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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源汇区马路街办事处在双汇广场举办“迎新春民俗
文化展演”活动。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两天，表演节目有花
轿、秧歌、旱船等。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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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狮子会新春排练

“学生军”成民俗表演主力
受降路社区

迎新春 话年夜

□本报记者 杨 光

随着春节的临近，年味越来越浓
了。1月23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关狮子会”也拉出了沉寂一年的道
具，开始排练。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的排练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力，老一辈成
员都走进了幕后，充当陪练。东关狮子
会的负责人何宝刚告诉记者，这几年有
9 个年轻人加入，这项民间艺术终于迎
来了“大换血”，老一辈艺人精神抖擞，
争相传授技术。

集体排练为春节做准备

1 月 23 日下午 2 时许，伴随着冬天
的暖阳，市区陵园路烈士广场南边的道
路上锣鼓喧天，一群年轻人身上套着

“竹马”，正在老艺人申旺的指挥下进行
训练。在不远处，两只舞狮也放在地
上，年轻人已穿戴整齐，准备排练。这
是东关狮子会的排练现场，临近春节，
大人闲了，学生们放假了，大家聚在一
起，把这些民俗表演拿出来排练，等待
春节期间的表演。

参与排练的有八匹竹马，竹马周身
挂着铃铛，跑起来发出“丁零、丁零”
的声响。穿上行头训练的都是十几岁的
年轻人，他们的动作还不太协调。申旺
一边做着动作，一边指点着他们训练，
大家也都仔细观看，认真比画着。

申旺告诉记者，竹马表演就是再现
古代战场的情景，靠领马孩儿的指挥做
动作，领马孩儿也叫“逮马小儿”，就是
负责牵马。有一个情节叫“马踏淤泥
河”，大概内容是将军骑马过河的时候，
马踩入淤泥动弹不得，领马孩儿想尽办
法把马从淤泥中拽出来，这就需要领马
孩的尽情表演。

学生成为主力

记者了解，练习舞狮和竹马的年轻
人，他们有的上大学，有的还是初中生。
担任领马孩儿的叫刘湛印，他有武术基
础，目前在江西上大学。“家里都特别支
持，我也感觉很有意思。”刘湛印说。

在河南农大上学的马云飞已经是第
二年训练了，他对东关狮子会也是情有
独钟。“看着简单，其实里面套路很多，
去年学了‘马踏淤泥河’，今年要学转
马、绕马、点子鼓等，这些都很容易掌
握，但需要勤加练习。”马云飞说。

杨广宇和王云浩都是初三学生，他
们是第一次训练，但已经迷上了竹马。
杨广宇告诉记者：“他的爷爷也玩这个，
从小就经常看，去年就和家里说好了要
参加训练。”

在郑州上大学的赵劲夫是舞狮演
员，但他在空余时间一直拿着单反进行
录像。他告诉记者，今年的任务除了表
演，还要给东关狮子会拍一部纪录片。

“我大学学的是编导专业，一直有拍摄狮
子会的想法，以前技术不行，现在想以
传承的角度来拍一部半个小时的纪录
片，把东关狮子会从训练到表演的过程
记录下来。”赵劲夫说，为了不耽误比赛
和训练，还把同学也邀请来一起拍摄。

文化遗产后继有人

“我从小就玩这个，现在老了，快玩
不动了，把技术教给他们，将来人们也
能看到，要不然就失传了。”申旺告诉记
者，这几年东关狮子会一直在招募年轻
人，寻找接班人。这些年轻人的父辈都
是东关狮子会的老人，他们不希望失去
这个传统，也把传承的希望寄托在了这
些年轻人身上。这些年轻人从小耳濡目
染，对东关狮子会有很深的感情。

何宝刚告诉记者，“东关狮子会”是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双狮舞’

‘竹马’‘二鬼绊跌’组成，表演形式多
变，观众十分喜爱，但老一辈成员年纪
大了，存在传承难题。大家都不愿这项
民间艺术失传，便纷纷想办法，叫来自
家的孩子、孙子顶上，这些孩子小的只
有10多岁，大的也不过20岁。

“去年增加了4个年轻人，今年又增
加了5个，他们都很刻苦，穿着单薄的
衣服坚持在室外训练。”何宝刚告诉记
者，如今东关狮子会的老成员都已经退
居幕后，专职铜器，舞蹈都让年轻人顶
上，让他们多表演，培养积极性。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1 月 23 日，在受降路社居委办公
室，十几名书法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挥毫泼墨，进行了主题为“我与爷爷
比书法 喜气洋洋过大年”的义写春联
活动。当天上午，记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几
名书法爱好者站在桌前，手中拿着毛
笔，正在一张张裁好的红纸上书写。
这些书法爱好者有老有少，都是受降
路社区的居民。

周连如今年70多岁了，正在写春
联的他身边围着不少居民。在桌子一
角，放着一个本子，上面写着各种春
联，都是平时周连如自己从各处搜集
的，居民们可以从这个本子上找一些
喜欢的春联，请书法爱好者们帮忙写
到红纸上。

“大家请我写春联，是对我的肯
定，我特别高兴。”周连如说，活动结
束以后，如果还有人需要春联，可以
和他联系，他再帮大家写。

李金沛今年10岁，已经学习书法
1 年多了，当天的活动中，他也积极
参与，为居民们写了不少春联。李金
沛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为别人写
春联，感觉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如果明年还有这样的活动，他一定会
再参加的。

“我看了爷爷们写的春联，感觉自
己和他们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以后会
更加努力练字，争取赶上他们。”李金
沛说。

当天，很多居民都拿到了义写的
春联，他们纷纷向义写的书法爱好者
们表示感谢。活动结束后，受降路社
居委的工作人员还将部分春联送到了
社区空巢老人家中，并亲自帮他们贴
在门框上。

“马上就要春节了，举办这个活
动，一方面是为了给居民们送春联，
增添社区的春节氛围。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拉近居民们之间的距离，让他们
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真正把社区建
成一个大家庭。”受降路社居委主任荆
海燕说。

我与爷爷比书法 义写春联送居民

老少书法爱好者在活动现场写春联。

腊肠飘香年味浓

□见习记者 陈金旭

春节临近，又到了举家团圆吃年
夜饭的时候，腊肠是一些市民年夜饭
中不可少的食材。每年的腊月是制作
腊肠的好时机，市民们将做好的腊肠
晾在院子里、阳台上，准备过年时吃。

“我十分想念小时候妈妈亲手做
的干豆角炒腊肠，不仅香辣，还混着
一股烟熏的味道，十分好吃。”家住
嵩山路灯具市场附近的市民彭女士回
忆说，每到过年，这道菜一上桌，就
被全家人争抢着瓜分完了。

如今，彭女士有了自己的小家
庭，传承了妈妈的厨艺。为了做好年
夜饭，她打算去市场灌点腊肠，和家
人一起分享记忆里独特的美味。“现
在加工也很方便，带着买好的肉就能

灌了，加工过程能看见，价格也不
贵。”彭女士说。

彭女士向记者分享了灌腊肠的经
验：“最好买五花肉，肥瘦都有，吃
起来更香。口味的话，麻辣、五香和
甜的都可以稍微做点，后期做的时候
可以加上其他佐料再调味。”

“晾腊肠时间不能太长，也不能
太短。时间长了变得太干太硬，就会
切不动也咬不动。我一般晾两个星期
左右。”彭女士介绍道，晾好的腊
肠，放进冰箱里，可以保存一年左
右。

“腊肠的吃法很多，搭配竹笋、
蒜苗、芹菜等炒着吃都十分美味。”
彭女士说，蒸米饭的时候放两片，蒸
出来的米饭可香啦。吃剩的米饭炒腊
肠也别有一番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