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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西社火脸谱是社火艺术的精华，是中国社火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艺术表现力
强，与陕西厚重的历史文脉相承，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民问美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陕西位于中华大地的腹心，在绵长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先后有13个封建王朝在这片丰厚的文化沃土
上建都，使这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2000年之久，于是这里成为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舞台
，留下了璀璨的艺术瑰宝和丰厚的文化遗产。
    黄河、渭河流域是中华古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繁衍生息地之一。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遍布陕西各地。
近代重大考古发现蓝田人化石，距今约100万年至50万年。
已挖掘的西安半坡、宝鸡关桃园、北首岭仰韶人遗址距今也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
所以说，这里是中华文化之根、文明之根，亦是中华民族之根。
    丰厚的历史沉淀，孕育了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光辉灿烂的民族艺术，为现代民间艺术的繁荣提供
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和考证依据。
    陕西民间艺术，以地域的必然性、时代的先导性、历史的久远性和传承有序的稳定性延续数千年而
不衰。
以大量的民俗事项和品类繁多的艺术形式构成了陕西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
    作为民间艺术的重要表演形式——社火，在各地尤为兴盛，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社火类型
丰富多彩、群众参与的热情高涨，最能体现群众自娱自乐的集体意识和团结奋进的张力。
演耍一次社火，讲求一年吉利、红火，  “庄稼汉要乐、祈雨耍社火”。
而作为社火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美绝伦的社火脸谱，更是内涵丰富，色彩斑斓，堪称陕西民间美术
中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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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瑶安
    笔名胡原，1939年10月生，宝鸡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民问美术研究，在省级以上报刊
发表论（文）30多篇。
现为中国民间工艺事务所研究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美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彩塑
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协陕西分会会员、中国书画学会副主席、陕西书画院宝鸡分院名誉院长、宝鸡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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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唐代的时候，民间祭社仪式已发展成一项大型的演艺活动，成为农村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文化娱
乐形式，如诗人王驾诗云：“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到了宋代，社祭中已有了锣鼓和歌舞比赛，娱乐身心已经成了人们举行社祭活动的主要目的。
如梅尧臣在《春社》诗中写道：“树下赛田鼓，坛边饲肉鸦，春醪酒共饮，野老暮相哗。
”范成大在注释“社舞”时提到了社火一词，指出社火表演的主要形式是“鼓乐”、“大抵以滑稽取
笑”。
这一时期民间祭社仪式逐渐被命名为“社火”。
确切地说，社火是民间祭社仪式的另一种称谓，用民间艺人的话说：“社火，就是一社人伙腾哩！
”这一时期，民间结社之风盛行，为社火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各种娱乐活动（如鼓乐、歌舞、杂
技）在一些城市中以“社”为单位的活动中也开始出现，并正式形成为“社火”，表现内容更加丰富
多彩。
明、清时期，随着其他文化形式不断融人，社火逐渐脱离社祭，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组织形式，不再
局限于祭祀土地神，而是取代了社祭，成为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是迎春、庙会、元宵
、祈雨等节日和重大祭祀活动中的主要文化活动。
在祭社活动中，祭社的组织单位——“社”逐渐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基层组织机构，具有宗教和行政的
双重功能。
因此，“社”也是社火的重要组织机构。
总之，“社”在中国民间社会中长期存在，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
在传统社火中，往往以社为单位进行活动，从而使社火艺术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成为社火文化传承
的重要因素。
当今“社”已不复存在，而古老的社火文化却绵延不绝，光彩夺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陕西社火脸谱>>

后记

我生长在渭北农村，从小爱社火、耍社火，更偏爱社火鼓乐。
对社火艺术情缘深厚，独有所钟。
那时候，十里八乡只要有耍社火的，不管路途远近，总要去看。
那个年代农村生活极度贫乏，农民一年到头，只有夏收忙罢和过年时节才有唱大戏欢庆丰收的喜悦，
也只有春节期间村际之间才有“平安社火”和庙会“报赛社火”。
年复一年，相沿成习。
花甲之年，回到了家乡，恰逢开场的社火锣鼓，仍情不自禁地接过鼓锤，抡起了“风搅雪”（鼓点）
。
年轻人相见不相识，指问：“他是哪里人？
”谈及社火的震撼，儿时的记忆历历在目。
那种人山人海、万流景仰、八方呼应、热火朝天的情景，久久不能忘怀⋯⋯我搞群众文化工作30多年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民间美术的挖掘研究和宣传开发。
多年来走乡串村，遍访民间艺人，了解乡风民俗，探究民间美术的真谛，征集民问美术作品数以万计
。
逢年耍社火时，经常会陪同上级部门的领导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专家、学者到县（区）乡下走访、采风
、观看社火游演。
凡看社火化装须先一天晚上赶到村子，和艺人交流，听他们谋划故事内容，看他们画社火脸子，一干
就是通宵达旦。
第二天清晨社火队整装出动，又得跟着跑一天。
要了解不同地域形式的社火，就得马不停蹄地来回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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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陕西社火脸谱》：中国民间艺术瑰宝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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