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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天地风霜尽，乾坤气
象新。2月2日是农历小年，寿县举行“古城挂春联 寿春年
年红”迎新春城门挂春联活动。

通淝门下，随着大红帷幔徐徐落下，“通流引梦，振翮图
南，楚韵清嘉资豹变；淝水浮青，平畴织锦，春潮浩荡作龙
吟”一副寓意美好的春联呈现于人们眼前。当天，古城的另
外三座城门宾阳、靖淮、定湖也同时举行了揭联仪式，部分
市级以上劳模、市级以上道德模范及“好人”代表、市级以上
先进个人代表参与了揭联赏联仪式。

其中，宾阳门（东门）春联为“门悬红日，楼挂蓝图，七彩
春光催燕剪；山抱楚风，水吟汉韵，千年都会正龙腾。”定湖
门（西门）春联为“汉风擂鼓，楚水抚琴，皖曲再弹中国韵；旭
日铺宣，神龙执笔，彩霞又绘定湖春。”靖淮门（北门）春联为

“淮水靖澜，著一部龙章，犹传故事；寿春追梦，振九天鹏翼，
还数今朝。”

据悉，这是寿县连续六年开展全国城门大征联暨“城门
挂春联”活动，一面城砖青灰，两行春联火红。古朴的城门
搭配喜庆的红色春联，给古城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寿县古城四门同挂春联

年俗是过年时人们约定俗成的做法，
是一种行为文化，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体现了过节的文化气氛。

过年了，看一看战旗飞扬场面、瞧一瞧
锣鼓喧天的大戏。这就是马戏灯。

在风景如画的焦岗湖边，锣鼓喧天、战
马嘶鸣。表演者将道具马系在腰上，全副
戎装，披挂上阵，边舞边唱：“手举灯笼放豪
光，送你红马归南方；手持灯杆颠一颠，送
你青马归东边；手捧烛台四方方，送你黄马
归中央……”这是花家湖马戏灯艺术团在
表演。

在淮河流域，每逢过年，都会有一项大
型的民俗表演叫马戏灯。过年看马戏灯成
了当地的年俗。2008年，马戏灯被评定为
省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马戏灯，古称竹马灯、马灯舞、小马
灯。起源于淮河流域的毛集实验区花家
湖，该项目以战场摆兵布阵的场面为素材，
经过民间艺人的艺术加工，用竹篾和彩布
扎制成道具马，表演者将道具马系在腰上，
全副戎装，披挂上阵，锣鼓伴奏，按照设计
编排的阵式图登场表演。演员除了表演跑
阵外还有战场厮杀，夹有说唱、念白、顺口
溜等艺术形式。因该灯舞取材于古战场骑
兵布阵，整个场面战旗飞扬，锣鼓震天，战
马嘶鸣，凯歌高亢，气势磅礴，深受人民群
众欢迎，上千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先后流
传到淮河流域的潘集、寿县、怀远乃至江
苏、河南、山西等地。此灯舞既有独特的民
间舞蹈艺术表现手法，又展现出中华民族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马戏灯在演出时，演员们将舞蹈动作
与古战场上排兵布阵结合在一起，构成了
它高度的艺术性和观赏性。高超的马戏灯
技艺与多样的阵式让观众目不暇接，惊叹

不已。马戏灯在传承过程中有很多用于表
演的阵式图已经失传，好在老艺人们还在
整理挖掘。该灯舞传说共有七十二阵，现
挖掘整理了二十二阵。

据介绍，马戏灯起源于宋朝，相传宋朝
开国皇帝赵匡胤征战南唐时，巾帼英雄刘
金定与其夫高琼出征助战，一举夺取南唐
兵守护的寿唐关，为宋朝的建立立下战功，
当地百姓为纪念他们的英雄事迹，每逢春
节和春季庙会，便以马戏灯这一表演形式，
再现当年排兵布阵的作战场面，以表达国
运昌盛、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在表演现
场，一队身着战袍的人马，前有“先行官”开
道，后有“元帅”压阵，迂回穿插，浩浩荡荡，
宛如淝水之战的古战场上“沙场秋点兵”，
蔚为壮观。演员们情绪饱满、热情高涨，向
观众们展现了战旗飞扬、锣鼓震天、战马狂
奔的古战争场面，展示了马戏灯高度的艺
术性和观赏性。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采访中得知，
观看马戏灯是淮南的年俗，也是民间艺术，
历经千年风雨不衰，显示了旺盛的生命
力。上世纪50年代，艺人们曾组建马戏灯
班子，在淮河两岸扎场演出，观众很多，风
靡一时。2004年，在社区帮助下，组建了毛
集实验区毛集镇花家湖社区民间艺术团，
自筹资金购置服装、道具。每逢节假日，他
们就到各社区巡演。目前马戏灯非遗传承
人有６人，其中省级传承人２人，市级传承
人４人。

年俗是祖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凝结
着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保护和传承文化
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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