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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清徐社火文化的影响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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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社火文化是从民间大众中走出来的民间艺术!是区域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清徐社火是一项独具区域特色的民间文化

活动!是研究清徐地方风俗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清徐社火历史渊源,主要活动形式的概述!充分利用已有

的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探究了太原清徐社火在其红火热闹的狂欢形式中所包含的迎春,祭神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分析了清徐社火对地方文化,民间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了清徐社火的文化魅力与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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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徐社火概述

#一$历史渊源

社火最初是一种祭祀神灵的民间传统活动!现

如今!社火已演变成为节日庆典当中的歌舞杂耍表

演!被视为一种民间文艺#关于社火的起源!根据一

则民间传说!在唐代!凡界的老百姓得罪了玉帝!玉

皇大帝下令在元宵节这一天让天官,地官,水官三位

官员燃放大火!焚烧凡界!善良的三官把这一消息传

到了凡间暗示百姓十五晚上家家放火!户户点灯骗

过了玉帝#三官却因此遭到了玉帝的惩罚#人们为

了报答三官!每逢元宵节人们搭供棚!烧香烛!白昼

闹红火!夜晚放焰火,挂红灯!供奉三天!以纪念三官

大帝#随后经过漫长的演变就成为了今天的社火#

事实上!经大量考证!社火应是原始社会人们图腾崇

拜,原始歌舞和使用巫术的产物!是古代社会人们对

土地神和火神祭祀的遗俗*

#

+

#

社火中的 '社(为土地之神!/说文1中'社!地主

也#从示土#(从字形看!社是由示和土组成的!意思

是祭祀土地!'火(即传说中的火神*

#

+

#中国!一个以

农业立身的国家!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火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早在远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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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凭着原始的直觉认为火同其他万物一样也具有

灵性!并视其为独特的神物予以信仰,崇拜#人们在

对土地和火的崇拜中!逐渐出现了对土地神和火神

的祭祀祈福活动!即社火#社火作为一种文化习俗

一直传承至今#但斗转星移!日月交替!随着社会的

进步与发展!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增强!社火也逐渐

发生了改变!娱乐大众的成分日益增加!规模日渐宏

大,内容愈加繁复#

山西各地社火中!最负盛名的是清徐社火#清

徐社火历史悠久,代代相传!是由古代农村祭祀社神

时所演的社戏和元宵节期间民间红火的节日活动演

变而成!起源于秦汉百戏!在唐代有所发展!兴盛于

宋!明清时期大为丰富*

!

+

#社火在明清时期的发展

主要来自于晋商对社火活动的支持!如晋商在丰富

社火品种,精致社火节目,提高社火档次,增强激励

机制,传播社火艺术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当代清徐社火的主要活动形式

陕西的社火即关中社火突出表现了农耕文化!

其典型代表为马社火!而在更远一点的西北地区!则

盛行着'耍社火(!兰州之地则流行气势豪迈的太平

鼓!在天水,秦安一带流行喜鳌,打熊等#在武威,永

登一带则流行滚灯,顶灯,跑仙鹤#在酒泉附近流行

地蹦子等!而在江西丰城社火已成为省级文化遗产!

象征着祭祀祖先!传递亲情#同其他地区的社火艺

术形式不同!清徐社火更加注重山西本土文化的展

现!山西蕴藏着丰富的煤碳!又因居黄土高原!其民

众身上表现出热情而直爽的性格!同社火文化紧密

的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特质孕育了山西社会的形式

多样!内容活泼!注重旺火的形式#

当代清徐民间社火规模宏大,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生活气息浓烈!深受大众喜爱#社火的形式约有

百余种!按其种类可分为鼓类,棍类,歌舞类,高跷

类,焰火类,模拟类等!下面简单的介绍几种主要活

动形式#

#?

锣鼓"主要指的是'流水(!即由'牛斗虎('将

军令('大得胜('庆功宴(等七种锣鼓曲牌套路组成

的打击乐的总称#今天清徐的人们演奏的'流水(

据说是当年刘知远的妹妹外出时!锣鼓队迎送之际

所演奏的曲调#意取'福如东海水流长(

*

&

+

#清徐锣

鼓的演奏多以打击乐器为主!例如堂鼓,唢呐,铙,钹

等#表演时铙钹响亮鼓声阵阵!时而舒缓时而激烈!

抑扬顿挫交错参差#观者连连称赞!叫好声不绝于

耳#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东于,高白一带就

会举行迎鼓活动!迎鼓队伍由执事队,鸣锣开道队,

锣鼓队组成#其后是唢呐吹奏和旱船,推车,竹马,

吹海螺,打哨等社火队#迎鼓队迎到架火前!经过

一番敲打热闹!开始放火!意味着人们在迎接各路

财神!保佑今年'吉祥如意(,'财源茂盛(,'保一方

平安(的心愿#

!?

跑场秧歌"跑场秧歌是清徐社火中的另一个

重要的乡间歌舞表演形式!以'打渔杀家(,'白蛇许

仙(,'刘海砍樵(,'刘三推车(等人物造型在旱船

队中比较常见#表演者在队伍中边歌边舞!气氛欢

腾#秧歌和旱船的结合将舞台唱腔同街头艺术融为

一体!独具地方特色#多数情况下跑场秧歌是以两

人为一组!多组在一起进行表演#跑场秧歌最大的

特点是不管采用传统戏剧中的何种人物或何种桥

段!除唱腔外!其表演形式大多以秧歌的舞步配以旱

船划行的动作为主*

B

+

#

&?

棍"'棍(是清徐社火表演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中包括'铁棍(!'背棍(!'担棍(等形式#民间有这

样的一句话'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铁棍爱煞

人(!足以说明徐沟背棍独特的艺术魅力#

'铁棍(!又称'抬铁棍(!是一种大型的棍式表

演#铁棍的底端是硬木加工制成的矮桌!木桌下面

两侧是一根抬杆并以铁棍穿过桌面的中心!铁棍上

分两股或三股插座#表演者就站在插座的脚蹬上#

表演者多为十岁左右机灵活泼的小女孩#女孩子大

都扮饰传统戏剧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女中豪杰,巾帼

英雄#如/穆桂英挂帅1中的'穆桂英(,/白蛇传1中

的'白娘子(,/八仙过海1中的'何仙姑(等等#当然

铁棍上表演者也有十多岁的小男孩#这些男孩子大

都扮演一些神仙如"财神,老寿星!此外还有扮演关

公,孙悟空等故事典籍中的人物!表演者动作诙谐滑

稽,活泼大胆!常常令围观的群众捧腹大笑#除了铁

棍外!还有背棍,担棍等形式!徐沟背棍又称背阁!素

有'空中芭蕾(,'无言戏剧(之称#表演时!站在背

着身上的特制铁架上的表演者!就会扮成各种戏曲

中的人物!表演着其中精彩的情节!跟随着下面背棍

的青年前后左右漂浮晃动!随风翩翩起舞!上下机动

灵活!衣衫飘飘!如行云流水!美轮美奂#

担棍!同背棍基本相同!难度却较之大一些#它

是由三人进行表演的一种民间棍类艺术!下面一青

年与背棍相同均肩背一种特制的三角形铁架!只是

铁架上站着两位表演者!一肩一人!故名'担棍(#

二"当代清徐社火的文化内涵

清徐社火是元宵节民间一项规模盛大的文艺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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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活动!以其精彩的表演和特殊的绝活获得了人们

的认可!融入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既传

统而又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民间活动#

#一$民俗文化

首先!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普通大众的风俗生活

文化*

F

+

#清徐社火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社火中

的大部分内容是围绕祈求农业丰收的主题展开且在

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其历经千年的传承过

程中不断适应新的形势!注入新的内容从而流传至

今!反应了历代劳动人民渴望五谷丰登!希冀幸福生

活的愿望#例如起源于徐沟县的徐沟背棍!民间相

传是由人们在大雨过后敬谢神灵的活动逐步演变而

来的#

#%!B

年!徐沟背棍第一次到省会太原进行演

出!后逐渐扩展到山西其他地区#当代!通过众多民

间艺人们的传承创新!背棍已将欧美芭蕾舞的'托

举(东北秧歌的'群舞(和高跷的'凌空(集于一身!成

为一门富有独特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又如!清徐

的龙舞!由明清时期的舞龙队发展而来!民国后!随

着清徐社火中的舞龙被愈做愈长!舞龙的人数也愈

来愈多!气势愈加壮观*

C

+

#

其次!'民俗是为一时一地的所有生活需求而

设(!民俗建构的动力是需求*

$

+

#清徐社火作为民俗

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在原始的生产生活需求,精神

信仰需求及游戏娱乐需求中淬炼的文化成果!同时

也是百姓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民间艺术*

W

+

#

清徐社火起源于对土地和火的崇拜!为了满足

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要求!祈求神灵的庇佑#人类社

会逐渐产生了对社神和火神的祭祀活动!后随着祭

社活动历代帝王的重视和提倡!其规模不断扩大!仪

式日益盛大!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发

展!社火的功能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的生产生

活需求!过渡为游戏娱乐的需求!其中所包含的精神

信仰需求也发生了些许改变#时至今日!每年元宵

节当天!百姓们就会自发地组织社火这种形式的集

体娱乐活动!欢度新春!预祝今年是个丰收年#

最后!民俗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历

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汉书0王吉传1有这样一句话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足以说明民俗文化的地

方独特性#当代清徐社火是根植于群众间!多次经

由民间艺人雕刻,打磨与再创造!形成的体系完整,

群众性强且独具风采的广场艺术!更是中华民族文

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枚明珠#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形

式!均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氛和明显的地方特色#

清徐社火不仅能反映出百姓的生产,生活与习俗信

仰!而且能够表现群众的文化,艺术与审美水平!更

可以体现出当地人们的思想情感及精神风貌#

!"#&

年太原市清徐县东于镇更因凭借东于社火获得
T

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赞誉#同时!清徐铁棍极具

地方特色,民间色彩,民族风格!是一种融地方戏曲,

乡土音乐,民族舞蹈,口头文学,民间工艺于一炉的

多元性传统艺术形式#取材于戏曲情节,神话故事,

民间传说!并将凌空起舞,立体组合,雕塑造型等作

为表演形式!配以精工制彩,道具连贯,巧妙构思的

设计轴心!被誉为'活动的雕塑(,'流动的杂技(,

'空中的舞蹈(,'无言的戏剧(后同背棍合并!于

!""W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二$节日文化

当代!清徐社火中原有的祭祀信仰功能已越来

越淡化!转而成为了元宵节期间普通民众的一种欢

庆活动#时值元宵节!清徐的各个乡镇都会闹起社

火!庆祝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清徐社火是作为特定

节日才能表演的民间艺术!显然就带有了一定的蕴

味和意义#赵世瑜先生称之为'狂欢精神(!'它一般

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他庆典活动中!常常表现为

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

*

%

+

#

平时!人们忙于学习与工作!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去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但在节假日就不同

了#清徐社火作为一种节日文化出现!社火期间当

地的百姓参与表演,除本地外的群众驱车而来观赏

节目#在这样的环境下释放平日的压力,享受当下

的生活!集中体现了百姓的狂欢精神#在整个社火

表演中!表演者扮演的角色惟妙惟肖!动作幽默滑

稽!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带给观众欢乐!使其放

松自己从平时紧张的心境中走出来!享受这一娱乐#

清徐社火这种既简单又精彩的表演!起到一定的社

会调节作用!同时会使老百姓走的更近!更加团结#

在元宵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中清徐社火表演的剧

情大多以民间故事和小说为主!故事情节不是以感

情为主!就是以惩恶扬善为题!而扮演的人物则常以

富有善意的取乐和富有搞笑意义的性格居多如"'小

姐('丑公子(和'二愣子(等等就是这样#扮演者在

表演途中极力用自己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夸张的动作

来使角色更加生动形象!从而引起围观群众的共鸣,

逗笑众人!达到表演的目的#

可见!清徐社火的选题都是来自老百姓!贴近百

姓生活!而其表演的内容也是百姓耳闻能详!家喻户

晓的#只有这样通俗易懂,大众性强,处于社会底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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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才能被百姓所接受!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

表达出百姓的内心情感!而从表演中体现出来的这

种憨厚,浅陋,滑稽,荒诞,粗俗的表现!更能真实和

全面的反映老百姓的生活面貌和百姓情绪世界中诙

谐的一面*

#"

+

#综上所述!清徐社火能够流传至今!

深受当地百姓喜爱!不仅是它独特的艺术魅力!还得

益于表演者都有着共同美好的愿望...愿在节日中

的老百姓可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乐#清徐社火既

满足了老百姓的精神追求!又与节日的愉悦氛围相

统一*

##

+

#

#三$民众信仰

民众信仰是一种在原始社会产生!并不断在漫

长的岁月中传承,发展,演变!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种

文化现象!它与如今的宗教既相类似又存在着本质

的区别#民众信仰是指在人民大众中自发产生的对

人们认为具有超自然神力或超人神力的对象的崇拜

之情#

每年元宵节社火开始之前!清徐各个乡镇的中

心都要搭建三官棚!三官棚的正中央悬挂三官像!像

往常一样!周围设有香案!上放水果,点心等祭品,此

外还摆放着蜡烛,香火!由众人随意求愿,许愿,还

愿#三官大帝是指天官,地官和水官!他们都是早期

道教尊崇的三位天神#三官大帝也被人们称为三官

帝君,三元大帝#天官赐福"天官名为上元一品赐福

天官!紫微大帝!隶属玉清境#天官由青黄白三气结

成!总主诸天帝王#每逢正月十五日!即下人间!校

定人之罪福#故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地官名为

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隶属上清境#地官由

元洞混灵之气和极黄之精结成!总主五帝五岳诸地

神仙#每逢七月十五日!即来人间!校戒罪福!为人

赦罪#水官解厄"水官名为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

大帝!隶属玉清境#水官由风泽之气和晨浩之精结

成!总主水中诸大神仙#每逢十月十五日!即来人

间!校戒罪福!为人消灾*

#!

+

#

民众的信仰还体现在对财神,寿星,龙的崇拜#

主要表现在人物的装扮和表演内容上!如'刘海戏金

蟾(的故事!表示财源广进!步步钓金钱#表演中经

常出现手持曲仗的老寿星!表达了民众祈愿长寿的

心理愿望#此外社火中还反映了远古时期人类同自

然,猛兽,凶禽的斗争!表现了人类对邪魔鬼怪的敬

畏之情#舞龙的表演中体现了对神话中龙的崇拜!

除了对三官,财神,寿星!龙崇拜外!还表现了对火的

崇拜!每年元宵节人们就会堆起旺火!预示着这一年

四季平安#

无论是从清徐社火表演的内容,表演的程式还

是角色扮演中!都可以看出!清徐社火所表现出来的

最为明显的是对神灵的信仰#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土壤较为贫瘠!气候环境恶劣!生活在黄土地上人们

过着靠天吃饭,靠地谋生的日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生活艰辛#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将五谷丰登,

平安吉祥等对生活的美好愿望都诉诸于神灵#为了

取悦神灵!求得神的庇佑!每年元宵节人们都要进行

社火表演!借助这一仪式!祈求得到神灵的保佑!百

姓的愿望得以实现#在普通百姓的观念里!三官,财

神,龙王这些神灵都依靠自己超自然的神力!世世代

代保护着这一方水地和在这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

民#另一方面!在人们的心目中!神有着至高无上的

地位!不容冒犯!不容亵渎!如果一个人冒犯了神灵!

他就会受到惩罚#人们在对神力坚信不疑的同时又

对神灵怀着不可侵犯的崇敬之情!清徐社火这种民

间艺术形式就体现了当地百姓对神灵的崇拜

信仰*

#&

+

#

#四$地方民风

清徐社火是的民间集体活动!体现了当代清徐

的民风民俗和当地百姓的精神风貌#社火作为每年

正月十五清徐县举行的一项盛大的民间活动!规模

日益扩大!参与人数众多已成为清徐县欢度春节的

一个必备品牌活动#

社火的举办体现了村民互帮互助,团结一心的

淳朴民风#清徐社火规模盛大!仅靠一村,一社想要

成功达到预期效果十分不易!因此正月里清徐县的

各个村落,社区团结在一起!共同出谋划策#为了办

好一场社火表演!每家每户都要捐款,出力!然后经

由民主的方式推举出一位总负责人!管理活动经费,

筹备活动#村民们的参与感是非常强的!真正活动

开始后!有些重要的仪式!比如说跳火盆等!全村不

论男女老少都要跳过去!祈祷全村在新的一年里无

病无灾#在整个活动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彼此间的情谊,凝聚力得到增强#

同时社火也为百姓生活增添了丝丝浪漫气息#

体现了当代清徐百姓的乐观,热情,豁达的精神面

貌!寄托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真挚追求#清徐当地

的百姓称社火表演为闹社火'闹(字便体现了当地百

姓的热情与活力!社火本身成为村民尽情宣泄感情

的一种途径#活动过程中人们尽情的唱跳,表演!台

上台下其乐融融,相互呼应,应和!顿时迎新春的欢

腾气氛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人人面带笑意!嘴角

含春*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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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当代清徐社火文化的影响与价值

三"当代清徐社火文化的影响与价值

#一$弘扬传统文化

清徐举办社火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清徐社火

历经千年!在已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

代的传承,发展,变革,创新!渐渐演变成今天的样

子#清徐社火早已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清徐社火中表现出来的和谐,团结,乐观的精神早

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此外清徐社火中保留

了大量的民间艺术!如剪纸艺术!起源于唐代的清徐

剪纸!充分体现了北方人民粗犷豪放,天真浑厚的

性格#在清徐!剪纸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比较普及!

但是东于,高白地区的剪纸却是全县质量最高!数量

最多的#究其原因!高白,东于两地自古以来就有正

月十五燃放架子火的风俗!而架子火主要以彩带作

为装饰物!彩带上则全都是来自当年娶来的新媳妇

之手的剪纸作品*

#F

+

#当地新媳妇为了将自己的作

品贴到架子火的底层较为显眼的地方!便要费尽心

思设计剪纸图案,不断提高剪纸技术!剪纸图案不断

丰富!水平亦不断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白,东

于的架子火装饰同时就成了剪纸作品的展台#客观

上促进了民间剪纸艺术的发展#

清徐社火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象的高度

融合与整合体现!包含着丰富的现实功能#它不仅

对华夏民族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推动世界

文明的发展#为了使人们了解社火文化!弘扬传统

文化#

#%W#

年铁棍,背棍首次出现在大荧幕上#

#%W!

年山西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1编纂会议决定

将其收入全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1山西卷内#

#%W$

年获山西省艺术节银杯奖#

#%%#

年徐沟铁棍,背棍

应邀到深圳特区进行表演!受到外国游客,海外华人

华侨,当地群众的高度赞赏!演出结束后!艺术团又

接连收到许多华侨华商和邻国商贾要求其表演的邀

请#

#%%!

年铁棍,背棍艺术研究会在徐沟镇成

立*

#C

+

#

#%%B

年背棍参加山西省新人新作精品展演

荣获银奖#

#%%F

年中,英,美,法四国摄影大师在徐

沟拍摄铁棍,背棍艺术表演!并被大型纪录片/外国

人看中国1所采用#徐沟的铁棍背棍走出中国!走向

世界!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海外!让世界更好的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更好的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清徐社火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和提炼!留下来很多精

华!闪耀着民族智慧与民众精神的灿烂光芒#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清徐社火也在文化传

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徐社火历经千年而不

息!在一代又一代的继承中不断发扬光大#在原有

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跟随时代主题!注入时代内容!

日益丰富发展!演变为今天的社火文化#其不断继

承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承的过程#如龙文化!

中华民族对龙有着独特的感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

经崇拜龙了!认为龙能兴云布雨!舞龙正是为了祈祷

当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今天的清徐社火

表演中舞龙已经成为必备节目之一!历经几代变迁!

虽然其蕴含的祈福意义已经趋于淡化!娱乐成分逐

渐增加!但其内涵精髓在社火传承中得以保留下来#

#二$丰富百姓生活

清徐社火规模宏大,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生活

气息浓郁!参与与观看的人数都很多#通常在'破

五(后!各个乡镇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在中心地段搭

三官棚!在三官棚周围垒旺火,搭灯山!灯山上悬挂

的各式各样的灯笼都是由各家各户自愿送来的#正

月初六到正月十四日社火组织筹备工作就开始了!

各社纷纷排演节目!统筹规划!这期间是各社最为忙

碌的日子#正月十五那一天!清徐实在是热闹!街道

上扎着迎喜接福,五彩缤纷的彩门楼和柏叶门楼!

路边是各街坊乡社堆起来的架火,旺火#随着闹社

火的队伍远远的走过来!'迎鼓队(率先而行!在最

前面的被称作执事队他们手里撑着灯笼!后面则跟

着锣鼓队鸣鼓开道#清徐社火的鼓极富有特色!在

每面鼓上都有彩子印有亭台楼阁!阁内有灯!阁外

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讽刺诗词或者民间故事等 #

迎鼓队走到架火前就要停下来敲锣打鼓一番!之后

专门负责的人员便开始放鞭炮,点旺火!喻有迎接

财神!吉祥如意之意#紧随着锣鼓队的是各种社火

表演!例如跑旱船,高跷,舞狮,背铁棍,舞龙等节目

热闹非凡#队伍中间自然也少不了杂耍表演!比如

两名身穿古代装!化上丑脸的人!一手提酒壶!一

手端酒杯的'抬扛箱(!表演者一边喝酒!一边抬着

寓意丰年的粮屯席包!口中喊着'恭喜发财(',新年

大吉(等吉祥祝福话#串铃挂在抬杆的两端!抬箱

的两人时而面对面,背靠背!时而左右肩膀换着抬

杆!观看的群众的和表演的二人的都玩的不亦乐

乎#类似'抬扛箱(的还有一种叫做抬'圪揽官(的杂

耍!抬着的不是粮屯席包!而是一个丑角县官头歪

戴着官帽!嘴上画着小胡子坐在杠子方言叫做圪

揽#抬杠上面坐着的'县官(不仅要稳!还要表演!

一路唱着'大官也是官!小官也是官!大官坐的八

抬轿!是官非官的我坐的是4圪揽官3(

*

#$

+

#表演夸

张讽刺!逗的众人捧腹大笑#白日闹红火!夜晚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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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火!晚上的社火也是别有一番风趣!人们猜灯谜,

赏烟花,点架火,游九曲等!乐此不疲#各种各样的

节目看的人们眼花缭乱!惊呼不已#

清徐社火丰富了百姓生活!点燃了新春祝福#

一方面其多彩的节目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另一

方面其众多的节目也带给了群众精神上的享受与独

特的教育意义#首先!自娱自乐!满足了人们感情思

维的需要#社火既给予群众种种欢乐!调节身心的

运转!又为群众提供自我表演,自我显现,自我愉悦

的条件!让群众在自我满足中树立种种信念!精神上

得到鼓舞#其次!清徐社火适应了人与社会的美感

要求#人们在接受社火和表演社火的过程!正是美

的创造和享受过程!在社火表演中人们一方面能够

表达节日的喜庆,丰收的喜悦!此外!人们借以社火

的形式以诚感动上帝!幻想逢凶化吉降下好的景遇!

以求心灵慰藉#另一方面!人民借社火的形式祈福!

希望实现自己内心的愿望#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在社

火表演中能够创造出自己认为的最美好的舞姿,表

情!满足自己的美感需求#同时!把美感传播开来!

社火的举行,美感的传播不仅打破了刻板平庸的秩

序!使社会迸发出勃勃生机!而且运用这种集群式健

康有益的活动!向人类进行美育教育!从而唤起国

家,民族的风尚,道德,文明,进步,责任感!强化人的

善良正义感,建造精神文明社会#第三!清徐社火的

举办有利于调节生活!集结人心!加强团结#清徐社

火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动静结合!迎合了各个年龄段

的需求#最后!社火活动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具有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作用!社火本身

不仅能愉悦人的身心!而且还能宣扬善与恶!美与丑

的标准!给人以正义向善的启示#

#三$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从地理位置看!清徐县位于太原市区的东南方

向!距市区
&W

千米!北临著名旅游景点晋祠!交通十

分便利#从历史发展看!清徐历史悠久!人才济济!

文化多元!是晋商发祥地之一!/三国演义1的作者罗

贯中的故里就坐落于此!同时清徐特产丰富!清徐的

葡萄全国闻名!山西老陈醋也发源于此!素有'文化

名城,醋都葡乡(的美誉#清徐拥有
!F""

余年的历

史文化积累沉淀!拥有众多的人文,自然景观!其中

徐沟背铁棍艺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W

+

#

清徐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寓教于

乐#特别是清徐的社火!更是博采众长,声名远播!

是当地百姓喜闻乐见!最受欢迎的一种文化活动!正

月十五举办社火时也是清徐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日

子!每逢此时不但十里八村的老乡们都要赶来瞧一

瞧清徐的'红火(!就连住在附近城市中的居民!也会

早早地开车前来!赶个热闹#这些人来清徐不仅会

观看社火表演!还会购买一些本地的特产!参观本地

遗存的古建筑#清徐社火不仅是一项文化遗存更是

祖辈传下来的宝贵财富#每年元宵节到清徐的游客

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善良淳朴

的当地民风,厚重浓烈的乡土文化等等!清徐社火出

自自然!来自民间,来自传统,多年的文化积淀赋予

其特殊的文化魅力#交通便利!独特的文化优势促

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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