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熊的篝火燃起来，璀璨的明灯亮起来。2月
6日晚，瑞雪晶莹、银屑翩落，在安塞区白坪街道冯
家营民俗文化村，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男女老少
都来赴一场春节期间的陕北特色盛会——“转九
曲”。

“转九曲”俗称“观灯”，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民
俗文化活动。跟着秧歌队走进九曲阵，就好像走
进了一座错综复杂的城郭，又仿佛进入了曲折繁
复的迷宫。人们在九曲阵中正着走三圈，倒着走
三圈，反着走三圈，有序地曲转移动。站在山顶
上远远望去，九曲阵内人山人海，灯火辉煌。然
而走近一看，却是杂而不乱，动而有序。

“新年快乐！”“身体康健！”“顺心遂意！”“平安

胜意！”……
走在九曲阵中，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人

们都在转动的过程中，笑呵呵地相互致以最美好
的新年问候和新春祝福。整个九曲阵中，鼓锣声、
唢呐声、鞭炮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把陕北村庄
过大年的欢乐气氛推向最高潮。这项带着古朴、
带着神秘、带着吉祥的祈福活动，让黄土地的年味
儿更加欢乐祥和。

“俗话说，‘九曲转一转，活到九十九’。今
天来这儿转一下，图的就是个热闹喜庆，希望我
们全家人来年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
利。”特地从宝塔区赶来的白晓燕转完九曲后高
兴地说。

红红火火过大年 锣鼓喧天迎新春迎新春
——安塞区2022年春节文化活动扫描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郝莉萍 吴静 李青梅 李强

安塞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安塞腰鼓、剪纸、农民画、民歌、曲艺“五张名片”蜚声国内，享誉世界。每年春节，安塞区极具陕北黄土风
情文化艺术特色的庆祝活动，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这片民间文化艺术璀璨之地。

盛世得平安，虎啸吟春风。为大力弘扬传统民俗文化艺术，进一步丰富区域群众新春文化生活，营造喜庆文明、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安
塞区推出了腰鼓表演、民间艺术展览、陕北说书、沿门子、转九曲等系列春节文化活动，让鼓乡人民和来塞客人度过了一个欢乐、喜庆、祥和、
文明的新春佳节。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安塞区白坪街道冯家营
民俗文化村，整个村庄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在冯
家营村的广场上，80多名男女老少腰鼓手身着统
一的陕北特色服饰，激情满怀喜拜大年。雪白的
头巾、火红的腰鼓、五彩的扇子、嘹亮的唢呐、震撼
的锣鼓，鼓手们跳跃着、舞动着，欢腾的舞步、灿烂
的笑脸，好似春雷滚过大地，又如春风拂过心田。
无论是冒格腾腾的后生，还是俊格盈盈的女子，都
精神振奋，击鼓狂舞，将黄土地的豪迈奔放和陕北
人的自信乐观挥洒得淋漓尽致。

“早就听说冯家营村过年有腰鼓表演，一大早

我们夫妻俩就带着孩子跑来看表演了。在咱们安
塞正月里要打腰鼓、看腰鼓才有过年的感觉！”居
民李玉婷乐呵呵地说道。

游客王阳来自西安，他说自己和家人慕名来
到安塞看腰鼓表演。“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这是
第一次看现场版的安塞腰鼓，特别震撼，让人不由
得就豪情满怀。”王阳说。

作为安塞本地人的汪江看着安塞腰鼓表演自
豪满满，“安塞腰鼓已经从安塞走向全国，打向世
界。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
能力把安塞腰鼓保护好、学习好、传承好。”

2月4日（正月初四），安塞区在体育场对面的人行
区举办“虎年迎春——安塞民间美术·摄影展”。展览
共展出极具黄土风情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作品117
幅，其中剪纸作品34幅、民间绘画作品33幅、摄影作品
50幅。此展览将持续至2月16日（正月十六）。

“哇，妹妹你快看这幅画的想象力多丰富！老
虎的尾巴像一条蛇，蛇上又开出了石榴花。”

“这幅才更有创意呢，鱼和花瓣连在一起，花
瓣里还飞出了美丽的小鸟……”

学习绘画和剪纸已经三年多的小朋友刘若
萱、刘晴萱姐妹被展览上色彩诡谲、想象力丰富的
农民画和拙朴大气、创意十足的剪纸作品吸引了
目光，一幅一幅认真细致地欣赏起来。

“姐姐，这幅剪纸上大的线条我也能剪出来，
细小的齿和缝我就剪不了了。”妹妹刘晴萱喜欢剪
纸，安塞传统剪纸中的《抓髻娃娃》她拓着样子已
经能剪得活灵活现。

“这些农民画中的好多创意我连想都想不
到。咱俩好好看好好学，再长大些说不定就能行
了。”姐姐安慰妹妹。

展览以“陕北过大年”为主题，作品类别主要
有安塞剪纸、农民画和摄影，均出自安塞区民间艺
术家和摄影家之手，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
陕北黄土风情文化艺术特色，为鼓乡人民的虎年
春节带来了欢快喜庆、吉祥美好的艺术享受，吸引
了众多过往群众驻足欣赏。

“弹起三弦定准个音，说一说咱陕北的过大
年……”2月 4日（正月初四）12时，在安塞区文化
大楼前的广场上，台上说书人三弦清鸣，台下听
书人成团成群。安塞区 2022年春节文化活动之
陕北说书专场演出活动拉开帷幕。

“年轻的时候冬闲了没活儿干，村里家家户户
就请说书匠来说书，从腊月到正月，整个村子都是
三弦音。”今年71岁的刘占星说他年轻的时候最喜
欢听书了，“22岁的时候我就是在说书场上认识了
我婆姨。我俩都喜欢听书，每年过年都要听，一搭
里听书已经58个年头了。”刘占星说。

陕北说书是陕北地区十分重要的传统曲艺形
式，主要流行于陕西北部延安、榆林等地。因其唱
词通俗流畅，曲调激扬粗犷，讲述故事、描摹人物、
表现情绪形象生动，受到陕北地区老百姓的极大

喜爱。2006年，陕北说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说书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有单音
调、双音调、西凉调、山东腔、平调、哭调、对对
调、武调等等。”75岁的老太太高采莲从小就喜
欢听书，说起陕北说书来头头是道，“以前过年，
就数听说书最吸引人。”她说，如今儿孙们回家
过年，人人抱个手机不松手。“希望现在的年轻
娃娃也能多出来听听陕北说书，感受传统曲艺
的美好。”

安塞区2022年春节文化活动之陕北说书专场
演出活动为期13天，在2月4日（正月初四）至2月
16日（正月十六）期间，每天中午邀请陕北说书艺
人在安塞区文化大楼前的广场上说一场拿手好
书，为鼓乡人民送上最美好的新年祝福。

“春风吹来百花开，秧歌锣鼓敲起来，进了大
门抬头看，六孔石窑齐展展，五谷丰登人兴旺，一
年四季保平安……”2月5日，安塞区白坪街道冯家
营民俗文化村的父老乡亲们正用闹秧歌、“沿门
子”这样既传统又热闹的方式，将新春祝福送到家
家户户。伞头触景生情，即兴创作自编秧歌曲唱
词给主家贺岁拜年。表演者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向
全村村民拜年，期盼村庄在新的一年平安吉祥、风
调雨顺。

循着热闹的锣鼓、大镲声，走进村民老张家
的院子，大镲激越、锣鼓欢腾，女人们穿着鲜艳
的红衣，双手舞动彩扇，男人们身着白羊皮大
褂，踩着鼓点打起腰鼓，整个院子彩扇翻飞，红
绸蛇走，鼓手们身姿矫健、腾挪跳转，姑娘们身

形柔婉、婀娜多姿。院子里看客四围，或跟着手
舞足蹈，或惊得瞠目结舌，或开怀展颜，或眯眼
品评，好不热闹。

闹秧歌拜年是陕北年俗中的独特风情。每年
春节，村村都要组织秧歌队挨门逐户去拜年，俗称

“沿门子”。“咱陕北人过年就讲究个红火热闹。正
月里，老少爷们、婆姨女子一起打腰鼓、扭秧歌，挨
家挨户‘沿门子’，实实在在送祝福，这才是过年该
有的味儿。”村民韩大姐高兴地说。

“‘沿门子’是咱陕北人多少年的老习俗，过去
讲究‘沿了门子送了福，来年才能五谷丰登、人畜平
安’。”冯家营村秧歌队负责人曹元亮说，他们“沿门
子”后村上还要“转九曲”“闹元宵”，送祝福送红火，
希望全村新年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红红火火。

➡ 打起腰鼓“闹”欢年

➡ 看着展览赏“艺”年

➡ 听着“说书”过好年

➡ 沿着“门子”拜新年

➡ 转着“九曲”祈顺年

●“沿门子”拜新年

● 安塞腰鼓表演

● 陕北说书专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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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九曲”祈顺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