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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铁芯子是流传于高台民间的一种古老的社火艺术形

式，主要流传于高台罗城一带，最初由宗教祭祀发展而来，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高台铁

芯子也面临着失传和无人继承的状况，为探索高台铁芯子的

传承之路，更好地保护好、传承好高台铁芯子这门优秀的传

统技艺，做好高台铁芯子的研究必不可少。

一、高台铁芯子现状

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型娱乐设施，新型媒体的

出现，使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人们对文化的需

求已不仅仅局限在感官的刺激上，而且也逐渐向美的方向发

展，向美的欣赏需求上发展。从而使像高台铁芯子这样的传

统文化在没有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的情况下，逐渐与时代

脱节，并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更多地沉迷于电视、电

影的视觉刺激中，而高台铁芯子还在传统文化技艺的道路上

愈走愈远。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些年轻人而言，高台铁芯子

已经是一种非常落伍的文化行为了，高台铁芯子已经被他们

看成是被时代抛弃的文化遗产，根本无法融进他们的思想意

识里。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根本不愿意冒着寒冷参与铁芯

子这项文化活动。他们宁肯到 KTV 唱歌，到 3D 电影院看电影，

也不愿去观赏铁芯子表演。这与高台铁芯子几十上百年如一

日丝毫没有一点改变有关，因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

不能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本身也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

的。当然，这与高台铁芯子缺乏资金的支持，与当今人们的

思想观念有很大关系。

二是高台铁芯子的传承人不断减少，传承青黄不接。现

存的高台铁芯子主要传承人平均年龄都在 60 岁以上，也仅有

两人。而其他的年轻人要么不学，要么也无暇顾及。村上的

年轻人大多都出外打工了，而小的孩子们都相继跟随父母进

城或到他地进行求学。这是高台铁芯子的现状，高台铁芯子

的表演主要需要的是年轻的壮劳力，而这些村上的年轻壮劳

力大多是村里的技术工人，又是家里的顶梁柱，还肩负着家

庭的兴旺和生活责任，所以，他们更多地会选择出外打工。

毕竟打工才是生活的根本。虽然他们每年过年还会回来，但

也只是回家祭祖或看望还在老家生活的年迈的父母亲戚，在

这短暂在家停留的几天里，除过看望亲戚之外根本无瑕再参

与村社里的铁芯子表演及其他社火活动。而那些被选定能够

参与表演的小孩子，因为人们对孩子逐渐重视起来，一个是

担心小孩子参与铁芯子的风险，加之被选定绑了芯子之后，

一整天都不能吃喝拉撒，家长们大多都不愿让自家孩子受这

样的罪。另一个是怕耽误孩子的学习。所以，从抬芯子到铁

芯子表演都缺乏人员的参与，这成为现今高台铁芯子传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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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传承人老龄化的问题，

年轻人无人学的问题。以前是帮铁芯子限制别人看，怕被人

偷学了，现在是请人家学，人家都未必去学的境况。这让高

台铁芯子在发展过程中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面临断

代的风险，快过世的老一辈艺人给年轻人传授绑芯子的技艺，

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学艺的人。现在大家一谈起高台铁芯子发

展，都对铁芯子的前景都不是很看好。以前是每年一到铁芯

子社火表演会自发地捐款参与表演，现在却已到了没人参加

铁芯子社火表演的程度，而且是唯恐避之而不及。年轻人忙

于挣钱，娃娃忙于学习，对于传统文化不传统文化，已与他

们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过年没有了过年的氛围，

但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已经在追逐金钱或物质生活的道路上愈

走愈远，已忘记了他们多大精神世界贫瘠，到了无暇顾及的

程度。这是整个时代浮躁的表现，更是外地打工不回家，回

家也只是短暂地在家停留，根本无暇参与铁芯子社火活动，

特别是一些曾经是铁芯子社火队的主力成员，大家都忙于挣

钱不参与，直接让铁芯子社火队没有办法支撑起来，没有人

是大问题。而年轻人不愿学，长期不在家，这就使高台铁芯

子的发展受到了局限。

三是高台铁芯子无法实现产业化发展。 作为一门乡村民

间的民俗文化活动，想要走向产业化发展的确不容易。一是

没有充足的资本介入，另一个是缺乏先天发展的后劲。没有

资本的支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处在穷乡僻壤的乡间，对

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上也是先天缺乏的。要想利用铁芯子

挣钱，必然要适应当代人的思想意识，兴趣爱好，如果继续

沿用传统铁芯子的表演方式，也不会引起大家的足够兴趣，

自然也无法在产业化发展中谋取到一点经济效益。这是诸如

铁芯子一类的传统文化普遍遇到的问题。要想在当代社会中

淘到金，必然也有当代社会的一些新元素的介入，而这些都

是需要资本的介入。这也是铁芯子发展无法实现产业化的根

本原因。很显然，如果高台铁芯子在经济价值开发上能够引

起足够的关注，不只是在乎它表演带来的收益，而是关注它

的持续发展，能够关注它诸如在动漫衍生产品的发展，高台

铁芯子或许还能迎来新的春天。

二、原因分析

高台铁芯子曾经作为古老传统民俗文化，深深被当地的

群众所认同和喜爱，可以说已是深深扎根在高台这片大地上。

过去，人们是自发地组织举行铁芯子社火表演，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大家都是奔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将今年的社火

活动操办起来。而观者也是成群结队，跟随着铁芯子社火队

四处奔走。那种喜庆的场面，那种人人都带着笑脸的时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追逐于物质生活的时代结束了。

至今，广场上冷冷清清，虽然镇村文化广场修建的一个比一

个好，但再也见不到那种情绪高涨的年代，铁芯子无人问津，

只有村上的老艺人年年去到仓库里清理打扫。这种普遍化的

危机感，是当代非物质文化普遍遭遇的情形，包括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后继无人，传承人生活困难无人问津等等的问题，

高台铁芯子也遇到了。尽管国家、省、市政府也在大力支持

像铁芯子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但其效果微乎其微，究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经济化加深。农业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以金

钱和物质至上的一个时代。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全国范围开

始兴起打工热， 吸引了众多村民走上致富和生存自救的道路。

而且，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农民外出挣钱，自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大部分农村年轻人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和建设者，他们在城市中开创新的天地，甚至最后以城市的

边缘人留在城市，或努力试图融入城市，而一些老人和孩子

被留在农村依然坚守着。所以，每年的乡村基本上成为这些

农村“候鸟式”人的暂时的落脚点，对于参与铁芯子这样的

文化活动根本就没有兴趣，也无暇顾及，这就让像铁芯子这

样的春节文化活动渐渐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也淡出了人们

的生活。这与铁芯子本身也产生不了经济效益有关，虽然有

时社火队会组织高台铁芯子表演队出外搞创收，但那也只是

杯水车薪，根本挣不了多少钱。这也致使很多人对高台铁芯

子有了一种极度失望的情绪。一面是生活的逼迫，承受着这

个时代，眼前的社会及临近城市呈现出的繁华与物质的富足，

和城市人的物质生活的享受，一面是铁芯子这样的传统文化

被淡漠和无视，成为当代农村人的一个矛盾心理，也成为像

高台铁芯子这样的传统文化活动发展面临的两难境地，也是

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2、城市化加剧。一个是城市的开发对农村的挤压达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城市发展的加剧，让更多的人

看到了城市中致富快，机遇多。所以，农村中很多人放下手

中的锄头都纷纷涌入城市。这是当代农村引发的一次大的危

机。人们普遍存在离乡离土，认为只要离开生养的故土就能

挣到钱，就能发家致富。所以，这必然导致农村经济的崩溃，

也理所当然地带动了像高台铁芯子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边缘化，

被人们忽视和冷淡。高台铁芯子再也不是被人们追逐和热爱

的艺术活动。除非，农业文明再度兴起，正如当下提出的农

村振兴，真的将农村振兴发展起来，才能将这些依附于农村

经济而生的传统文化再度兴盛起来。其实，当下的乡村振兴

战略从本质上去思考，也是文化的复兴。乡村之所以凋敝，

经济普遍下滑，因为没有吸引人的东西存在了，过去那些能

留住乡愁的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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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他乡而不愿回来。回来既没有让他怀念的人，也没有让

他依恋和想念的事物。没有人，农村的经济肯定发展不起来，

让现今农村经济发展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3、价值观改变。 也就是说在当代这个社会是城市在主导

着经济和消费文化的话语权，农村人群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

弱势群体。这种弱势的心理，不但表现在物质和经济的方面，

更表现在精神层面。主要原因还是现代新媒体、科学技术的

介入，使人们接收了一些唯城市为大，唯金钱、物质为大的

理念。农村被彻底冠上“破败、落后”的标签，人们纷纷逃

离农村。这是农村经济观念的彻底性转变，同时也是城市化

思想的进一步胜利。农村传统观念，以农为根本的思想已被

动摇。同时，诸如铁芯子这样的传统艺术的单调性已经越来

越不能适应当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形

之下，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也对自身所从小耳濡

目染的乡村文化产生了自卑，从而发自内心地想彻底远离这

些文化本身。这就使高台铁芯子这样的传统文化阻断了发展

的路径，从而变成一些无人问津的杂物。另一方面，铁芯子

活动本身并不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相反还要接受大家的资

助，使得高台铁芯子不但是一门“落后”，而且是一种被时

代抛弃和淘汰的艺术。在不能有助于他们生活改变的情况下，

他们只能选择能够让他们生活发生改变，带给他们经济效益

的“挣钱”营生。不但是铁芯子被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抛

弃了，其实就连那些被他们的祖先耕种了几百上千年的土地

都被他们抛弃了。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追逐金钱、追逐物质

的时代，更多的人选择了更好的物质化生活的享受。这是这

整个时代，农村人观念的大转变，因此让依赖于传统农业为

主的像高台铁芯子这样的传统文化最终被抛弃，被边缘化于

这个时代。

4、保护意识普遍淡薄。从政府部门到乡村一级铁芯子社

火活动的组织者，以及乡村的群众，对铁芯子的淡漠已经达

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虽然我们一直在提要重视传统文

化的保护，但是，当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大家对物质生活的

追求和片面地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忽视了精神文化生活

的补给与丰富，使基层的一些政府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意识不强。而政府部门也由于受到经费的制约，不能安

排专人进行负责，致使像铁芯子这样的非遗项目得不到精细

管理和保护，使保护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加之，大

家一直是，重申报，轻保护，看重短期的经济效益，而缺乏

长远的目光，管理手段单一，保护责任模糊，管理和保护的

地方性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很不利于高台铁芯子的

传承和发展。

5、缺少专业性人才。缺乏专业人才是现今非遗保护存在

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研究方面的人才甚是急缺。非遗保护工

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包含了很多的专业性东西，比如

一个非遗保护工作者要学会摄像、录像、宣传，还要有开发

的能力，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变成一些文化产品，帮

助村民走向市场化的道路，让他们从中挣到钱。但是这些都

只能顾忌表面的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比如，传

习所修建起来了，其功能发挥并不到位，没有专业的，专门

的老师组织，传习所实际上发挥的是“仓库”和“展馆”的

作用，而非传承练习，教授、讲课，培养传承人的地方。一

方面是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无钱配套，特别是县级以下，基

本没有经费配套，这就使得传承培训方面的经费无法得到保

障，开展活动，或传承人基本的生活费都无法保证。有的甚

至是贴钱自己在干，有的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文化初心和热

爱，在坚守着这些最后的阵地。而随着年轻人不学，老一代

传承人去世，像铁芯子这样的传统文化再次受到冲击和影响，

使铁芯子已经再不能正常发挥文化的凝心聚力的能力和文化

的教育教化作用。

面对这样的局面，当地民间艺人和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

施。当地民间艺人自发组织授徒。县政府也组织相关部门对

高台铁芯子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将高台铁芯子列入县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积极申报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通过项目建立、规范传承，使高台铁芯子得到

了很好的保护。2017 年高台铁芯子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拨付相关资金支持建设

传习所，帮助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高台铁芯子也迎来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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