

秧歌扭起来 生活美起来

说起秧歌，柳林人一般都说“闹秧歌”“跑秧

歌”。相传每当一年农事完毕，生活在柳林这片

古老土地上的先民，就把丰收的喜悦跳成黄土

般粗犷和黄河般豪放的舞蹈，庆祝五谷丰登。

这种远古的风俗久而久之就流传了下来，形成

了今天柳林秧歌。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积淀

深厚的黄土文明，如一块沃土，滋养了流派众

多、五彩斑斓的柳林秧歌。

正月十五早上 9点，柳林县体育场内人头攒

动。虽然天上下着零星小雪，但丝毫不影响柳

林人民“看红火”的热情。了解后得知，今年延

续了以往多年的传统，选调了全县不同流派的

秧歌进行集中展演，王家沟伞头秧歌、三交镇鼓

子秧歌、柳林镇水船秧歌等具有代表性的秧歌

队悉数登场。

以全套打击器乐陪衬唢呐吹奏，由一名打

“红绫伞”、执“虎衬环”的“伞头”率领，兼有“蹈

场”仪式、即兴“赋唱”、“会子”表演，和着曲牌鼓

点蹁跹起舞，形成有特定章法集体舞蹈的，就是

风行于柳林北山一带的“伞头秧歌”；头扎英雄

巾，身着武士装，每队必备腰鼓数十面，铙钹数

十对，马锣数十面，表演与击奏合一，组成强大

锣鼓阵容，有如万里黄河浪涛排山倒海而来，惊

天动地，声闻数里，荡气回肠，震人心魄的，就是

来自黄河岸畔的三交“鼓子秧歌”；由扮成戏剧

《打渔杀家》中萧恩父女形象的男女两名艄公领

驾，两艘轻盈华丽、如风行水上的“水船”开道，

两支鱼贯跟从其后，人物扮相纷繁复杂，节奏欢

快热烈，气势刚劲豪放，随艄公顺摆、逆撬、叫板

等驾船指挥而变幻队形、穿梭共舞的，就是盛行

于柳林沿川一带的“水船秧歌”。

水船秧歌又叫“跑秧歌”，角色主要由“艄公”

和“装身子的”两部分组成。男女两艄公不单是

秧歌的主要表演者，而且是整个活动过程的总指

挥。“装身子的”秧歌队员人数少则几十人，多时

可达一二百人。他们分别扮作各种角色，戏剧角

色生旦净末丑，行业类别士农商学兵，角色众多，

姿势优美，极富观赏价值。

“看！这‘艄公’的造型我可第一次见，看他

们这是表演的啥？”随着一声惊呼，和着激昂的

曲调，柳林镇水船秧歌队开始了最后的收尾表

演——陷（Ran）船。

陷（Ran）船是水船秧歌的精华所在，意为船

在黄河中行进，突陷泥潭，无法行进，以艄公为

首的全船人齐心协力，排险起航的完整过程，整

个表演情节完整、幽默诙谐，表现了黄河流域人

民释放感情，自娱自乐、粗犷豪放的品德。

喜庆的鼓点声、欢快的唢呐声逐渐弱下去，

秧歌队的演员们陆续退场。同行的记者不禁感

慨：“豁，精彩，酣畅淋漓！”这，便是柳林秧歌的

魅力所在。

“柳林民俗独特、文化荟萃，近年来，逛‘九

曲’、‘闹秧歌’等盘子会中的各项民俗活动精彩

纷呈，充分展示了乡村年俗文化和乡村旅游的

魅力，弘扬了柳林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了欢乐祥

和、喜庆文明的浓厚文化氛围，为促进柳林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化

支撑。”柳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建军说道。

盘子、九曲等传承了五百年的柳林民俗正

沐浴着新时代的晨光，从柳林这片古老厚重的

土地上走向更多大众视野当中。透过愈演愈烈

的年俗文化，人们将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富裕文

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百强柳林。底蕴深

厚、魅力无限的柳林民俗文化，必将向更多人奉

献传统文化新的华彩篇章。

正月十五闹元宵，欢天喜地笑开颜。2月 23
日到 25日，为大力弘扬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营造

良好的节日氛围，由交城县委宣传部、交城县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交城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承

办，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协办的“非

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传承体验系列活动在交

城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一派喜气洋洋，红红的灯笼高高

挂起，一张张写着谜语的五彩纸条在风中飞舞，

有趣的滚铁环、跳房子、顶牛牛、八子打枪、鸡毛

蒜皮、老虎吃绵羊等非遗传统游戏精彩纷呈，浓

浓的节日气息洋溢在每个角落。人们穿梭在一

条条灯谜中，争先恐后，踊跃猜谜，有的盯着谜

面凝神思考，有的为自己猜中谜底露出喜悦的

表情，兴奋地到兑奖处领奖，场面十分热闹，不

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此次活动的灯谜涉及内

容广泛，既有交城传统歇后语、民谣，也有现代

的俗语、谚语，充满新意，趣味性十足。

“‘马尾提豆腐’打一歇后语。”“提不起来”，

10 岁的李佳辰在猜谜活动刚一开始就猜中一

条，跑到兑奖处领了一份五香调料面。县医疗

保障局局长代利芝胸有成竹地一连猜中好几个

灯谜，她表示，“猜灯谜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可

以丰富知识，开阔思维，增加节日的趣味性，得

奖是其次，重在参与。”代利芝现场给小朋友当

起了猜灯谜指导老师。

在非遗文化成果展版前，大学生梁馨月被

各式各样的交城非遗产品吸引住了，忙着拍照

合影。“我是特地从省城赶来参加此次活动的，

通过工作人员的现场讲解，我了解了也看到了

非常多的交城非遗产品经过现代理念的设计、

加工和制作，更贴近百姓生活，传统艺术更有活

力了。”

“交城非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个性，此次活

动的举办不仅让大家感受到浓厚的家乡年味，更

是通过参与体验等方式，展示了交城非遗传承至

今的魅力。今后，我们将以更宽视野、更大力度、

更强举措，切实把交城非遗作为展示交城文化的

重要窗口，以非遗传递‘交城故事’，以非遗传播‘交

城声音’，以非遗传承‘交城文化’，加速推进国家级

晋中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交城片区）创建工作。”

交城县文旅服务中心主任李兴表示。

欢欢喜喜闹元宵，过完十五过完年。在时

代变迁中，春节传统民俗伴随国人度过了一岁

复一岁，变的是新意呈现，不变的是文脉传承和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当传统文化与时代潮

流相结合，本次活动让非遗文化不再曲高和寡，

让传统民俗走进百姓生活，在展现人间烟火温

馨和浓浓年味的同时，也为年节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今年元宵节有机会跟你们回柳林过吗，听

说特别热闹，我都没去过。”

“走呗，正好带你看看我们柳林的‘盘子’，

转转‘九曲’，烤一烤旺火，跑一场秧歌！”

开年第一天上班跟同事谈到“新春走基层”

时，便约定正月十四晚从离石出发“下柳林”。

当天晚 7时，一路驱车前往柳林县庙湾社区盘子

会现场时，距离“盘子”2公里处的人行道内已经

排起了长龙。

“太夸张了吧，这人们都是要排队转九曲的

吗？太夸张了！”同行的一位在离石长大的记者

看着长长的队伍发出这样的惊叹。

没错。在民俗文化积淀深厚的柳林县，每

年元宵节期间，当地老百姓都要围绕堪称“华

夏一绝”的柳林盘子，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年俗活动。近年来，柳林县各项事业稳步发

展，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柳林人，用铺天盖地

的浓烈喜庆抖落着年节的欢乐，畅想着美好的

明 天 ，享 受 着 改 革 的 成 果 ，激 扬 着 社 会 的 和

谐。人山人海、万人空巷等这样的词语经常被

用来形容柳林人民欢度节日的场景，而这样浓

烈的过节氛围，被众多中外民俗专家评价为

“东方的狂欢节”。在记者看来，这，是独属柳

林的民俗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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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柳林：：非遗让年味更足非遗让年味更足
□□ 图图//文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茜高茜 韩笑韩笑

交城县交城县::““非凡非凡””元宵节元宵节““遗遗””蕴深远蕴深远
□ 图/文 李娟娟

锦绣中国年

记者手记：

多棱镜

““转九曲转九曲””的群众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