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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社火舞庭州 多元文化美与共
□本报记者 王昱骅 许乐

在新疆，元宵社火不仅是一场热闹的节
庆活动，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展现出
多元文化融合的独特密码。

多年来，每至元宵佳节，昌吉州的社火表
演现场都热闹非凡。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舞
龙舞狮、踩高跷、跑旱船等传统项目精彩上
演，同时融入了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哈萨克
族的阿肯弹唱等少数民族特色元素。这种多
元文化的融合，让社火表演别具一格。不同
民族的文化元素在社火中和谐共生，这并非
生硬拼凑，而是如盐溶于水般自然交融；这并
非简单地堆砌，而是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比
如，舞龙队伍中有不同民族的参与者共同协
作，他们在舞动中传递着团结与力量；而少数
民族的音乐舞蹈元素，也为传统社火增添了
新的活力与色彩。

社火活动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
动舞台。在筹备和表演过程中，各族群众齐
心协力，共同参与。从设计编排到具体演出，
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学习、相互协作。在这
个舞台上，语言、服饰、习俗的差异被欢乐与
团结所取代，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在社火的欢乐
氛围中，共同庆祝节日，共享文化盛宴。这种
团结和谐的景象，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各族群众在参与社
火表演的过程中，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增强
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从传承角度看，文化的融合在社火中得
以传承和发展。老一辈人将传统技艺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年轻一代又在继承的
基础上大胆创新，为社火注入新的活力。这
种传承不仅是技艺的延续，更是文化认同的
传递，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代际间生根
发芽。

新疆社火以其独特的多元文化融合与传
承，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样
本。2021年，由昌吉州申报的新疆社火被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从新疆社火中，我们看
到了文化融合的强大生命力。它不仅丰富了
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根基。在新的时代征程
中，愿这融合的密码继续传承发扬，让中华民
族文化的百花园更加绚烂多彩。

春节期间，昌吉县文化馆组织社火
队，用高跷、龙灯、旱船、跑驴等形式，宣
传计划生育和五讲四美。

1983年

1994年

昌吉市三工乡大三工村的社火队出了名，农民
村里闹过进城闹，在城里人面前一展新农民的风姿。

1996年

昌吉市六工乡各族农民
舞龙戏凤闹社火。

1998年

2003年

2008年

2013年

2019年

2023年

2月18日《昌吉日报》

2月17日《昌吉日报》

2月22日《昌吉日报》

2月24日《昌吉日报》

2月19日《昌吉日报》

2月6日《昌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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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社火照见中华民族共同体
□本报编辑部

在庭州大地，社火绝非一场普通的民俗表演，
它更似一部绚丽的史诗，生动呈现着各民族文化
的深度融合。凭借独特魅力，社火串联起各民族
的历史记忆与深厚情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鲜活典范，吸引着八方目光，为这片土地增添浓
郁文化色彩。

2025年的乙巳蛇年新春，是中国“春节”申遗
成功后的首个农历新年，备受瞩目。2月12日，正
月十五，昌吉州元宵节民间社火展演的大幕拉开，
全州75支队伍、近两万名演员粉墨登场，在传统
与现代交织、民族与时尚的碰撞中，为观众带来了
一场“越闹越红火”的视听狂欢。

从屯垦记忆到非遗新篇

起源于农耕时代的社火，是我国民间一种古
老而充满活力的民俗文化样式。源于崇拜，古代
劳动人民产生了祭祀土地与火的风俗，后逐渐发
展成为集音乐、舞蹈、戏曲、杂技等为一体的大型
群众文艺活动，意在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
祥如意、国泰民安。

社火在昌吉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最早
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1770 年前后），来自甘
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四川等省的屯民已
在这里扎根，他们把各自家乡社火的习俗也带
到了昌吉。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戴
明忠介绍，关于昌吉州社火的描述最早可见于谪
戍新疆的协办大学士纪晓岚于清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所写诗词：“箫鼓分曹社火齐，登场相赛
舞狻猊。一声唱道西屯胜，飞舞红笺锦字题。”

2021年5月，由昌吉州申报的新疆社火被收
录进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扩展项目名录。

从表演类型来说，新疆社火大体可分为传统
舞蹈（彩绸、花扇、腰鼓、大头娃娃等秧歌，舞龙耍
狮、跑驴等动物模拟舞等），传统戏曲（表演者多装
扮成历史故事中的人物或地方戏曲中的人物，在
行进中只演不唱）和带有杂技技巧（高跷、高台、背
台、二鬼摔跤等）的表演。

在吉木萨尔县，提起社火，有句顺口溜人人皆
知：“北庭的高跷老台的龙，县城的秧歌扭得精，大
有的花儿与少年，三台二工的萨吾尔登。”这是因
为当地的新疆社火源远流长，且逐渐兴盛，从而形
成了“流派”。

在戴明忠看来，新疆社火兼具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和实用价值，对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增
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
贡献。

从田间传习到文化赓续

在昌吉州，耍社火是欢度元宵节不可或缺的
一项传统年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起，昌吉州
各县市便开始持续开展元宵节社火表演。现如
今，元宵节耍社火已发展成为昌吉州参与性最广、
受欢迎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群众文化活动。从
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再到熙攘集市，处处都是社
火队员的身影。

在吉木萨尔县社火表演现场，基层文化带头
人杨学义自豪地看着一支支队伍轮番上场，老台
乡的草龙出自他手、大有镇的节目编排有他参与、
各个队伍里几乎都有他的学生，虽然身体条件不
允许他再担任社火表演的主角，但成功演出背后
处处都有他的参与。

今年68岁的杨学义是吉木萨尔县老台乡人，
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疆社火
的州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七八岁就跟着爷爷在村
里打鼓、踩高跷，十几岁开始舞龙耍狮。”杨学义介
绍，制作草龙是他家的祖传手艺，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在父辈的影响下愈发喜欢社火表演。敲锣
打鼓、秧歌杂耍、舞龙舞狮他都信手拈来，更是不
会落下任何一场社火表演。

近年来，随着社火表演内容的不断丰富，杨学
义绞尽脑汁在道具制作上下功夫，研究出了3个
版本的草龙。自2016年起，他还带着草龙走进多
所小学，教孩子们耍社火。今年老台乡使用的18
米草龙就是他以当地生长的冰草为主要原材料制
作的。绿色象征播种、黄色象征丰收，看似朴实的

长龙里处处都是巧思。“随着科技的发展，播种、收
割都由机器完成，这是好事，但我总想着人要记得
来时路。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了解我们祖辈的生活方式。”杨学义说。

鼓、锣、镲是社火表演中的节拍器，其中鼓的
作用最为明显，鼓手们通过敲击鼓点来引领整个
表演的节奏，确保表演动作的协调和统一。在吉
木萨尔县碧流河镇的社火队伍里，19岁的沈晓峰
是鼓槌抡得最欢的人，表演结束后，他听着大伙儿
的夸赞，心里美滋滋的。今年他与爷爷和父母一
起参加了社火表演。“学了三四年，我终于能独当
一面了，我要趁寒暑假继续努力，争取把爷爷几十
年来积攒的鼓点都学会。”沈晓峰说。

“昌吉市今年的社火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展示
内容更为丰富、参与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耍了三
十多年社火的朱新贵评价道。朱新贵出生于梨园
世家，9岁随父亲学习秦腔司鼓，还曾在原呼图壁
县曲子剧团当过鼓手。2002年到昌吉市文化馆
工作后，他经常到基层教群众舞龙耍狮、敲锣打
鼓。2005年，他还前往中南大学专门学习舞龙耍
狮。每到新年，他便和文化馆的同事为各乡镇街
道的社火表演队伍作指导。近两年，他还应邀前
往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库尔勒市、博湖县等地授
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欣赏水平也随之提高，这就要求我们表演
者要在演出花样、演奏技艺上不断学习提升。除
了把地方特色的塔合麦西热甫、黑走马、新疆花
儿、萨吾尔登等非遗项目融进社火表演中，昌吉州
对口支援地山西也多次派出专家来教授锣鼓艺
术，我们还吸收借鉴了全国各地的社火表现形式，
现在的社火表演一年比一年好。”朱新贵说。

从艺术互鉴到情感共鸣

每年正月十五，昌吉的大街小巷被喜庆的氛
围笼罩，激昂的锣鼓声中，社火表演拉开大幕。昌
吉州社火的历史，是一部文化融合的史书。自清
朝乾隆年间起，中原社火的种子在这里落地生根，
与昌吉州各民族文化相互滋养。

“这一融合并非偶然，从历史根源来看，昌吉
处于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
化汇聚之地，在经贸往来、人口迁徙中，文化的交
流与碰撞从未停止。社火作为一种群众文化活
动，自然成为了文化融合的载体。”戴明忠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独具特色的“新疆社火”
应运而生，它既保留了中原社火的传统形式，又融
入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
的结晶。步入社火表演现场，就像踏入了一个民
族文化的大观园，传统的秧歌、舞龙舞狮、锣鼓等
社火项目，与昌吉本地特色表演相互交织。哈萨
克族黑走马以其明快的节奏和矫健的步伐，与社
火的热闹氛围完美融合，舞者们身着传统服饰，在
社火中展现出草原文化的奔放与豪迈；维吾尔族
塔合麦西热甫充满了热情与活力，人们欢快地舞
蹈、歌唱，动作中巧妙融入了社火的夸张与灵动，
传递对生活的热爱；新疆花儿悠扬的曲声响起，演
唱者用深情的歌声，讲述着生活的故事，表达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疆曲子则以其独特的旋律
和唱腔，为社火表演增添了别样的艺术魅力。

“新疆社火是民族文化融合、民族团结的结
晶，是最开放包容的。”戴明忠在采访中感慨道。
新疆花儿，新疆曲子，维吾尔族塔合麦西热甫，哈
萨克族熊舞、鹰舞，蒙古族萨吾尔登，广东英歌舞，
山西太平鼓、浑身板，河南豫剧，京剧，川剧变脸，
剪纸，西王母神话……越来越多的非遗和民俗文
化元素在每年正月十五的社火舞台上逐一登场并
大放异彩。各民族文化在新疆社火中互相融合，
和谐共生。这种文化融合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
活，增强了各民族群众之间的凝聚力和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
精神纽带。

从纪晓岚笔下的“箫鼓相赛”到2025年的机
器人共舞，新疆社火始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的缩影。它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序
曲——在这里，每一记鼓点都在叩击民族交融的
和谐乐章，每一次腾跃都在书写文化自信的时代
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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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花扇方阵表演。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图（2）：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舞狮和川剧变脸演员互动。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图（3）：2月12日，玛纳斯县社火展演现场，剪纸作品走秀。 □王昊波摄
图（4）：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维吾尔族塔合麦西热甫表演。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图（5）：2月12日，吉木萨尔县社火展演现场，瀚海军造型展示。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图（6）：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南狮梅花桩表演。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图（7）：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腰鼓表演。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图（8）：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猪八戒背媳妇。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图（9）：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哈萨克族挤奶舞表演。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图（10）：2月12日，吉木萨尔县社火展演现场，舞草龙表演。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图（11）：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演员唱起新疆花儿。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图（12）：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兵团豫剧团演员亮相。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图（13）：2月12日，木垒县社火展演现场，木垒作家李健为舞龙点睛。 □李天仁摄
图（14）：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舞龙表演。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图（15）：2月12日，呼图壁县社火展演现场，小学生表演安塞腰鼓。 □刘瑞雪摄
图（16）：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杂耍表演。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图（17）：2月12日，吉木萨尔县社火展演现场，广东英歌舞表演。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图（18）：2月12日，阜康市社火展演现场，西王母神话展示。 □周 恒摄
图（19）：2月12日，奇台县社火展演现场，关公耍大刀。 □苗 立摄
图（20）：2月12日，阜康市社火展演现场，山西浑身板表演。 □刘 媛摄
图（21）：2月12日，昌吉市社火展演现场，阿肯弹唱。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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