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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开栏语：近日，第
二批河南省传统村落
名录公布，洛阳有 12
个 村 落 上 榜 。 这 12
个村落或建筑风格独
特，或文化底蕴深厚，
均有不可复制的历史
记忆。从今日起，记
者带领大家走近这些
传统村落，领略它们
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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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羊遗址已
成为过去，村里人也逐渐搬离古寨，
只有苏羊竹马还与村民的生活密切
相关。

竹马是民间艺人表演歌舞时用
的道具：用竹篾扎成马，然后糊上彩
纸，加以装饰制作而成。每逢节日
或喜庆日子，民间艺人把竹马套在
身上，模仿骑马的动作进行表演。

据刘超杰介绍，制作一匹苏羊
竹马，需要破篾、编形、做马头、装马
尾、糊马身、涂彩等工序。

苏羊村人将表演竹马称为“跑
竹马”，所谓“跑”，就是用碎步模仿
跨马、摇动马头、定马等动作，活灵
活现地表现马的神韵。

67岁的刘公立祖孙三代都是竹
马表演者。提起竹马，刘公立满脸
笑容，他从小就喜欢竹马表演，现
在他的儿子和孙子都会竹马表演。

据传，苏羊竹马源自孙武练兵，
其阵法有“五星阵”“七星阵”“九星
阵”，还有“单十字梅”和“双十字
梅”，与兵书上的“四门坚守阵”和

“八门金锁阵”对应。
刘末西还介绍了苏羊竹马的一

种传奇阵法——“卷干馍”，表演者
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像卷馍一样转
圈。先从外向里转圈，越来越集中；
再从里向外转圈，越来越分散。30
多人喊声震天，气势非凡。

2008年，苏羊村组织了一次大
规模的竹马表演，刘末西是总导
演。他说，苏羊竹马的表演多种多
样，一般每场表演两三个阵法，演出
需要一个多小时。

为了传承竹马表演艺术，近年
来，该村组织中小学生学习这门
艺术。眼下，村里有近 200 人能
够表演。

因天气炎热，刘公立和刘超杰
只在原苏羊小学的校舍里进行了简
单表演，虽然没穿演出服，也没拿马
鞭，但是当他们碎步跑动时，我仿佛
看到两匹马嘶鸣着，跨越千年历史
奔腾而来……他们脚下是苏羊遗址
厚重的土地，他们身后是奔流不息
的洛河。

8月1日早上，洛阳晚报记者
乘车从市区出发，过宜阳县城，经
安虎路向西，过张坞镇，抵达苏羊
村，花费近两个小时。

苏羊村党支部副书记刘超杰
向我们介绍了该村的三大特色：苏
羊遗址、苏羊古寨和苏羊竹马传统
艺术表演。

69岁的杨聚申和60岁的刘末
西陪着我们一起去看苏羊遗址，他
们两位都是苏羊村的退休语文教
师，是村里的文化人，对该村历史
颇有研究。

出苏羊古寨北寨门，只见一条
土路由南向北延伸，地势渐低。刘
末西指着土路两旁高高的土层
说：“这就是苏羊遗址文化层，据
说年代比仰韶文化遗址还早。”

说完，刘末西弯腰从土层里抠

出一块瓦片递给记者：“这是黑
陶。”随后，他又抠出一块瓦片递给
记者：“这是彩陶。”

杨聚申说：“村里以前有很多
石斧，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村
民们捡了100多个，可惜在十几年
前被卖掉了。”

临近中午，炽热的阳光照在6
米高的土层上。刘超杰介绍，苏
羊村地下都是这种土层，往下挖
15米，还能挖出这种土层。可以
说，整个苏羊村就坐落在苏羊遗
址上。

在苏羊村南边，洛阳晚报记者
看到一块石碑，上刻“苏羊遗址”

“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
年11月”等字样。一个卖凉粉的
摊位挡住了石碑，不仔细找很难看
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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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羊古寨是为了防御外患而
修建的，因此选址独特。古寨四
面均有寨墙，墙外环沟，其中西寨
墙外面是天然壕沟。“北寨墙外面
的壕沟已被填平，看不到了。”刘
末西说。

苏羊古寨有南北两个寨门、南
北两座石桥，南北道路为主街道，
东西道路为小巷。刘末西说，古寨
按修建年代分为西寨和东寨，西寨
年代稍早。

20世纪50年代，杨聚申曾和
小伙伴们一起站在寨墙上看戏。
可惜西寨墙太薄，从20世纪60年
代开始，寨墙逐渐损毁，眼下仅剩
一段，位于原苏羊小学校舍南。

苏羊古寨有一条东西走向的
石羊街。在石羊街西头，曾有一只
石刻羊和一头石刻猪，栩栩如生。
可惜在“破四旧”时，石猪被毁坏，
石羊已不知去向。

提起村名的来历，刘末西说，
当地有一个传说，在很久很久以

前，有一只羊被豹子和狼追赶，昏
倒在苏羊古寨，后来幸运地醒过来
了。为纪念这只苏醒的羊，人们便
将它苏醒的地方称为“苏羊”。至
今，古寨西边还有豹子沟，东边有
狼沟，似乎在印证这个传说。

在苏羊古寨东边，还有一个老
猿沟，至今还有窑洞。据考证，在
苏羊古寨形成之前，这里就有人居
住。村民认为，老猿沟这个名字或
许与苏羊遗址文化层有关。

寨内民居大多坐北朝南，南寨
门被视为古寨的正门，与北寨门
的夯土建筑不同，南寨门寨墙外
砌有石块，显得很气派。“北寨门
上刻有‘北临洛水’，南寨门上刻
有‘南望华岳’，现在北寨门上的
刻字已损毁。”杨聚申说。

走在苏羊古寨，随处可见石磨
盘、石槽、石拴马桩等老物件。古
寨南边有南石桥，桥身南北两侧分
别嵌有精美的龙首和龙尾石刻，皆
为花岗岩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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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羊古寨南寨门

刘公立和刘超杰在进行竹马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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