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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展演怎么能少得了千户营
高台？社火展演中，20 架高台在喧
闹的社火队伍中格外醒目，20 架高
台 75 个孩子，在将近 5 个小时的表
演中，全程都站在高台之上，此时
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不分老少，高
台艺人对艺术的坚守。

“我们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忙碌
了，为了呈现最好的状态，全村一
共出动了400多人，大家各司其职，
希望以最饱满的状态把高台搭好，
把孩子们守护好。”展演开始前，来
自湟中区拦隆口镇千户营村的千户

营高台负责人陈虎邦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今年的高台有很多的亮点，我
们最推荐的就是中国梦的高台，这
架高台除了造型别致，还可以360度
旋转。”陈虎邦介绍道。

“他们用小小的身躯，撑起社火
中最独特的风景。”一位观看社火表
演年轻母亲对高台上的小演员点了
一个大大的赞。

千户营高台至今已有六百年的
历史。据说千户营村民的祖先于明
代洪武年间从南京一带迁移到千户

营村，带来一台“魁星”高台和制
作高台的手艺，千户营高台从此流
传下来。

高台主要以“高、悬、妙、奇”著称
于世，底部是木制台板，台板中央是
一根高3米左右的铁杆，铁杆上面有
踏板，踏板上是 4 至 8 岁的男童演
员，小演员们站在踏板上，扮演成各
种人物，手执各种器具，周围是多彩
艳丽的纸花造型。

2008年6月，千户营高台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记者 王琼）

“真是太精彩了，没想到，我在香
港通过看西宁晚报的直播也可以欣
赏到家乡的社火表演。”“前几天看到
社火巡游的预告时，就有些迫不及
待 ，今 天 我 早 早 地 就 来 到 了 主 会
场。”2月7日 （农历正月初十），西
宁东西大街热闹非凡，一场以“祥
蛇纳福至 雪豹携瑞来”为主题的社
火集中巡游活动盛大举行。这场承
载着西宁当地深厚文化底蕴的活
动，不少主播借助网络直播的力
量，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更跨越
千山万水，将家乡的文化魅力传递
到祖国的各个角落，让无数在外的
游子也能共赏这一文化盛宴。

活动当日，现场人头攒动，气
氛热烈。随着一句“快看，社火表
演队过来了，那些可爱的雪豹真是

好萌呀”的呼喊，现场瞬间沸腾，
市民们纷纷举起手机，或拍照记
录，或开启直播。现场有不少主播
加入了这场社火巡游直播中。一位
年轻的主播，一边举着手机，一边
激动地对着镜头解说：“家人们，你
们看这社火表演，太震撼了！演员
们的服饰精美绝伦，每一个动作都
饱含着咱西宁社火的独特韵味，大
家给主播点点赞，让更多人看到这
场精彩的演出！”在他的直播间里，
观众们的弹幕如潮水般涌来，有的
在询问表演的细节，有的在感叹社
火的魅力。

在网络的另一端，那些远在他
乡的西宁游子们，纷纷守在屏幕
前，目不转睛地观看直播。他们在
直播间里互动交流，分享着自己对

家乡的思念之情。一位定居在香港
的湟源人留言说：“我是湟源人，现
在定居在香港，看到这熟悉的社火表
演，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一
起走社火的场景。虽然现在身在外
地，但通过直播，我感受到了家乡的
温暖，真的很感谢这些主播，让我能
第一时间看到家乡的变化。”

随着直播的持续进行，这场西
宁蛇年社火巡游的热度不断攀升。
各大直播平台上，相关话题的讨论
量和点赞量一路飙升，许多网友纷
纷转发直播链接，让更多的人了解
到了这场精彩的文化活动。这场借
助网络直播传播的社火巡游，不仅
为西宁市民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更
让西宁的社火文化走出了家乡，走向
了全国。 （记者 悠然）

网络直播助力西宁社火巡游走向全国

7575个孩子带着千人梦想上个孩子带着千人梦想上““高台高台””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为丰富和活跃春节期间全市各族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积极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满足
全市人民群众对传统年味儿的向往和期待，2月7日（农历正月
初十）上午，西宁社火·火“豹”大秀——2025年西宁市优秀社火
集中巡游活动如期举行，为全市群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
化盛宴。从西大街到东大街3公里的道路两侧市民游客熙熙攘
攘，近13万人次驻足观看，中新社、青海日报、省广播电视台、西
宁晚报、市广播电视台等平台直播总观看量超过460万人次。

本次社火巡游活动以“祥蛇纳福至 雪豹携瑞来”为主题，除
西宁及五区二县的8个板块节目以外，特别邀请了潮汕英歌舞、
玉树藏族原生态服饰及伊舞表演，共有50余支团队近2800名
演员参与展演，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城管、林草等多部
门参与保障，活动规模为历年来全省社火展演之最，地方特色
浓郁鲜明、多种文化交相辉映。

非遗民俗南北对话
本次社火巡游活动通过市州联动、地域互动等方式邀请多

项省内外国家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英歌舞作为岭南地区民俗
文化的典型代表，首次来宁，与河湟社火同台竞技，让市民游客
在感受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的同时领略中华战舞的魅力。湟中区
文化馆陈义作为我市优秀的“南狮”代表，与传统“北狮”切磋展
演，将南北舞狮表演的“意”和“形”展现得淋漓尽致。85人的玉
树藏族伊舞方阵浩浩荡荡，气势恢宏，以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展
现高原人民的豪情与活力。20台“空中戏剧”千户营高台“高、
悬、妙、奇”，在脸谱绘画、装饰设计等方面尽显独到。此外鲁沙
尔高跷、大通蛙图腾祭祀舞“四片瓦”、滚灯、顶灯、太平鼓、霸王
鞭等20余项非遗项目均在巡游活动中陆续登场，为市民奉献了
一场民俗文化的饕餮盛宴。

传统时尚交汇互融
2025年社火巡游活动在保留传统社火节目的基础上，将城

市文化、现代元素融入其中，致力于打造一台老少皆宜的节日
文化盛会。龙狮、秧歌、钱棍、扇子舞、太平鼓等群体舞蹈表演，
高跷、旱船、高台等神像巡游展演，还有报儿、灯官老爷、哑巴、
胖婆娘、八仙等传统社火角色表演，在锣鼓喧天的热闹氛围中
向人们传递着美好的新春祝福。健身龙、花束舞蹈等现代元素
的加入更是让传统社火“洋气”起来。20个雪豹卡通人偶让“雪
豹之都”城市IP更加深入人心。各色花车装饰结合凤凰台、拱辰
门、青海体育中心、浦宁之珠、共字桥、青海省博物馆等西宁地
标建筑剪影，向全国群众展现了西宁这座城市的现代与活力。

文化薪火赓续传承
本次社火巡游活动进一步优化参演群众年龄结构，由老中青

少四代齐上阵，中青年群体为主力，年龄最小参演群众仅3岁，年龄
最长参演群众74岁，体现了群众对河湟社火的坚守与传承。城东区

《雄狮闹春福满堂》方阵由32名儿童组成，孩子们身着华丽狮装，手
持彩球，为观众带来生动活泼的舞狮表演；城中区《寸寸跷声迎金
蛇》方阵由60名孩子组成，他们脚踩寸跷、身穿戏服，扮演着一个个
活灵活现的故事人物；城西区《锣鼓喧天歌盛世》的百人方阵中半
数是青少年，他们以激越的鼓点、铿锵的节奏和昂扬的豪情，击打
出城市的活力与希望；湟中区巡游队伍中共有120余名3至11岁的
儿童参与表演，其中《萌娃巧踩矮跷乐》方阵30名儿童，《高台绝技
绽芳华》方阵75名儿童，高跷、锅庄方阵也均有少儿参与，观众熟知
的“三小只”一如既往发挥稳定，深受全网观众喜爱。

据了解，以本次市级大型社火巡游活动为带动，春节期间，
我市还将开展县区社火巡游展演、村（社区）小型社火展演活动
2000余场，以“千场社火走千村”的浓厚年节氛围，让河湟社火
走街串巷、进村入户送喜送福，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热热闹闹、
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2800人参演,近500万人次观看！

西宁社火巡游格外“火”

2月7日，西宁市优秀社火集中巡游活动在西门十字盛大
开幕，吸引了众多市民来到现场观看，同时也有无数网友通过
网络观看，共享这场民俗盛宴。

此次活动以“祥蛇纳福至 雪豹携瑞来”为主题，活动分为巡
游启动仪式和巡游展演两大部分。其中，巡游展演由“豹”请金
蛇·福满西宁、“芯”联市州，共启丰年、中华战舞·热血英歌、金
鼓喧天·祥和夏都等11个板块组成。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社火的魅力，西宁晚报新媒体平
台进行全程直播。许多上班族由于工作原因无法到现场观看，
他们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在工作间隙或午休时间观看直播，
感受家乡的年味。一位在外地工作的青海人李先生表示：“虽
然不能回家过年，但通过网络直播看到家乡的社火表演，心里
特别温暖，也让我更加思念家乡。”

除了青海本地人，还有很多喜欢青海文化的外地人也在线
上观看了此次社火巡游。来自北京的张女士说：“我一直对青
海的民俗文化很感兴趣，这次通过网络直播观看西宁社火巡
游，真是太精彩了，让我对青海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据统计，本次直播的观看人数、点赞评论和分享量非常可
观。西宁社火巡游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
西宁的民俗文化，也让在外地的青海人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
浓浓的年味，同时也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了西宁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魅力。 （记者 金华山）

“看到‘三小只’，就知道年味正
浓！”“三小只”指的是谁？去年，青海
社火以其独特的韵味和热烈的氛围，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大放异彩，火遍
了互联网。尤其是小溜达猴、小穆桂
英、小猪八戒的表演视频收获大量点
赞，自此，“三小只”成功晋升为社火
界的“顶流明星”，成为了社火文化的
标志性符号。今年，西宁的社火再度
震撼来袭！

社火队整装待发，市民游客翘首
以盼

“快点走啊，去迟了可就看不到
啦！”2月7日，尽管西宁的天气寒意袭
人，却丝毫未能阻挡市民和游客高涨
的热情。西宁市优秀社火集中巡游
活动尚未拉开帷幕，路边早已人潮涌
动，观众们竞相抢占最佳观赏位置，
翘首以盼这场文化与视觉的饕餮大
餐。马路上，一支支社火队伍排列得
整整齐齐，彩旗迎风招展，锣鼓声震
耳欲聋。从高空眺望，犹如一幅绚烂
多彩的文化长卷，正缓缓在市民的眼
前铺陈开来。

在社火队候场区，记者见到了高
跷队队员童永晶。此时的他，正全神
贯注地为自己绑上高跷，为即将登台
的表演作最后的准备工作。据童永
晶介绍，他所在的光华村社火队，隶
属于湟源县城关镇，是一支以高跷表
演为主要特色的队伍，共有33人。“不
耍社火不过年！”童永晶激动地说，

“今年是蛇年，我扮演的正好是白
蛇。我踩高跷踩了13年，打心底喜欢
社火。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好，越来
越多的人愿意参与社火表演。”

形形色色的表演队伍，琳琅满
目的人物角色，身着不同的服装、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却有着共同的目

标——将这门传统艺术发扬光大。
“这个是碗灯，里面套着一个碗，

戴在头上就像帽子一样；这个是伞
灯，转起来可漂亮了……”高中生刘
延斌是城北区石头磊新村非遗河湟
社火队的一员，他正兴致勃勃地向大
家介绍此次巡游展演节目中使用的
道具。别看他年纪轻轻，介绍起道具
来却头头是道，滔滔不绝。“我的爷爷
和爸爸以前都耍社火，现在这份荣耀
的接力棒传到了我手上。为了这次
演出，我们刚放假就开始排练了，一
直要持续到初八。”谈及紧张的排练
日程和其中的辛苦，刘延斌的脸上不
见丝毫疲惫，反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与自豪。“热热闹闹过新年！我们演
得开心，观众们看得也开心，一点都
不觉得累！”他还补充道，队伍里年龄
最小的队员只有6岁，扮演着活泼可
爱的小狮子。

“万人空巷”看社火，市民为巡游
喝彩

“看，社火队伍来了！”社火巡游
场地被市民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锣鼓
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太精彩了！每个社火队的表演都让
人印象深刻，今天集中在这里看社
火，让我切身感受到了青海当地民俗
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市民王
先生兴奋地说。

大学生姜雪琰举着自拍杆正记
录下社火的精彩片段，她说：“社火代
表年味儿，非常热闹。我比较喜欢社
火中的高台和高跷表演，演员们精彩
的技艺让人赞不绝口。现在越来越
多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也加入到社
火表演中来，既是一种传承，同时又
有创新元素的加入，对今后社火的发
展更加有帮助，相信也会吸引到越来

越多的年轻观众。”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地方史学者

颜栋先生。颜先生表示：“这次西宁
市优秀社火集中巡游活动极具特色，
地域文化主题鲜明，大西宁的文化名
片纷纷亮相。各区、各县都精心选送
了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优秀社火节目，
通过这场热热闹闹的大型表演，守护
着文化的根脉。非遗表演让传统节
日焕发出别样光彩，为广大市民和游
客呈上了一场充满浓郁年味的视听
盛宴。此次表演形式丰富多样，既有
传承又有创新，舞龙、舞狮、‘哑巴’

‘胖婆娘’等传统社火表演悉数登场，
雪豹宁萌卡通人物以及华美的汉服
巡游等元素更是为社火巡游增添了
不少亮点。不仅人物造型丰富多样，
道具制作也十分精美。”

谈及今年邀请潮汕英歌舞表演
和醉关公表演来青海助威一事，颜先
生说道：“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中国
西北地区与南方地区非遗传统文化
的交流互鉴活动。青海的父老乡亲
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些网红表
演。此次邀请恰逢其时，这场文化交
流活动不仅为青海人民送上了一份
春节的文娱大礼，还承载着青海、甘
肃、广东三地人民对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殷切期盼和
美好祝愿。这是文化传承发展多元
化背景下的一次成功合作，相信今后
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会越来越多。”

（实习记者 措毛 文月婷）

传统文化魅力绽放

“万人空巷”看社火，市民为巡游喝彩市民为巡游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