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5
非遗

电话：028-86641711 投稿邮箱：scjjrbwhb@163.com

编辑文强 美编赵磊

2021年5月12日 星期三

本报声明
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

编辑出版，应经本报许可同意，
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费。
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四川经济日报
微信公众号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四川经济
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四川经济日报
微博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享美誉：不待扬鞭自奋蹄
远在殷商时代，人们就利用牛的肩胛骨来

刻画文字。甲骨文中常见的“犁”，即像牛牵引
着犁头翻土的样子，从原先的人拉犁转变为牛
挽犁，牛耕的发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
事件。“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
忽然闭口立”，“牧童、黄牛”在中国古代诗歌中
可谓常客；“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
蹄”，诗人臧克家借助歌颂老当益壮的老黄牛
形象，表达了为人民奉献一切的心情。

“拓荒牛、孺子牛、老黄牛”等溢美之词由
来已久，国人对牛一向崇敬有加。农家对耕牛
感情深厚，牛就逐渐地被神化和崇拜，我国自
秦代就建有牛王祠，专门供奉牛王，一直延续
到明清，《西游记》中有牛魔王，神通广大、法力
无边，亦仙亦妖，让孙大圣吃了不少苦头。

过去养牛的农家一般都会张贴牛王神像。
有些年画中的牛王神与马王神合在一起，叫做

“牛马王同座”，供饲养牛马的人家张贴。我家
是四川的普通农家，家里并没有养牛，但堂屋
的神案上仍然有“牛马二王”的神位，每逢农历
初一十五，父亲都会虔诚地在神案前奉上刀头
水酒，点燃香蜡纸钱，在袅袅的烟雾中，喃喃念
叨着“请牛马二王等诸位神灵保佑六畜平安”，
让我明白了牛在农人心中的不可取代的地位。
由于敬牛爱牛，过去汉族人家是禁止杀牛的。

国人不仅崇拜牛，还将与牛相关的传说编
成戏剧。春光明媚，牧童放牛郊外，遇一个村姑
问路，天真烂漫、两小无猜，此问彼答，山歌小
调，民俗俚曲，互相唱和，这是流行于河北省的
民间歌舞小戏《小放牛》，后被改编成黄梅戏等
多个剧种。舞台上虽无牛出场，但凭牧童手中
一根牛鞭，虚拟写意，配合美妙的舞姿，让观众
如睹真“牛”起舞。演绎牛郎织女每年七夕鹊桥
相会故事的《天河配》，也是一出家喻户晓的神
话戏。上世纪四十年代，京沪等地戏院老板一
味追求票房价值，甚至以“真牛上台”招徕观
众，后来舞台上的牛形还是由演员来充任，两
人披上牛形外套，一人充任牛头和前腿，另一
人扶着前面人的腰部充任牛的后腿，虽不是真
牛，却方便表演，由此沿袭自今。

牛灯舞中牛的道具包括牛头、牛衣、牛尾
等，牛头是用木棍、竹篾、铁丝、布料等组合而
成，以木棍钉出方架作为支撑，便于表演者手
持，用竹篾和细钢丝编织出如“撮箕”般的样
貌，大小似真牛头般。在“撮箕”底部两边镶嵌
两个灯泡，用铁丝固定，作为牛眼；“撮箕”的底
部两角用铁丝钮两翘角，作为牛角；牛角下用
厚纸板卷成两耳状，作为牛耳；蒙上布加以缝
织后用颜料勾画出牛的鼻、眼、嘴等外形，再用
长约2米，宽约1.8米的黑色或黄色布料连接在
牛头上，即为牛衣：牛衣另一端尾部系上一束
麻绳，则为牛尾；两角间用红绸或者布扎系一
朵花，整个牛灯就制作完成。牛鼻被“钻孔”，系
有牛鼻绳：牛嘴的下颌可上下开合，便于表演
时牛儿吃草，富有动感。

表演牛儿灯至少需要四个人，最前面一人
是使牛匠，负责逗牛，配合舞蹈动作，边唱边
舞，有时引导牛前进，有时转过身与牛逗乐。这
就跟狮舞中的笑和尚类似。接下来两人相互配
合把“牛”演活，最后一人表演“吆牛”。四个人
要讲究配合协调，踏着音乐节奏，交替采用半
步行和满步行，以及丁丁脚、蹲蹲脚、铲铲脚
等，形成丰富连贯的舞蹈动作。只是牛灯舞没
有传统戏曲那样讲究，有舞台当然最好，有背
景、灯光和打击乐的辅助，就算登上大雅之堂
了；没有舞台，农家院坝、田间地头，都可以成
为牛灯艺人闪转腾挪、挥洒才情之所。

威远越溪牛灯舞传承人吴双林对我说，牛
灯姓牛，要有“牛味儿”，舞蹈、说话要好看好听，
一场牛灯舞表演的好坏往往以牛味儿的浓淡来
评价，舞蹈要有杂耍的套路和技巧，语言则汇集
了四川土话俚语精华，巧妙运用谐音、谜语、歇
后语等手法，令人捧腹开怀。只要老百姓看得尽
兴，传递了祝福，牛灯艺人也就知足了。

送祝福：龙腾狮舞打春牛
绵竹年画中的长卷彩绘《迎春图》是绵竹

年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分为迎春、游春、
报春、打春四部分，在第二部分“游春”中，“舞
狮”占据了画面的重要位置，画中三位舞狮人
相互之间紧密配合，一人舞狮头，右脚前抬，似
走未走，狮头向后顾盼，精神抖擞。一人舞狮
尾，上身下躬，双腿弯曲呈“八”字微张，右脚尖
微抬，随时应对身形变化，表现得机巧灵动；第
三人头戴笑和尚面具，右手持拂尘在狮尾逗引
狮子，整个画面惟妙惟肖。

舞狮时笑和尚非常关键。他需要用拂尘引
逗狮子做抖动、搔痒、跌扑、跳跃、踩球、过板、
登高等动作。按照绵竹地区现在舞狮的要求，
狮灯队伍中应该还有个戴着孙猴子面具的表
演者，孙猴子主要是插科打诨的，他时而打个
鹞子翻身，时而抓耳挠腮，时而冲到小孩面前
做个鬼脸，把大家伙逗得哈哈大笑。舞狮之后
紧随着的是“耍龙”。《迎春图》中的龙灯属于流
行于川北地区的七节断尾龙，舞龙队伍由八人
组成，为首者手持龙珠在前诱引龙首，另外七
人各以双手执竿撑住一长须翘鳞的绸布龙身，
做舞龙表演；表演者表情各异，前后顾盼，动作
协调。龙尾表演者又称“三花闹儿”，现在出场
通常会戴墨镜，脸敷油彩，跟狮灯中的孙猴子
差不多，也是一个活跃气氛的角色。

《迎春图》第四部分为“打春”。打春的风俗
最早来自皇宫，史书上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
牛”。《京都风俗志》中记载：宫前“东设芒神，西
设春牛”，礼毕时，“众役打焚，故谓之打春，如
此说来，打春的风俗确实很古老。在中国漫长
的农耕社会中，最早的“打春”释意颇多。早期
的打春实有鞭策老牛下地耕田的催耕之意。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打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
从皇宫到地方的热闹而隆重的庆典活动，打春
牛更是一种期盼幸福与吉利的庄重习俗。故
而，早期的“众役打焚”，一拥而上打、抢春牛的
状况也逐渐改变，“打春”变得更加严肃，礼仪
也更加烦琐。

在“打春”中春牛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一
头春牛（土牛）立于方形桌面之上，旁边一个穿
粉色衣服的“春神”手挽牛绳，两条粗粗的木杠
从桌下穿过，想来是抬着春牛游街时所用，可
见其隆重；另一旁的县太爷头顶华盖，在众人
的簇拥下走向位于正中的首位，众衙役立于两
旁，庄严肃穆。

第二次则是四个衙役分立春牛两旁，手持
朱色彩杖，鞭打春牛的场景。春牛被打碎，从肚
子里流出预先装进去的五谷和小牛，预示着

“五谷丰登，家畜兴旺”。周围众人，无论是官吏
走卒或寻常百姓无不是翘首期盼、气氛热烈。

“打春”将整个“迎春”民俗活动推至高潮。
在绵竹市，逢年过节，老百姓所熟悉的民

俗表演就是舞狮灯、耍龙灯和幺妹儿灯，不过，
牛灯是与它们类似的姊妹艺术。作为农耕文化
的代言人，同样肩负着在新春来临之际给百姓
送上节日祝福的使命，虽然牛灯与狮灯的道具
造型不一样，但从对锣鼓打击乐和方言俚语的
运用方面，却颇多类似。

相传牛灯舞的起源还跟李老君有关。李老

君在母亲肚子里整整怀了九九八十一年。他出
生后，骑上青牛去蓬莱仙岛找黎山老母讨要灵
芝草给母亲补身体。由于李老君和放牛娃在路
上贪玩耍青牛，耽搁了时间，黎山老母狠狠地
批评了他一通。黎山老母在腰上解下一根带
子，头上取下簪子将牛鼻子穿了个孔，把带子
穿住牛鼻子，叫李老君快牵着青牛回去救母
亲。可是李老君回去一进屋，他母亲却已经去
世了。后来逢年过节，人们就学李老君和放牛
娃一路吆青牛的样子，做了一个假牛玩耍，以
表达对母亲的孝心，渐渐就演变成了耍牛灯。
李老君即老子，春秋末期人，可见牛灯舞的确
是源远流长。

威远县越溪牛灯舞，据当地民俗专家考
证，则起源于清朝中期，牛灯舞的传承者就是
农民，农民演农民看，其表演跟农事活动密切
相关。“牛儿灯耍得圆又圆，牵起牛儿来拜年。”
牛儿灯最初为逢年过节民间艺人的巡街表演，
表现祝贺年禧、祈盼丰收、祝福平安等主题，后
成为民间喜事、老百姓农闲时自娱自乐的活
动，广泛活跃于乡村田野。

雅安天全县的牛儿灯表演则在每年农历
十月初一牛王菩萨生日、二月十七天王庙会，
特别是春节，从正月初二这天开灯，灯手们走
村串户，甚至到各乡镇街头、坝子和农家门口
进行演出。这样的表演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
每年收灯时，灯手们要谢牛，即备香蜡纸钱，办
刀头（酒肉等），将牛头、牛衣供奉起来，以示敬
意。巴蜀其它地方的牛灯表演也与此类似。

话传承：守望一方土地
威远县有座俩母山，是清溪河和越溪河的

分水岭。俩母山双尖挺秀，因众山如儿女列两
峰之下，两峰犹如“母引子”而得名。自唐宋以
来便为川南佛教名山，也是文人骚客燕游吟咏
的聚会胜地。“百里来龙两母分，蜿蜒飞架半天
云”；“压尽陵州百万峰，岿然两母在云中”，即
是古代诗人对俩母山的形象说明。

越溪牛灯舞就起源于俩母山下。在越溪镇
吉祥村3组有座威远越溪俩母山牛灯舞艺术陈
列馆，占地面积 800 多平方米，核心展示区 30
多平方米，有表演训练场地、展览区，馆内陈列
有演出道具、图片等。这也是全国惟一的一家
民间牛灯舞艺术陈列馆。建立这个陈列馆是吴
双林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吴双林是内江威远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儿
时起就开始跳牛灯舞，后来成家立业，为生计
而奔波，跳牛灯舞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常年
和乡亲们在外地打工，但牛灯舞和家人一样仍
是他心中最大的牵挂。牛灯舞艺术陈列馆从前
期构想、策划到竣工，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2012年元旦，陈列馆落成，恰巧这天也是吴双
林儿子吴志挺结婚的大喜日子。按照吴双林的
说法，牛灯舞陈列馆是给儿子的结婚礼物，这
份沉甸甸的礼物意义不小，包含着吴双林对儿
子的结婚祝福，也寄寓着吴双林将牛灯舞继续
传承下去的深意。

每年春节前的农闲时节，吴双林都会组织
牛灯舞团队成员聚一聚，大家围坐在一起，一
边喝茶聊天，一边切磋技艺，这是吉祥村最热
闹的时候。孩子们也放假了，他们跟着大人一
起摸爬滚打，牛灯舞的传承也在潜移默化中完
成了。

一阵喜气洋洋的开场锣鼓，一名使牛匠载
歌载舞地上场。紧跟其后的是一头作为道具的
牛，牛身须两个人合作表演，耍牛尾的人则一
手扶住牛尾，一手和着节奏将牛尾甩来甩去。
牛身后还有一个穿红着绿的放牛娃手持牛鞭，
表演吆牛。现场还有几个人用锣、鼓、马郎子等
打击乐器伴奏，曲调为单梅花、双梅花、上天梯
等，热闹喜庆。有时为了增加表演难度，跟狮舞
一样，牛灯队也会有“破阵”式的炫技表演，这
样的表演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当然也会得到
更多的酬劳，牛灯表演看似简单，但高水平的
演出却并不容易。

牛灯唱词大多用方言演唱，说唱结合，语
言通俗，曲调质朴明快。唱词内容各地大同小
异，主题是歌颂牛儿辛苦，农民种田不易，祝贺
农人喜获丰收，祝福主人身体健康、财源广进、
万事如意之类。唱词内容还可以即兴创作演
唱，见啥唱啥，总之离不开祝福话、歌颂语。譬
如：不要追来不要赛，看我牛儿跳起来。牛儿跳
起三个礼，发财就从今天起……

以前的牛儿灯表演没有故事情节，随意性
大，主要是走乡串户行叩拜礼，说四言八句的
好话。越溪镇文化站长曹顺清觉得这样的牛灯
舞难登大雅之堂，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找到
吴双林后表示了自己的隐忧，吴双林也在成天
琢磨，如何才能让牛灯舞重新得到乡亲们的关
注，曹顺清的提醒让他醍醐灌顶，如果牛灯舞
不创新，还是像前辈艺人那样只搞一些杂耍，
停留在简单的叩头朝拜说好话的低层面，迟早
会被淘汰，于是曹、吴二人和其他艺人一起，从
几个人表演，发展到几十个人表演，表演自己
的生活，叙述自己的故事。边跳边总结，不断发
展创新，按照舞蹈的动作、话剧的形式，根据故
事情节，打造成戏，形成规范完整的节目。

1983年，吴双林的父亲吴贞学组建了第一
支业余牛灯舞表演队，2006年，吴双林和曹顺清
组建了第一支专业牛灯舞表演队，同年2月参加
威远县首届民间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2009年
6月，吴双林带队参加了第二届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演出并获得好评，稍后，越溪牛灯舞
被四川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6月，中国首届农民艺术节在北京举行，
越溪牛灯舞获得了最高荣誉“精粹奖”，演出道
具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永久收藏；后来，越溪牛灯
舞团队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我们有一套》《北
纬30度•中国行》的节目，更是让吴双林和他的
团队看到了牛灯舞的美好前景。

在越溪镇牛灯舞陈列馆内的墙上，挂满了
各种牛头、牛衣、犁头、锣鼓等道具，这些道具
有的已有上百年历史；展台上摆放着各种荣誉
证、图片、剧本等资料，一共达200多件（套）。在
这些老物件的身上，吴双林看到了自己的责
任。他说每次走进陈列馆，看见它们，父辈们跳
牛灯舞的场景就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虽然已经成为乡土明星似的人物，年纪也
大了，但到了跳牛灯舞的时候，吴双林还是毫
不含糊，如果“接灯”的是一位医生，吴双林就
会信口唱到：“正月里来是新春，接灯本是老医
生。自从牛灯接过后，医术赛过白求恩……”他
总能灵活运用各种唱词，服务于牛灯表演，诙
谐有趣，让人满意。牛灯舞、狮舞、龙舞、幺妹灯
等非遗民俗，传承了农耕文化，它们接地气，有
泥土气息，让乡愁记忆永驻在人们心头。

牛灯舞：让乡愁记忆永驻心头
□ 仲夫

牛灯舞，俗称牛儿灯，是
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原生态
民间舞蹈，具有浓郁的巴蜀乡
土气息。作为一种传统民俗表
演，牛灯舞广泛流行于四川内
江、雅安、成都等地，雅安天全
县牛儿灯、内江威远县越溪牛
灯舞、大邑新场牛儿灯等，均
名列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牛灯舞源于民间“打春
牛”的习俗，以农耕为题材，编
制牛头、牛衣，缀以牛尾，以
说、唱、走、跳为表演形式，一
人扮演使牛匠、一人演放牛
娃，二人扮演牛，将牛犁田、吃
草、打滚、刨虱子、洗澡，牛与
牛打架、放牛娃骑牛、唱山歌
等多种动作融入其中，寄托了
人民对来年丰收的期盼与祝
福。

绵竹年画牛年吉祥（胡光葵 供图）

牛灯舞起源于乡间的“赶春牛”，图为四川农村春耕图景（邱海鹰 轩视界）

四川民间春节期间的牛灯舞表演（王玉贵 轩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