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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市春节前出台的《关于安全燃放
烟花爆竹的管理规定》，我市市区各单位、团
体都不再燃放烟花爆竹，元宵节期间也不再
举办烟火晚会。记者与我市各县（市）有关部
门联系后证实，各县（市）也确定取消今年元
宵节期间的烟火晚会。

虽少了漫天烟火助兴，但元宵节期间的
活动依然异彩纷呈。趁着双休日，您不妨来
县里转转，这里有独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节目，也有难得一见的民间绝活，精彩
的表演保证让您大饱眼福。

【孟津县】

该县的元宵节民间文艺会演将于正月
十五上午在县城桂花大道举行，现场有高
跷、排鼓、舞龙、二鬼摔跤等民间传统节
目。其中，二鬼摔跤、长秋竹马、霞院海簸
箕等节目将于正月十四上午在白鹤镇镇政
府前会演。

●特色节目1：洛孟赵氏高跷
推荐指数：★★★★★
表演者：孟津县白鹤镇赵岭村村民
节目起源：洛孟赵氏高跷可追溯到明

朝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当地赵氏
始祖赵銮由山西洪洞迁来，将高跷艺术传
承发展壮大,它既是我国古老民间艺术，也
是古津文化遗产。

表演形式：洛孟赵氏高跷高度不等，以
高跷竹马、高跷台抬为艺术形式，伴着盘
鼓、锣、镲、铙的击打声，来演绎历史故事。
高跷踩法是以传统踩骑为基础，全场以总
令旗摇摆，四匹竹马随迎马鼓声上场，一字
排列，随着催马鼓的响起，四匹竹马便开始
随节奏表演。

经典剧目有《四马出征取西川》《寿星
献桃》《王三妮降香》等。

表演时间：2月24日（正月十五）上午
地点：孟津县县城桂花大道桂花广场前
●特色节目2：洛阳龙马盘鼓
推荐指数：★★★★
表演者：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山底

村等村村民
节目起源：洛阳龙马盘鼓是一种民间

鼓乐，鼓队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一二百人，
表演风格豪迈奔放。由于年代久远，其具
体起源尚无具体考证，目前已被列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表演形式：洛阳龙马盘鼓所用乐器以
鼓为主，配以大镲、小镲、马锣（一种较大、
较笨重的乐器）等铜器，鼓队所用木框扁鼓
均为同一种形制鼓面，整面鼓呈棋子形。
演奏时，演奏者将鼓的背带斜挎于左肩，鼓
置于腰前，用双鼓槌击奏。击鼓方式有“击
鼓面”“击鼓框”“双槌互击”等几种。目前
铜器大多用大镲配合小镲，不再使用马锣。

表演时间：2月24日（正月十五）上午
地点：孟津县县城桂花大道桂花广场前

【洛宁县】

该县元宵节踩街活动将于正月十五
在县城兴宁路上巡演，现场不仅有舞龙舞
狮、旱船、排鼓、竹马等民俗活动，还有太
极拳、太极扇、体操表演。如果赶得巧，您
还能一睹声势浩大的河洛响器巡演。

特色节目：河洛响器
推荐指数：★★★★
表演者：洛宁县各乡镇踩街队伍
节目起源：响器，是指表演中能够发出

声音的所有器具的合称。响器表演由大
鼓、扁鼓、大锣等组成。在洛宁县，历史最

长、阵容最大的首推赵村乡陈宋鼓队。它
起源于明末清初，盛行于民国，新中国成立
后规模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后更是誉满
全县，声震豫西。

表演形式：河洛响器由大鼓、钹、扁鼓、
大锣、三眼铳等组成。表演时，三眼铳在前
鸣响开路，开道锣紧跟其后，后面是绣有村
名的红旗和近百面战旗组成的队伍，扁鼓
队和钹手随之而行，最后是小鼓队和大鼓
队。表演队浩浩荡荡的阵势常被形容为

“万马千军炮声连，动地惊天狂飙声”。
演出时间：2月24日（正月十五）上午
地点：洛宁县县城兴宁路

河洛大鼓 南街排鼓

元宵佳节节目多
【宜阳县】

该县的元宵节踩街活动将在县城红
旗广场、人民路和红旗路举行，正月十五、
十六两天，您不仅可参加“闹元宵”灯谜晚
会，观看唢呐调演和民间杂耍，还能欣赏
到高雅古朴的“社盘”表演。

特色节目：水磨头同乐社盘
推荐指数：★★★★
表演者：宜阳县城关镇水磨头村村民
节目起源：社盘又叫海神乐，属宫廷

乐，是一种由中国传统乐器组成的中国古
代“交响乐”。明代，社盘在宫廷盛行，后
逐渐传入民间。

水 磨 头 村 的 刘 灵 法 老 人 介 绍 ，其

祖上族人中，有一位曾是明代宫廷社
盘的乐师。他晚年从宫廷返乡后，在
族人中大力推广社盘演奏，被传承保
留至今。

表演形式：社盘演奏乐器有管、笛、
筝、笙、二胡、云锣、云板、木鱼、碰铃等20
多种，曲调由匏（páo）、土、革、木、石、金、
丝和竹八音的音阶组成。社盘的演奏风
格规范而具格律，乐风高雅、细腻、浑厚，
听起来悠扬别致，宛如小桥流水，娓娓动
听，富有唐乐神韵。

社盘的经典曲牌主要有《车朝园》《状
元游街》《南贺调》《四进宫》等。

演出时间：2月25日（正月十六）
地点：宜阳县县城红旗路

【嵩县】

该县元宵节社火表演将于正月十五
在县城湖滨公园举行，有多台唢呐和河洛
大鼓表演。另外，正月十六上午，嵩县县
城还有民间杂耍游街会演。

特色节目：河洛大鼓
推荐指数：★★★★
表演者：嵩县当地老艺人
节目起源：河洛大鼓源于清末民初，

是在洛阳琴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洛阳琴书早期演唱方式多为闭目坐

唱，其唱腔委婉细腻，字少腔多，节奏缓慢
拖沓，其演唱内容多为才子佳人的悲欢离
合。20世纪初，河洛大鼓将洛阳琴书与其他
表演形式相结合，并吸收了“河南坠子”的一
些曲调而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地方曲种。

表演形式：河洛大鼓唱腔质朴流畅、
清新明快。演唱者改坐唱为站立表演，通
过形体动作形象地刻画人物。演员在道
白中加入方言，使观众感到亲切自然。

表演时间：2月24日（正月十五）上午
地点：嵩县县城湖滨公园

（下转A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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