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2022 年 07 月下

“豫”为河南省的简称，在河南省的西北方有焦作、济

源等文化历史深厚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富特色的

民间传统舞蹈艺术。该文从豫西北的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影

响引出豫西北传统舞蹈艺术形成的历史起源和舞蹈特色。并

主要以“耍老虎”舞和苏家作龙凤灯舞为例进行介绍和思考

其未来的发展。

一、豫西北的地理位置

河南位于华北平原南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因古称“豫

州”，简称“豫”。豫西北包括焦作、济源等城市。豫北的

一般定义是黄河以北，南林黄河，西依太行，北隔漳河，与

晋冀鲁三省毗邻，区域包括焦作、鹤壁、新乡、安阳、濮阳

五市和省管县级市济源。豫西地区有洛阳和三门峡两市，与

陕西接壤。为行文方便，将开封也纳入豫西北板块分析，共

九市。

文章所研究的豫西北民间传统舞蹈主要聚焦在以今焦作

市为中心的地区，这片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长期以来属于

中原腹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地域位置优越独特，多重环

境因素影响下产生了具有特点的民俗生活以及多种多样的民

间信仰形式。

二、传统舞蹈的历史起源与演变

豫西北的民间信仰形式多样，但人们的信仰并不单一，

而是属于多神信仰。但是在不同的村镇人们可能会认为某个

神非常的灵验，这位神的香火就会相较于其他神比较旺盛。

例如武陟县冯丈村和安庄等村比较信服的火神爷就是当地比

较受重视的神灵。在春节期间很多村镇都会举办规模盛大的

火神祭祀活动，且当地亦有许多庙会，火神祭祀和庙会中都

要举行非常隆重的民间文艺汇演，在周边具有很强烈的辐射

影响。

火神祭祀最重要的活动就在春节，春节祭祀从开始到结

束期间有许多步骤与习俗。在这期间有许多重要的仪式，像“行

水”“转会”“硬盘会”等，一般来讲时间会从除夕开始一

直到每年的正月十七，有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时间会持续更

长。“行水”是火神祭祀中分量最重的仪式活动，它的呈现

形式主要是民间文艺大会演，各路故事汇聚一堂，各展风采。

其中的表演多数是民间文艺活动，有旱船、踩高跷、武术表演、

舞狮、舞虎、灯舞等。人们对于神灵的敬畏与虔诚在年复一

年庄重的仪式盛会中逐渐转变成为对于文艺的执着，无论是

火神祭祀还是庙会都有极大规模的文艺表演。文艺的特殊形

式及其在祭祀仪式中的特殊作用，使它在祭祀活动中备受重

视，并成为仪式活动的主角。这样的重视尤其体现在“行水”

中，文艺表演几乎是整个活动的中心也是核心环节，富有仪

式感的盛会使得每年的主办者都要竭尽全力来把它办的尽善

尽美。因此，包括文艺演出在内的所有活动都受到极大地重视。

名目繁多的祭祀仪式的不断举行，为文艺节目的表演提供了

一次又一次机会，这些文艺表演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演出中

不断精进从而发展为一门技艺甚至是一门艺术，这对文艺的

发展自然起到了极好的推动作用。

三、传统舞蹈的介绍及其现状

1、“耍老虎”舞

（1）“耍老虎”舞的历史渊源与舞蹈特色

“耍老虎”舞是源自河南省焦作地区的一种传统舞蹈。

过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祖先们，观察百兽之王虎的卧、扑、

腾、跳等动作并从中受到启发，以虎的主要神韵动态为主体，

糅合与之相关的战争、武术、宗教元素创作出这一极富特色

又有诸多价值的独特民间舞蹈“耍老虎”舞在焦作地区广泛

浅谈豫西北传统舞蹈艺术的

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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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主要分布在温县、沁阳市、中站区、博爱县、武陟县等地。

据了解，许多古籍中都曾有“耍老虎”舞的记载，在《涂

氏宗记》卷二中伴有记载耍老虎贺岁新年，为父老助兴，参

拜列祖列宗的记载。从那些典籍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耍

老虎”舞历史渊源颇为久远。“耍老虎”舞经历长期的演变，

河南地区的许多地方的“耍老虎”舞已经凋零，湮没在历史

的长河中，只留下残存的碎片。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在河南焦

作地区却还存在着范围广泛、数量较多的“耍老虎”舞。焦

作作为耍老虎的发源地，有着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宗教、

武术、战争等许多因素都与“耍老虎”舞的产生有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焦作地区是商朝初年商汤革命开始的地方，也是

武王伐纣的大本营，同时这里是太极文化的发源地和“怀庆”

文化的主要依托。焦作地处中原腹地，战争频发，人们本就

尚武，又从老虎的各种动作神态中得到启发将其融入舞蹈表

演，形神相融合，便创排出了这一独特的民间舞蹈。

焦作地区自古富庶，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人民尚武之

风浓郁，地理环境有山有水，“耍老虎”舞不仅仅模仿了老

虎的神态和武术动作，更结合当地的地形特征，这也使得“耍

老虎”舞的动作极为丰富多样，宜静宜动。

耍老虎表演一般由领虎者、老虎表演者和乐器演奏着三

部分人员组成。领虎者主要负责把耍老虎引出来，并配合耍

老虎做出相应的动作和套路。老虎表演者一人撑在虎头，一

人撑在虎尾，随着演出的推进，模仿老虎的各种形态和神态

动作。在乐器演奏者的配合下，耍老虎演出人员模仿老虎的

各种工作，鲜活有张力，快则如老虎猛攻，慢则如老虎休养

小憩，动作节奏分明，疏密有致。

（2）“耍老虎”舞的现状与发展

目前，焦作“耍老虎”舞主要由民间舞虎传承人集体传

承，多在民间庙会、庆典、祭祀、节庆时表演，在一批热爱“耍

老虎”舞艺术的传承人带领下，表演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

传承人物代表有郑小永，是河南省焦作人，第五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然而，耍虎老艺人多已迟暮，

年轻人又都忙于生计，乡村经济格局以及生活方式与过去迥

然不同，故而“耍老虎”舞技艺后继无人，因此“耍老虎”

舞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和其本身应有的价值与

功能逐年弱化。近年来更是由于新冠疫情防控需求，乡村鲜

少在春节期间举办声势浩大的祭祀与“行水”活动。本来这

些民间舞蹈就与祭祀活动、文艺汇演紧密相连，长久地不能

举行这些活动那么与之相关的情怀记忆也会渐渐减淡，长此

以往传统舞蹈的传承与发展也会受阻。

2、灯舞（苏家作龙凤灯舞）

（1）灯舞（苏家作龙凤灯舞）的历史渊源和舞蹈特色

灯舞（苏家作龙凤灯舞）起源于博爱县苏家作村，是一

种民间传统舞蹈，也是豫西北地区较为著名的民俗文化活动

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苏家作龙凤灯

舞古已有之，清代就有以灯为道具舞出文字的记载。

苏家作龙凤灯舞通常在元宵节及农历二月十九期间表演，

在演出时环境云雾缥缈，龙凤灯环绕翩翩起舞，除此之外还

有荷花灯、彩云灯各种伴舞灯穿梭在其中，画面状若仙境，

美不胜收，表演内容多以人们熟悉的习俗节令、历史典故、

民间传说等，舞蹈动作粗犷奔放。在演出时，演出者伴随着

有韵律感的因为相互配合起舞，变换各种动作造型，极具惊

险奇绝之神，又显美轮美奂之韵。苏家作龙凤灯舞是中国民

间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表现人民的文化传统、审美理念、

处事及思维方式。例如《蝙蝠闹寿》，这一剧目的名字取“蝙

蝠”便是因为其谐音寓意为福气的“福”，希望福气多多、

福气绵长为村民贺寿，饱含着对于乡邻亲友最真诚美好的祝

福。无独有偶，我们所熟知的名字具有美好寓意的很多“瑞兽”

都被制作成等伴舞灯，像蚌灯、麒麟灯、蜘蛛灯等，把人的

情感寄托于动植物，使得这些灯获得了灵性，这也是一种将

生命形象艺术化表达的方式。

与“耍老虎”舞相同的是，苏家作龙凤灯舞最开始也是

为了取悦神明以佑福顺安康，充满了对于神明的敬畏以及对

和谐安稳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且以龙和凤作为这两种

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在中国古代人民中却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

神兽图样，更是折射出人们对于己身之外非人力所能左右的

自然力量的神化，是一种对于未知世界的情感寄托和心理崇

拜。在几近二百年的历史沉淀过程中，龙凤灯舞几乎融入村

民的血肉之中，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和创

新过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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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灯舞（苏家作龙凤灯舞）现状与发展

苏家作龙凤灯舞富有艺术感染力、艺术创造力。传承和

发展苏家作龙凤灯舞，不仅丰富了中国民间舞蹈的肢体语言

体系，而且可以了解特定时期内中国民间艺术发展的基本脉

络。古时龙凤灯舞的总组织者的称谓是“会首”，现在名称

已经演变为“领队”。苏家作龙凤灯舞以民间集体口头传承

为传承方式，传承人大部分为龙头、凤头、太阳灯的演员，

到建国初期，共有 7 代传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苏

家作村的许多年轻人迫于生计离开家乡，选择外出生活和工

作对于灯舞这门传统艺术关注甚少，究其根本，还是龙凤灯

舞表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在满足人们的生活与精神需要。

除了传承人缺乏的问题，受众少也是造成龙凤灯舞处境艰难

的原因之一。现如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也

更加多元多样，加上外来文化的传入，年轻人受到潮流因素

和外来文化影响，审美文化偏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龙凤灯

舞对于年轻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只有老年人所喜爱的传统文化

艺术，由于年龄和情感记忆的断层使得年轻人对于龙凤灯舞

的演出不甚感兴趣。这也就造成了人们对于传统舞蹈艺术的

漠视，久而久之，便造成了文化衰微。

四、思考与建议

“耍老虎”舞与苏家作龙凤灯舞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但是现如今传承后继乏人。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需要，

年轻人多数选择外出工作和生活，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瑰宝，还是需要自我革新，自我发展以谋求出路。

通过上述我们已然可以了解到“耍老虎”舞和“苏家作

龙凤灯舞”等豫西北传统舞蹈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那么我

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善或走出困境呢？

笔者认为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改进，一是政府层

面，而是自身方面。政府层面，像这样由于社会环境变化而

难以为继的传统文化想要复苏和发展势必需要得到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帮扶。豫西北传统舞蹈中不乏非物质遗产文化，这

是属于全社会的财产，对社会发展中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亦

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加强对豫西北传统舞蹈的重视程度，

在政策扶持中应当适当地给予倾斜，为豫西北传统舞蹈的传

承发展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环境。财政补贴与保障措施也应

到位，物质保障是其发展的基础，同时有着充足的资金也能

更好地为其发展提供前进动力。然而单纯仰仗政府的补贴是

不可能得到持续长久的发展的，想要真正立足于长远还必须

要从自身出发进行自我改进从而实现长足发展。自身层面，

豫西北传统舞蹈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一种文化旅游

资源，当地完全可以依托这些舞蹈发展文化旅游。像“耍老虎”

舞和龙凤灯舞往往与大型集会挂钩，可以以此吸引游览人员

获得旅游业收入。这些表演可以在专业演出之余进行一些商

业演出，民俗文化活动或者地方庙会，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收入，

也可以更好地传播这些文化，达到传承的目的。

政府的支持加上当地的努力与豫西北传统舞蹈自我的改

进便会逐渐使得其保护和开发过程变得有序化，在不断地发

展过程中可以继续加强人才建设，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还

可以引进专业团体，将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有为政府和有为市场双效合一，共同实现豫西北传统舞蹈的

传承与发展。

五、小结

我国的民俗文化灿若繁星，异彩纷呈，是中国传统文化

瑰宝。豫西北传统舞蹈多是源自社火文化表演，不仅仅有历

史传统的因袭，亦是过去人们心理意识的凝结和情感记忆的

传承。或许现代人并不容易理解过去年代里人们对于这些盛

大仪式的重视和执着，也不能轻易地产生共鸣、屈从或敬仰。

但是这些表演也并不是永远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如果它

们不知变通也不会积淀多年，传承百年之久。在笔者看来，

豫西北传统舞蹈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改变和创新性发展，当

今社会依然重视岁时文化与习俗，生活节奏快的人们同样对

集会倍感兴趣。因此，推动豫西北传统舞蹈艺术的创新发展

或许只需使其呈现方式适应现代文明浪潮，与现代人们的社

会文化需求相契合，久而久之便能再次建立起心理纽带，再

次获得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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