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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母子同台献艺
本溪社火表演队里，常有一对母子

同台登场。母亲刘晶扮演穆桂英，她头
戴雉鸡翎，身着女硬靠（京剧服装之
一），手持大刀，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威
风八面。儿子邹祥玖则扮演辽将，盔明
甲亮，双锏生风，快如闪电。每当观众喝
彩时，母子俩的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

杨和清告诉记者，早些年，本溪社
火是不招女性的，如角色有需要，一律
男扮女装。近些年，随着观念转变，逐
渐接纳了几名女性队员加入，刘晶是
其中表现最积极、热情最高的“劳
模”。只要有演出，一个电话打过去，
她肯定参加，绝无二话。

刘晶和社火结缘，与她嫁到同江
峪的姻缘不无关系。在此之前，她虽
然看过社火表演，但从未想到有一天
自己会披挂上阵。直到嫁到同江峪
村，随着与社火表演者接触越来越多，
她渐渐爱上了社火，并成了铁杆社火
迷。2007年，她下定决心学习社火表
演，拜杨和清的弟弟杨和礼（已去世）
为师，如愿加入社火表演队。

“啥叫痴迷啊，啥叫如痴如醉啊，说
的就是我啊。对社火，我是爱到骨子里
了，那熟悉的锣鼓声，那大开大合的场
面，美得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刘晶对社火的痴迷与热爱，不经
意间也影响了儿子邹祥玖。别看他今
年只有 17 岁，平时不多言不多语，可
一聊到社火这个话题，就打开了他的
话匣子，而且讲得头头是道。

邹祥玖告诉记者，受妈妈潜移默化
的影响，他从小就喜欢看社火表演，总
希望妈妈带他进表演队看彩排。等到
读书识字后，每当见到妈妈和其他队员
排练演出时，他就在一旁仔细观察，并
用心用笔认真记录。再后来，他学会了
上网查资料，就经常有意识地收集社火
表演知识和技能，以及服饰、道具搭配
方面的内容，想尽各种办法充实自己。

14岁那年，因为对社火表演着迷，
邹祥玖便央求妈妈要加入表演队。考
虑到孩子还小，怕影响学业，刘晶一开
始没有答应，但她架不住儿子天天软
磨硬泡，最后只好点头让他试试。然
而，令她始料未及的是，邹祥玖加入表
演队后，一门心思扎进社火表演中，居
然放弃了学业。一年后，经过反复做
思想工作，邹祥玖才暂时收心，回到学校
继续上学，但他心里仍念念不忘社火，只
要一放假，就主动请求师傅们教他技艺，
只要有上场机会，就尽可能不错过。

“本溪社火是百年民俗，是同江峪
人的骄傲。坚守传承，是每一个热爱
社火人的责任和使命。我现在一方面
抓紧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积累社火
表演经验，将来，我要把社火表演的所
有本事学到手，为弘扬民俗文化作贡
献。”邹祥玖认真地说。

1 月 29 日 ，雪 后 初 晴 。
一大早，记者来到本溪满族
自治县小市镇同江峪村，只
见本溪社火表演队的队员们
三三两两会集到吕春景老人
家中。之前，表演队领队杨
和清已打过招呼，要趁着冬
闲，把队员们召集到一起，让
经验丰富的吕春景老人给指
点指点。

杨和清今年 69岁，是本溪
社火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市级传承人，曾师从吕春景的
父亲吕松林学习社火表演。
尽管社火队员之间没有搞过
论资排辈，但他总亲切地尊称
本溪社火国家级传承人吕春
景为师兄。

队员安文贵、张志义今年
都已65岁，也踏着积雪赶到吕

春景家中，二人同是吕松林手
把手教出来的徒弟。这四位老
人，是目前本溪社火的主心骨
和定盘星。

社火表演队的主角杨建
峰有事没能赶来，其父杨和
清代为请假，待回去后再给
他“补课”。吕春景的外孙子
刘太玉近水楼台，比任何人来
得都早。

37 岁的刘晶是表演队里
为数不多的女角，她的儿子、
表演队最年轻队员邹祥玖寸
步不离地跟在她左右。小市
镇 文 化 站 站 长 黄 凤 艳 笑 着
说：“这小家伙比他妈还痴迷
社火呢。”

就这样，一铺火炕，十来个
人，在欢声笑语中切磋社火，在
情怀与痴迷中坚守传承。

从一家人坚守到全村人传承
本报记者 丛焕宇 文并摄

“本溪社火能在同江峪村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吕松林老人功不
可没。”多年研究本溪社火的黄凤
艳，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她说，上
世纪初，社火表演只有在本溪市明
山区卧龙镇三家子村才能见到。
起初由节日和迎神赛会上表演的
杂戏、杂耍发端，“演社火，给神
看”，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春节、元宵
节期间“祛瘟压邪，纳富求祥”的重
要民俗活动、娱乐项目。

那个年代，农村娱乐项目本来
就少，比扭秧歌更有表演性和观赏
性的社火，无疑成了高端艺术。无
论哪里有社火表演，十里八村的乡
亲都会跑去观看。

社火演员个个身怀绝技，上场
时，脸上浓墨重彩，全身披挂整齐，
在锣鼓镲的节奏中舞动刀枪棍棒，
用动作讲述故事，每一出每一折都
是彩儿。那时演员都没有演出酬
劳，最高礼遇就是能在村民家里吃
派饭。轮到哪家管饭，主人都会倾
其所有准备最好的伙食，用最质
朴、最火热的诚意回报社火演员的
辛劳。

年轻时的吕松林痴迷社火，每
年都去看表演。他不光看热闹，更
留心看门道，边看边学，努力把一招
一式记在心里，回来后再一遍遍反
复练习。遇到弄不懂的地方，他就
跑到三家子，继续偷艺。

“三家子社火是家传不外传，所
以我父亲没法拜师学艺，但他硬是

凭着聪明和热爱，在三家子村偷偷
学成后，把这门技艺带回了同江
峪。”吕春景说。

上世纪40年代，吕松林成立了
同江峪第一支社火队。鼎盛时期，
社火队里“装身子”（有服装扮相）的
演员就有近20人，还有一支30多人
的秧歌队。当年的拿手节目主要有
三出戏——《对松关》《三英战吕布》
和《长坂坡》。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度
匮乏的年代，社火作为农村一年
中最盛大的狂欢、最奢侈的节目，
投入和付出都很多。我父亲作为
社火队领队，既要培训队员，又要
准备演出必备的行头、乐器，正月
里常常忙得脚打后脑勺。我父亲
还亲自上场演出，扮演的是吕布
和赵子龙，那真是人见人夸。”回
忆起往事，吕春景提高了嗓门，两
眼放光。

同江峪的社火后来居上，比三
家子的社火还要火。邻村纷纷发出
邀请，吕松林就带着队员挨村演出，
差不多把方圆几十公里的村子都跑
遍了。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走路
全靠腿，表演队员经常天不亮就出
发，翻山越岭，到了村里，一装扮上
就开演，但大伙儿毫无怨言，人人乐
在其中。

从那时起，吕松林给本溪社火
定下规矩，只要答应给人家演社火，
就必须诚实守信，爬冰卧雪也在所
不辞。

吕松林：因为热爱外出偷艺

从小耳濡目染，吕春景对社火
越来越着迷。9 岁那年，他正式跟
父亲学艺。1961年正月，17岁的吕
春景第一次跟着父亲登场演出，在

《对松关》里演小将秦英。“那时年
轻，精力旺，体力好，扮相、动作、身
段、手法，样样都不含糊。到了第二
年，我就接过父亲的枪，演起了父亲
最擅长演的赵子龙。”吕春景说。

杨和清接过话茬，“春景师兄
在《长坂坡》中扮演孤胆赵云，在

《虎牢关》里扮演无敌吕布，他扮相
英俊，技艺高超，刀、棍、枪等兵器
样样精通。”

吕春景记得，父亲对演出质量
要求极高，为此定下了较为严格的
规矩：表演时顺场、对场、收场各个
环节都不可懈怠；武打动作套路要

多，内容要丰富，疾而不乱，快而有序，
一招一式要精准纯熟；每个动作起
至何处，落在哪方均有明确要求。

为了追求表演形象逼真，吕松
林甚至要求队员用的道具都是真
家伙。“枪头、刀片都是实打实的铁
家伙，演员对打，兵器相接，都冒火
星子。如果学艺不精，登场表演
时，极容易受伤。”吕春景说。

2003 年，84 岁的吕松林在弥
留之际，对守在病床前的吕春景和
杨和清等人留下嘱托：“社火是老
辈人传承下来的技艺，只要群众喜
欢看，就要好好演下去。要记住，
任何时候，本溪社火都不能搞只能
家传拒不外传那一套旧俗，谁热爱
社火，就教谁本事。”

父亲的嘱托，吕春景至今仍铭

记在心。随着年龄的增大，他无法
再登场表演，就把队伍交给了杨和
清负责，但他还是常跟着表演队奔
走，或给队员做指导，或做些其他
幕后工作。

在吕春景、杨和清等人的坚守
和努力下，本溪社火表演队队员一
度多达 60 人。近些年，本溪社火
在老戏码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曲
目，并在扮相方面下足了功夫，不
仅使故事中的一马三枪等打斗场
面、故事细节得以保鲜，而且使表
演带来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黄凤艳告诉记者，本溪社火表
演过程中，虽然没有一句语言介绍
和唱段，但通过有故事、有情节的
表演，仍然能让观众看得明明白
白，叫好连连。

吕春景：儿时学艺坚守一生

上世纪60年代初，本溪社火被打
上了“四旧”标签，从此停演近 20 年。
那段难熬的日子，没法登场的社火队
员，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都不免追忆
曾经的激情岁月。“张智勇，你还记得
不？当年你演关公，那大刀耍得多带
劲儿，砍在我的枪上，震得手直发麻。”
吕春景说。“你的枪耍得风雨不透，也
没饶过我。”张智勇回应着。

时间到了1986年，吕松林和徒弟
们终于迎来了再次登场表演社火的机
会。这一年正月，他们精心排练好节
目，走村串户去表演，让久违的艺术再
次焕发活力，绽放光彩。

即便如此，随着表演者年龄的增
大，社火表演中一些带有危险性的精
彩动作还是被取消了，过去用的铁枪

头、大刀片也不得不换成了塑料制
品。更让这些老艺人担忧的是，社火
销声匿迹近20年，后备人才出现严重
断档，要想把社火原汁原味地传承下
去，最现实、最迫切的就是尽快弥补传
承缺口，因为一项技艺的传承，最需要
的就是人。

杨和清告诉记者，村里的年轻人
大多出去打工了，有的甚至全家都搬
到了城里住，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几天。社火队虽然名义上有20多人，
但聚齐很难，所以表演时最多能演三
套，有时候凑齐演两套的人都不容
易。吕春景、杨和清虽然面向全村收
徒，但能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这事
只能是出于热爱，不能强求，民间艺
术，本来就没有什么约束力。”杨和清

感慨道。
为了将社火传承下去，吕春景、杨

和清想尽了办法，还排演了新节目《穆
柯寨》。每逢有演出，他们就给在外地
的队员打电话，召集大家回来，可多数
情况是文奇武不齐。“眼看着社火表演
后继无人，我们真是着急。春景师兄
的儿子工作太忙，没办法更没精力传
承社火，我就逼着儿子杨建峰学，现在
他已经成了社火表演队的顶梁柱。”杨
和清说。而对吕春景而言，外孙子刘
太玉热爱社火表演，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他心中的缺憾。

2006年，本溪社火被列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2008 年，又被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后，本溪市
及本溪县不断加大保护传承力度，在

“非遗宣传日”及重要场合，创造各种
机会，为本溪社火提供展演舞台。在
同江峪村，也渐渐出现了对本溪社火
感兴趣甚至着迷的新生力量，大家为
了深爱的艺术，像一家人一样抱团聚
力，倾情传承这一传统技艺。

“这些年也有人找过我们，想让
社火传出 去 。 我 们 认 为 要 保 持 本
溪 社 火 的 原 汁 原
味 ，目 前 最 好 还
是 在 同 江 峪 村 内
传 承 ，暂 时 不 打
破 老 辈 的 规 矩 ，
等 到 时 机 成 熟
了 ，再 让 本 溪 社
火走出大山，走得
更远。”吕春景说。

重放异彩：一门技艺全村传承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同江峪
村，一直活跃着一个表演武社火技艺的
家族。76岁的吕春景从小跟随父亲吕
松林刻苦学艺，成为本溪社火这一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级传承人。
如今，为了让本溪社火薪火相传，吕春景不仅

教儿孙们学习，也把一个个绝活毫无保留地传给
了全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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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本溪社火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活动，主
要流传在本溪一带。它属于武技类，也称“武社火”

“武秧歌”。社火演出主要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
本溪社火类似于京剧中的武打戏，它充分利用

长矛、大刀、双锤等十八般兵器，显示“武”的力量。

另外，本溪社火通过动作来展示故事情节，故事中的
人物身份、性格用脸谱来表现，如黑脸的张飞、红脸
的关羽等。

2008年6月，本溪社火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1 年 1 月 29 日，本溪社火表演队部分队员会集到吕春景家中切磋技艺并在院中合影（前排左起邹祥玖、刘
晶，二排左起张志义、吕春景、杨和清、安文贵，后排左起刘太玉、黄凤艳）。

本溪社火已成为当地举办重大活动时的表演项目。

何谓本溪社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