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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绩溪市伏岭镇北村，是
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村
落。村内古建筑错落有致，民间技
艺丰富多样。春节期间，北村都会
举行一项盛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
动——北村祭社。

程 姓 是 北 村 的 大 姓 ， 每 年 春
节，由村里程姓的四十岁男子来主
持祭祖一事。

“北村祭社”通常选择在大年三
十开始。清晨，天刚蒙蒙亮，空气
寒冽，北村社屋的门前已经是香火
缭绕，人影绰绰，乡音鼎沸，锣鼓

铿锵。北村程氏族人首先从社屋里
请出“社神”，恭送到村中央的程氏
祠堂。社庙内，祭祀台后的背景墙
上分别挂着社公、社母的画像，在
画像的两边还贴有两副对联，一副
写着：节届中春，时交五戌；村前
击鼓，陌上吹箫。另一副上写着：
德高望重，乾健坤柔，能保我子孙
黎民延年益寿；日丽风和，桑阴柘
荫，以与尔邻里乡党娱乐骋怀。

迎 “ 社 神 ” 入 祠 的 同 时 ， 抬
“社猪”的活动开始穿村走巷。“社
猪”被精心修饰，人们往其眼里嵌

入珠子，在口中塞入红果，在身上
披红挂彩，在头上插戴金花，整个

“社猪”冠冕堂皇、欢快气派。
接着，一道道贡品陆续填满了

程氏祠堂的案桌，琳琅满目的“琼
碗 ” 令 人 目 不 暇 接 ， 雄 壮 肥 硕 的

“社猪”最后入祠，这时，炮竹震
响、烟花氤氲、人声鼎沸、锣鼓喧
天。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想表达与
祖先的感恩。

随着唢呐、锣鼓震天响起，祭祀
正式开始。随后，北村程氏长老诵读
祭文，洪亮的唱文回荡在祠堂四方。

正式的祭拜仪式于正月初一进
行，祭社过程需要有 15 位“礼生”
组 成 ， 这 些 礼 生 分 别 有 主 祭 、 大
祭 、 引 祭 、 司 祭 等 。 祭 社 过 程 繁
复 ， 有 序 立 、 奠 帛 行 初 献 礼 、 鼓

乐、右食、右乐、读祝、辞神鞠躬
拜等12个环节，场面无比热闹。

大 年 初 二 ， 村 民 不 顾 寒 气 料
峭，一大早就赶到了祠堂。小朋友
们捧着香炉，手冻得通红，与大人
们一起开始领回“社猪”。人们相
信，这时候领回的，不再是一头普
通 的 猪 ， 而 是 不 同 寻 常 的 新 年 福
气。分享了“社猪”之后，北村人
便 开 始 挨 家 挨 户 地 吃 “ 寿 条 ” 和

“喜蛋”，寓意长命百岁，多子多孙。
“北村祭社”已历经 600 多年的

传承，既隆重热烈，又别具一格，
还喜闻乐见。它是安徽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起初是纪念农业之神社稷
和表达对人寿年丰、物阜民安的憧
憬和祝愿，现在已逐渐成为当地春
节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

北村祭社
李晓红 叶四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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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翻旧照，京城后海运河出现，一
时兴起，问友人此何处？曰：颐和园、西
湖、南戴河、古北水镇、二里河……

回到那年的春天，一日，背上行
囊，想要领略京城古韵，探寻古人足
迹，行止于北海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檀
木古香书桌，青灯黄卷，与古人为伴，
静思细索，穿梭百余年。出国家图书
馆，东行百余米，由西门入帝王花园
——北海公园，沿岸垂柳依依，风光旖
旎，室宇堂皇，红瓦琉璃，白塔耸立，风
铃叮当，气派非凡，一显帝王气脉。从
北门东行百余米，便来到什刹海。

话说来到北京，不去什刹观海，
就有些遗憾了。明代崇祯年间有位进
士刘侗写了一本地理志 《帝京景物
略》，其中载曰：“京师梵宇，莫十刹
海若者。”

“梵宇”乃寺庙，早期这里有十
座佛寺，什刹因此又名“十刹”，包
括前海、后海和西海三个水域，恭王
府、醇王府、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
念馆等古今名人故居坐落于此，可谓
名副其实的文化名胜了。坐船游海更
是另一番韵味：秦淮河水绰约艳丽，
沿岸戏楼里昆曲咿呀，尽显六朝古都
的粉黛诗意。什刹后海颇有桨声灯影
里的秦淮河之韵味，船随人影，雕舫
逶迤，波光粼粼，鱼跃嬉闹，沿岸画
栋楼宇，行人纷纷，略带西湖微波荡
漾的春日恬静，颇似洞庭湖“湖光秋
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的和谐
意境。“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便
成为什刹海的神韵了。有楹联赞曰：
神韵本天成，便拟西湖春净，秦淮夏
艳，并他秋爽洞庭，三千明媚皆输
此。忽然，一阵天籁之音映入耳畔，
船上小哥头戴斗笠，吟诵而唱：“地安
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似
天香楼上座，酒阑人醉雨丝丝。”

二

船随波行，至东北处，路渐狭，
湖愈窄，忽现百年石桥，如天鹅颈项
横跨南北。汉白玉石，身已沧桑，凿
痕迹迹，行人至此多返，心生疑虑，
抬头望眼，“银锭桥”三字映入眼帘，

因其形似倒置的“银锭”而得名。此
桥“南望宫阙，北望琳宫碧落”，乃古
时王公大臣上朝之路，为什刹前海与
后海的分界处。

穿桥过，忽现桃花林。桃花缤
纷，蜂蝶戏舞，似与游人同乐。桥东
河道蜿蜒，溪水清澈见底，鱼儿翕
忽，岸草葱郁林林，侧面青砖瓦舍，
说不尽堂前王谢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杨柳垂岸，窈窕碧丝，映入河
中。见前有红木，遂坐稍憩，静思凝
视，极眺远方，见落日余晖，已燃碧
空，倏忽孤鹜夺日，祥云缭绕，西山
峰峦，若隐若现，如入诗画，此诗
耶，画耶？得鱼已忘筌，遂叹曰：行
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可谓赏景
之绝胜处，怪不得作为康有为弟子的
著名藏书家张江裁在 《银锭桥话往图
记》 一文中盛赞曰：“旧京地安门外，
夙多潭沼，荷芰菰蒲，不掩沦漪之
色，银锭桥尤为第一绝胜处。”

站在此处赏景，时间不同，风景
各异，感受亦别。传说清代大诗人吴

岩沿着银锭桥畔河堤游赏日落，兴起
而作：“大好西山衔落日，碧峰如障水
亭孤。”日与峰的自然意境与诗人观览
的惬意之情合而为一。作为太子少师
的清代大诗人宋荦回府过“银锭桥”，见
此美景，驻足沉吟：“鼓楼西接后湖湾，
银锭桥横夕照间。不尽沧波连太液，依
然晴翠送遥山。旧时院落松槐在，仙境
笙簧岁月闲。白首炼师茶话久，春风料
峭暮鸦还。”把石桥、西山美景与岁月静
好而“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淡淡忧伤与
无限留恋行于字里行间。“银锭观山”从
此成为燕京八景之一，文人墨客至此多
流连忘返，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常与
曹寅、朱彝尊等友人于此地驻足赏荷，
连明代文学家李东阳游慈恩寺后过银
锭桥亦吟诗赞叹：“城中第一佳山水，世
上几多闲岁华。”一种无我而淡然之境
溢于言表。

三

什刹海畔，银锭桥边，北京小
吃，琳琅满目，来此观赏不品美食也

是一件憾事。京城美食有“三绝”，来
客仅知烤鸭、涮羊肉，而另一绝便是
品味烤肉。古人云：“客旅京华，问道
季家何处？香浮什刹，引来银锭桥
边。”坐人力三轮车，在短褂车夫的吆
喝声中穿街走巷，至银锭桥边荷花市
场，沿岸美食，足使君垂涎三尺！文
化名人，国外贵宾，凡来此游客，临
窗览景，执壶抿酒，啖肉赏花，生怕
揉碎了一窗春梦！

什刹海，不愧为“北方的水乡”，这
里胡同密织，钟楼古迹，王府花园，熠熠
生辉，自然景观与人文胜迹辉映如画，
雅俗文化交汇融一，君，何不来此寻中
国文明之源，品中国文化之底蕴？九条
胡同数王府，藏市井鱼龙，看提笼架鸟，
弹唱吹拉，醇浓京味入云霄。也许，这就
是京城的繁华吧！

沿湖漫步东行，忽一石碑矗立眼
前，乃知此为“大运河入京处”，古时什
刹本为清净圣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
牍之劳形，也许，我已随运河，梦回江南
了，就让心灵来一次远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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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省东营市史口镇
博昌广场张灯结彩，特色民俗表
演轮番上演，其中魏家舞龙表演
更是引得游客阵阵喝彩。

一面面彩旗迎风飞扬，一条
条身姿矫健的游龙伴随着铿锵有
力的鼓声，在或紧或慢的节奏
中，出龙、戏水、戏珠、盘龙、
绕旗、钻阵、跳门……灵活起
舞，千变万化。

“我领着孩子特地从滨州来东
营游玩，现在能看到这么传统的舞
龙表演十分难得。这场表演特别
棒，一招一式很威武。”游客李文山
表示，“通过观看表演，我找回了儿
时的记忆，孩子也对传统文化有了
更深更直观的感受。”

“龙首”82 岁的魏树东舞龙
已50余年。他14岁开始舞龙，16
岁从父亲手里接过舞龙传承，如
今已成为当地文旅演出的名牌节
目、压轴节目。“老祖宗传下来的
东西不仅要守住，还得学会和现
代潮流相结合，学会自我革新才
能使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活力。”
魏树东在继承前人舞龙传统技艺
基础上，针对青年旅游群体的需
求，不断传承鼎新，提高舞龙技
巧性，总结出舞龙形、技、法、
情四大要素，编排构思越来越精
巧，受到游客喜爱。

鼓乐是舞龙的灵魂。魏家舞
龙队采用鼓、锣、镲、大锣和小
锣等乐器伴奏的同时，吸收现代
流行音乐特色，既迎合了青年游

客的需求，也渲染出大气磅礴的
气势。只见表演者伴随鼓声轻重
缓急，实现人与龙体、龙珠与龙
体、音乐与龙体的深度融合，通
过舞动的龙身，展现喜怒哀乐等
情感，为游客们上演了一场跨界
融合的民俗文艺大戏。

传承从娃娃抓起。“举龙的时
候要左手握杆尾，右手握上端，
左手前臂与胸平，右臂与肩同
高，杆离胸一个拳头距离，两脚
张开，与肩同宽……”只见一群
十来岁的孩子挥舞着龙把，行云
流水般演绎出“二龙出水”“二龙
戏珠”等经典技法。一起一伏、
一屈一伸，随着鼓乐欢快的节奏
声，“巨龙”在空中蜿蜒翻腾，将
龙的精气神展现十足。

“我已经练习舞龙一年多了，
虽然在练习小八字步、大八字
步、丁字步、跪步等脚下功夫时
很苦很累，但是我从舞龙中感受
到团结的力量，感受到中华儿女
积极向上、不断拼搏的精神！”12
岁的李金宇自信地说。

魏家舞龙队参加各类民间艺
术展演活动近 50 次，演出场次
120余场，组织下乡义务演出 200
余场，吸引了 800 余名青少年加
入舞龙队伍。望着刻苦训练的少
年队员，魏树东眼中满含希望。

包括舞龙在内的文旅活动已
成为史口镇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
增长点。去年，当地接待游客
10.8万人次，产值百万元。

东营：魏家舞龙引客来
刘智峰 郑俊华

浙江省温州市围绕“品质
化+特色化”创新发展理念，将
城市书房和文化驿站作为领航项
目纳入文化温州建设版图，融入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并带
动全市各类文化创新项目积极

“入圈”，推动温州市打造高质量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市域样板。

“有别于传统的图书馆、书
店，城市书房里温馨、亮丽而舒
适，让人有家的感觉。”在温州市
区南塘街城市书房里用功学习的
小陈这样说。通过自学，她已顺
利考上了研究生。

2022年11月，温州城市书房
批量上新，南戏文化、龙舟文
化、海塘文化、中医药学……每
座书房主题鲜明，兼具颜值。目
前 ， 全 市 已 建 成 136 家 城 市 书
房，总藏书142.7万册，累计接待
读者 1506.28 万人次。除此之外，
作为城市书房的乡村延伸版，另
有 80 家百姓书屋散布于田间村
头，共同为全市“15 分钟文化
圈”点亮阅读之灯。

除城市书房外，温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联合社会力量，打造
定位于时尚化、休闲式、体验
版、互动型、文艺范的“文化驿

站”，并将其作为特色分馆纳入文
化馆总分馆体系。据介绍，截至
2022年12月，温州共建成文化驿
站262家，实现了城乡全覆盖。

“瓯海山根音乐小村文化驿
站、瑞安梨园文化驿站、苍南长
泰茶书院文化驿站等，或根植文
创园区，或融入新型商圈，或嵌
入百年老宅，均成为独具特色、
功能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新空
间。”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文化驿站实行

“一站一品”，在统一标识设计、
资源调配、服务规范进行标准化
专业管理前提之下，鼓励各个站
点基于空间类型、资源特色、团
队专长等个性化特质，进行涵盖
音乐、戏曲、书画等多元领域的
文化主题探索。

“我们要从城市书房、文化驿
站两大品牌拓展到文博、非遗、艺
术等领域，通过中国民办博物馆之
城打造、非遗在社区试点、文艺星
火赋美工程等，持续推出如非遗百
工坊、乡村艺术团、文艺繁星计划
等新的一批具有温州特色、全省示
范、全国领先的公共文化服务优质
共享品牌。”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党组书记、局长朱云华表示。

温州：文旅生活频“出彩”
晓 华

南塘街城市书房。 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北村村民抬着“社猪”走街串巷。

上图：后海
月色。

中图：游人
在银锭桥游玩。

下图：游客
泛舟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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