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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收并蓄 粗犷豪放

渑池县戏曲艺术服务中心演员吴
瑞华是新一代镢把戏演员，近年经常参
与镢把戏演出，她感慨地说：“很多戏曲
是在舞台上表演，有程式化的动作规
范，但镢把戏更像老百姓在田间劳动闲
暇之余的自娱自乐。当他们在黄河岸
边，拿着镢把、镰刀敲击出节奏，豪迈的
感觉和丰收的喜悦便跃然眼前。”

豪迈的镢把戏，起源于黄河漕运拉
纤时的船工号子。船工敲打船篙或船
帮，纤夫吼唱号子，形成一种高亢、粗犷
的声腔旋律。后来，这种号子又逐渐演
变为人们在田间地头劳作时以镢把击
节的演唱形式。至明末清初，镢把戏已
初具规模。清后期，怀梆戏传入南村，
虽然怀梆语音与当地的语音有较大区
别，但其热烈激昂的音乐特点，与粗犷
豪放的镢把戏不谋而合，深受当地人民
的喜爱，艺人们于是在镢把戏中融入了
怀梆戏的声腔元素和节奏特色。

同时，由于南村特殊的地域环境，
使得镢把戏兼收并蓄。南村地处黄河
南岸，既是豫晋交界，又是古老的黄河
漕运和阳壶古道的水陆交通枢纽，多种
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镢把戏融合了
豫西、山西等地方戏的音乐元素，如河
南的曲剧、豫剧，山西的眉户、蒲剧以及
陕西的秦腔等。三门峡市曲艺家协会
名誉主席衡声晨表示，语言是地方戏曲
的灵魂，南村方言略带晋陕风味，与热
烈激昂的怀梆声腔、粗犷豪放的黄河号
子有机融合，逐渐形成了南村镢把戏这

一独具地方特色的曲种。

特色鲜明 亟待传承

20 余年前 ,随着小浪底水库工程的
建设，南村乡沿黄村庄搬迁。而在明末
至小浪底移民前的 300 多年间，南村镢
把戏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培养
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镢把戏艺人。其
间，镢把戏声腔虽很激昂，却也单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仰韶文化研究中心研
究员杨拴朝介绍，由于南村当地语言较
为朴实、生硬，加之受蒲剧影响较大，镢
把戏声腔较之原怀梆有所变异，淳朴率
直。其基本调式为徵调式，演唱时多用
大本腔，俗称“可口倒”。文场主奏乐器
有尖胡、板胡、笛子、笙、月琴、大胡等，
武场主奏乐器有镢把、板鼓、大小锣、大
小钗、梆子等，现多因陋就简，伴奏单调
而清晰，有较浓的乡土气息。

“在小浪底移民前，镢把戏在沿河
山地，关家、南村等村发展较为兴盛。”
杨拴朝介绍，那时，每年的清明、三月十
八、四月初一、十月初一、春节等便有演
出，若逢当地红白喜事，应主人的邀请，
戏班子也会助兴演出。演出人员多以
本 村 的 人 员 为 主 ，一 个 班 子 20 人 左
右。演出剧目多为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漕运文化等，大多群情激昂，气氛热
烈 ，但 也 有 悲 情 意 切 、哀 婉 动 人 的 剧
目。后来，随着沿黄村庄陆续搬迁，加
上老演员年事已高，新一代又无人传
承，南村镢把戏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一度不能组团演出，镢把戏艺术走
入低谷。

抢救整理 保护创新

1988 年，为落实国家抢救地方文
化遗产的号召，衡声晨受渑池县文化局
委托，赴南村乡关家村采访镢把戏老艺
人关凤林等人。根据几位老艺人的讲
述，衡声晨编写了《镢把戏音乐简介》，
并为镢把戏的主要剧目《雷振海征西》

《火烧柴荣庙》记了谱。 1999 年，南村
小浪底库区移民搬迁时，镢把戏还曾在
乡里演出。

2017 年 6 月，在渑池县委宣传部、
渑池县文广新局和南村乡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南村镢把戏的抢救整理工作正
式启动。杨拴朝、衡声晨、关凤林、张学
春、任随康等人组成研究班子，历经 3
个多月，对南村镢把戏的老演员进行走
访，对原曲目资料、道具服装、演唱形式
进行了细致挖掘与整理，保留了传统打
击乐的表现手法，并新组建一批演出人
员，进行剧目排练。

2017 年 10 月 11 日 ，濒 临 消 失 的
镢 把 戏 重 现 舞 台 ，由 衡 声 晨 、杨 拴 朝
重 新 整 合 、编 排 的《南 村 人》在 南 村
利 津 民 俗 文 化 园 进 行 首 场 演 出 ，中

央 电 视 台 9 套《中 国 影 像 方 志》栏 目
上 进 行 了 现 场 全 程 录 制 ，在 社 会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 当 年 10 月 26 日 ，南 村
镢把戏又走进中央电视台 7 套《美丽
乡 村 行》栏 目 录 制 现 场 。 之 后 ，镢 把
戏 的 剧 目 不 断 推 陈 出 新 ，频 频 在 三
门 峡 市 重 大 节 庆 活 动 中 亮 相 ，赢 得
了 广 大 民 众 的 认 可 。 2019 年 6 月 8
日 至 10 日 ，河 南 卫 视 非 遗 专 题 制 作
中 心 ，将 南 村 镢 把 戏 列 为 专 题 ，先 后
深 入 南 村 村 、阳 壶 古 道 、北 仁 村 、利
津 民 俗 文 化 园 等 地 进 行 采 访 ，并 实
景 拍 摄 了 镢 把 戏 在 田 间 地 头 以 及 舞
台 上 的 演 出 ，将 其 发 展 历 程 和 现 状
真 实 记 录 下 来 展 现 给 广 大 观 众 ，有
力地促进了镢把戏的传承与发展。

“每一次演出的成功，都激励着我
们继续发展传承镢把戏。”杨拴朝表示，
近年对镢把戏的深入调研、挖掘和推广
虽然过程艰辛，但也让人深切感受到了
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艺术魅力。历
经数千年的黄河漕运文化需要静心感
悟、解读，从而挖掘打造出独具地方特
色的艺术作品，让镢把戏这一古老的乡
土艺术再绽光彩。

本报讯（记者邹森）“谢瑜拿下第三
金，太棒啦！”7 月 28 日，远在巴黎的三门
峡市非遗剪纸传承人李竹梅难掩激动之
情，她迅速召集团队成员，通过手机连线，
共同构思如何通过剪纸再现谢瑜夺冠瞬
间。几个小时后，一幅凝聚着匠心与热情
的剪纸艺术品便跃然纸上。

据了解，7 月 27 日，当中国队先后拿
下巴黎奥运会射击混合团体 10 米气步枪
金牌和跳水女子双人 3 米板金牌后，李竹
梅及其团队迅速行动，将黄雨婷/盛李豪
与陈艺文/昌雅妮的夺冠瞬间定格在剪纸
上。一幅幅生动细腻、色彩鲜明的剪纸作
品，不仅展现了运动员们赛场上的飒爽英

姿，更传递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
崇高敬意和对运动员们的深切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李竹梅及其团队历时
两年精心打造的剪纸长卷《百年奥运》，作
为此次巴黎之行的重头戏，在奥运会现场
展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幅作品不
仅展示了中国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
法国及世界各地的观众通过这一艺术形
式，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
蕴和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持续进行，李竹梅
及其团队的剪纸作品将继续作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为这场全球体育盛宴增添更
多的文化色彩和人文温度。

本报讯（记者吴若雨 实
习生员怡彤）为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 97 周年，7 月
26 日，湖滨区涧河街道文二
社区举办“翰墨丹青颂军魂
爱心义诊送健康”庆“八一”
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

活动在该社区书画室开
展，社区书法爱好者纷纷将
自 己 为 此 次 活 动 准 备 的 优
秀 作 品 进 行 展 出 ，“ 十 大 元
帅 ”“ 毛 泽 东 诗 词 ”“ 习 近 平

新 思 想 ”“ 强 信 念 守 清 廉 ”
等主题的百余幅书法作品，
吸 引 了 众 多 居 民 前 来 参
观 。 活 动 还 邀 请 多 位 参 战
老 兵 、退 役 军 人 欢 聚 一 堂 ，
大 家 以 书 言 志 ，以 画 喻 心 ，
各展风采。

与此同 时 ，该 街 道 第 六
社 区 卫 生 站 医 务 人 员 现 场
为 居 民 送 上 消 暑 养 生 茶 ，
为 大 家 提 供 健 康 检 查 ，并
解 答 健 康 疑 问 、提 出 健 康
建 议 。

本报讯“在社区舞台看
戏既过足了戏瘾，又拉近了
邻里亲情，我每周都来，很开
心！”近日，在灵宝市城关镇
北田社区观看戏曲演出的杨
大叔高兴地说。

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
活，城关镇北田社区充分利
用社区舞台，每周末组织戏
曲 爱 好 者 进 行 演 出 。 一 张
方凳，一把小扇，亲朋邻里，
沐 风 而 坐 。 一 个 个 熟 悉 的
身影轮番登台，一首首经典
唱 段 唱 腔 圆 润 、浑 厚 有 力 ，
戏 曲 爱 好 者 们 用 热 情 和 真
心，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一场

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增进了
居民之间的 感 情 ，增 强 了 社
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今 年 以 来 ，城 关 镇 坚
持“ 群 众 舞 台 群 众 演 ”的 文
艺 活 动 宗 旨 ，以“ 社 区 搭
台 、群 众 唱 戏 ”的 方 式 ，组
织 各 社 区 立 足 实 际 ，开 展
特 色 群 众 文 艺 活 动 ，通 过
戏 曲 、歌 舞 、小 品 等 多 种
形 式 ，将 精 神 食 粮 送 到 群
众 身 边 ，让 群 众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感 受 文 明 、践 行 文明、
传 递 文 明 ，着 力“ 秀 ”出 文
明新风采。

（李冬冬）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
了 解 澄 泥 砚 历 史 、印 年 画 、
做 拓 片 ……7 月 28 日上午，
三门峡市新华书店联合河南
省崤函非遗展示馆共同举办

“共赏传统文化 领略非遗魅
力”研学活动，4 名来自陕州
区的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非
遗知识、传授非遗产品制作
技艺，市区 10 余名学生及家
长参加活动。

活动前，大 家 参 观 了 现
场展示的陕州澄泥砚、陕州
剪纸、陕州木版年画等非遗
产 品 ，并 对 其 历 史 进 行 了
解。活动中，陕州王玉瑞澄
泥砚第六代传承人王跃泽，
向 大 家 讲 述 了 陕 州 澄 泥 砚
的 相 关 历 史 和 澄 泥 砚 的 制

作过程，金石博古画非遗传
承 人 张 鹏 欣 进 行 了 创 作 示
范 。 陕 州 木 版 年 画 非 遗 传
承人霍宏雅、金石拓片技艺
非 遗 传 承 人 侯 跃 丽 和 书 法
家 王 学 峰 分 别 介 绍 了 木 版
年 画 和 金 石 拓 片 的 制 作 方
法及原理。之后，现场的小
学 生 及 家 长 们 在 非 遗 传 承
人们的指导下，纷纷动手制
作出自己喜欢的年画、金石
拓片等作品。

“老师们的精彩授课，让
大家对本土历史文化有了进
一步了解，希望能够激发更
多人对本土历史文化的热爱
和传承之情，守护和传播三
门峡的珍贵文化遗产。”市新
华书店相关人员表示。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为
丰富社区儿童的精神文化生
活，引导青少年进一步了解
中华传统文化，7 月 25 日，湖
滨区车站街道迎宾社区邀请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工作人
员，开展“虢国文化进社区”
志愿宣讲活动，为辖区青少
年送上一道丰盛的“虢国文
化大餐”。

课堂上，宣讲志愿者播
放精心制作的《走进殓玉的
神秘世界》课件，为孩子们讲
解周代的殓玉制度以及古人

“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在志
愿者的讲解中，孩子们了解
了虢国墓地出土的大量葬玉

的种类，明白这些葬玉是汉
代“金缕玉衣”的前身，是中
国古代葬玉制度的基础。

宣讲 志 愿 者 现 场 展 示
了 十 余 件 文 物 复 制 品 ，让
大 家 更 加 直 观 地 感 受 历
史 ，对 虢 国 青 铜 器 、玉 器
以 及 酒 器 等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认 识 ，对 虢 国 时 期 的 文
化 有 了 更 深 的 了 解 。

该 社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此次活动不仅让社区青
少年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当地
历史文化，加深了对家乡历
史的了解，还进一步满足了
社 区 青 少 年 的 精 神 文 化 需
求，丰富了他们的暑期生活。

三圣村位于灵宝市东北的川口乡，五帝村现属三门
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大王镇（原属灵宝市）。两个
村庄相距 5公里，且都建在仰韶文化遗址上。

据明清版《灵宝县志》记载：三圣村因村中原有的
“三圣庙”而得名，五帝村也因村中的“五帝祠”而得名。
三圣庙祭祀的是伏羲、神农、轩辕三圣；五帝祠供奉的是
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据两村的老人介绍，
村名的由来，谁也说不清。但根据他们所祭祀的“三圣”

（也叫“三皇”）或“五帝”来看，都与黄帝有关。
三圣遗址位于三圣村东北部、灞底河东岸的二层台

地上，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该遗址 1956 年被发现，1963
年 被 河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布 为 第 一 批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五帝遗址位于五帝村东部、好阳河东岸的二层台地
上。该遗址 1956 年被发现，面积约 82 万平方米，1986 年
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两个遗址都因所在村庄而得名。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简称“庙底沟文化”）所在的

时代，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一般认为在公元前 4000 年
—公元前 3300 年。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早期文化圈开始
形成的时代。著名文物专家许顺湛对认为黄帝时代的
上限大体在公元前 4400 年，下限大体可达公元前 2900
年。黄帝时代也有早中晚期，与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早
中晚期正好对应。据文献记载，黄帝族群活动的地域，
主要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的范围之内。于是，他
作出结论：庙底沟时期的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文化，这是
一个基本观点。而距三门峡庙底沟遗址西 25 公里的五
帝遗址、30 公里的三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

（残），这些陶片以红陶居多，彩陶较少，但纹饰丰富，主
要有连弧纹、弦纹、三角圆点纹、网状纹、三角草叶纹等，
与庙底沟一期和二期发现的遗物极为相似，这也证明，

这二处遗址与庙底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三圣遗址和五帝遗址共同特点是都在河岸的二层

台地上，南北为丘陵坡地，南高北低，呈缓坡状，土质为
第四纪黄土，属北温带半湿温性气候，树木多阔叶，少针
叶，都有一定数量的灰坑和房基面遗迹，说明黄帝时期
的先民们已告别深山石洞，走向平原湖泊，选择离水源
近、背风向阳的地方居住。这说明当地的先民们已经开
始了由游荡不定的群居时代转入定居安宁、农耕生产的
文明时代。

综上所述，三圣村、五帝村与轩辕黄帝有关的风俗、
遗迹、遗物、遗址有着密切的关联，又同庙底沟遗址和黄
帝铸鼎铭功的铸鼎原地区距离也相对较近，尤其是所发
现的遗迹遗物与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相似，对于更深入
地探索和研究灵宝黄帝文化与仰韶文化，助力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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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击镢把 唱腔豪迈韵悠长
本报记者 王梦

“……大黄河是俺的精气神，镢把戏是俺的开心果。镢头把一敲就开
戏，洗脸盆权当开场锣。板胡胡一拉就开唱，一下子唱到日西落……”日
前，在渑池县南村乡，高亢的船工号子响起，热烈欢快的音乐节奏中，演员
们手持镢把、镰刀，击节演绎着表现劳动人民与黄河之间动人故事的镢把
戏《南村人》。

镢把戏唱腔慷慨激昂，以镢把为主打乐器，演出内容多表现人民群众
田间地头的劳动场景以及欢庆丰收的生活景象，极富地域特色，乡土气息
浓郁，是渑池县南村乡沿黄河一带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2007 年 6 月，该
剧种被列入三门峡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三门峡剪纸“记录”
奥运会中国队夺冠瞬间

史海钩沉 三圣五帝遗址与庙底沟文化
姜涛

共 赏 传 统 文 化
领 略 非 遗 魅 力

翰墨丹青庆“八一”

虢 国 文 化 进 社 区
志 愿 宣 讲 润 童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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镢把戏剧照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