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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记者 齐 征

正月十五元宵节，早上 9点，雪后

气温有些低，山西省河津市的街道上却

人头攒动。

伴随声声响亮的礼炮，元宵节的社

火表演开始了，打头的是“鸿运当头”

礼炮车队，紧随其后的是一支由 100名
青壮年、60多辆专业摩托车、3名特技

车手组成的摩托车方阵，5个硕大而喜

庆的“中国红”灯笼彩车跟随队伍徐徐

前行。身着各式表演服装的村民边走边

舞：河津汉子穿着古装、踏着鼓点演绎

“大禹治水”“禹凿龙门”；穿着鲤鱼服

的小朋友正努力“跃龙门”；“黄河号

子”一声吼，瞬间吸睛无数；90 对不

同年龄段的夫妻，演绎从河津流传开的

成语故事“相敬如宾”……

河津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因境内有

黄河渡口而得名。大禹治水开凿的龙门

便在河津龙门，在这之后，鲤鱼一跃而

上，羽化为龙，留下“鲤鱼跃龙门”的

神话传说。当地人管社火表演叫“闹故

事”“看热闹”，自备板凳的阿姨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我吃过早饭就赶紧

来啦，年年看，看不够！”

大学生胡梦圆跟妹妹穿着马面裙，

别着发簪前来观看社火表演。“穿民族

服饰看自己家乡的民俗表演，这才是节

日特有的仪式感！”

队伍里时不时有举着直播设备的

主播穿梭：“家人们，这是咱山西河

津的社火表演，点点关注，我今天全

程直播。”

办一场年轻人爱看的非遗社火

今年，河津市在主城区共举办了两

场社火表演，一场在正月十三晚上，

由僧楼镇李家堡村展演非遗文化“转

花灯”；另一场则在正月十五白天，

由清涧街道和赵家庄乡街道进行民俗

表演。

“谁也说不清河津的社火表演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的，早期社火表演由群众

自发组织，以村组为单位，村民自编自

导、自娱自乐，随后逐渐发展为由市乡

统一组织，开始有意识地保护与传

承。”河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斌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河津的非

遗民俗太多了，跑灯、转灯、旱船、高

跷、花车、狮子、龙灯、花鼓、走马、

锣鼓、跑锣……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特

色。如果都表演一遍，估计三天三夜都

演不完，所以每年都是轮到两个乡镇进

城表演，其他乡镇或村里可以自行组织

在乡镇表演。”

正月十三晚 8 点，李家堡村 800
余名村民筹备已久的“转花灯”表演

开演。

“转花灯”是河津僧楼一带独特的

民间艺术，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花灯由玉

米秆、竹子、纸、蜡烛等材料制作而

成，用剪纸装饰，利用风车原理，通过

人的舞动让花灯转起来。

表演开场，“风火流星”队的演员

用自制的装有木炭的铁笼画圈抡胳膊，

霎时间流星四溅、福星满满。随后，转

花灯非遗传承人李怀俊、卫效平、刘长

春、段爱香等人带着他们为元宵节特制

的作品登场，成人花灯队展示了 32 架

大型花架，共千余盏转花灯。表演时，

花灯内的转轴花伞随着蜡烛热气的上升

开始匀速转动，点亮了城市夜空，犹如

天上街市一般。舞龙队紧随其后，模仿

龙的升腾、盘旋、翻滚等动作。花灯舞

蹈“鱼跃龙门”更是集旱船花灯、龙

灯、鱼灯、莲花灯、彩带龙灯等于一

体，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为了这次文艺展演，转花灯非遗传承

人卫效平年前就开始忙碌，用竹竿、麻丝

绳、铁丝等原材料制作转花灯框架，羊

油、牛油自制蜡烛，用各色纸张、彩

花、剪纸等裱糊装饰灯体……做一盏单

灯就需要 3个小时，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

做了多少盏。

卫效平说：“我们李家堡人都爱转花

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父亲制作、表演

转花灯，慢慢地我也就会了。 12 岁时，

运城市邀请我们村去表演转花灯，大人担

心我太小，不让我去，我自己带着干粮就

上了去运城的车，心劲儿可大了，不为别

的，就是爱好这个。”

表演结束，一些年轻人围上来好奇地

看转花灯到底是如何让纸包住火的，卫效

平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年轻人好奇是

好事，没准能把他们吸引过来参与到这项

非遗事业里来。我还让现场的年轻人试一

试，转转花灯来年赚钱！”

河津市第四初中教师高誉萍为了带女

儿看花灯，特意换上了明制汉服，她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转花灯不好舞，

舞不好整个花灯都得烧着。我原本想，

随着工艺改进，里面的蜡烛肯定换成电

灯泡了，今天我凑上去一看，花灯比以

前精致不少，蜡烛却没有被换掉，有些

非遗虽要与时俱进，却也得把传统保留

下来，发扬下去”。李家堡村的高誉萍

说：“以后我女儿再带她的孩子看社火表

演，转花灯肯定还在！”

对于高誉萍的愿望，大学生李京晓拍

拍胸脯说：“那是肯定的，我从上小学就

跟着村里人在社火队伍里表演，像我这样

对转花灯有独特感情的年轻人，我们村里

不少呢！以后我肯定是要继续学习制作、

表演转花灯的，这是我们村子的东西，我

要让它传承下去。”

河津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俊章

说：“社火表演是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

了解河津非遗、民俗、历史等传统文化

的一个突破口。通过扩大社火表演的演

出规模，我们希望能让更多年轻人参与

进来，有所了解，才能谈保护与传承。”

社火中上演“回忆杀”

除了传统非遗，为了吸引年轻人，河

津的社火表演玩起了新花样。

下化乡带来 1000 架无人机现场表

演，以天为幕，以城为景呈现出一场 3D
光影大秀，无人机通过变换队形和颜

色，摆出“大禹治水”“薛仁贵三箭定天

山”“卜子夏西河设教”等河津历史文化

图案，“鱼跃龙门”“飞龙在天”等欢喜图

景写满河津的天空。

河津社火还上演起了“回忆杀”，情

景演出 《青春万岁》 由花车场景和 200余
名青年演员共同完成。花车上有拖拉机、

自行车、自带天线的电视机、盛满面条的

大瓷碗等各式怀旧物件。花车后方，200
名青年男女在河津街道上演起“春天的故

事”，男青年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女青

年手捧鲜花或风车坐在后座。突然，一

名女青年没坐稳，从自行车上跳了下

来，在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阵里怎么也找

不到载她的那名男青年，旁边的观众都

在帮忙指路，本是一场意外的小插曲，

却也带着大家好似回到了真实的 20 世纪

80年代。

“那不是咱河津的公交车吗，怎么也

在社火队伍里。”人群中有人惊呼。90后
主播柴进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回答：“那是

我们河津的免费公交车。”2023 年以来，

河津市城乡免费公交开通运营。舞蹈演员

手持河津发往 9个乡镇的公交站牌，涵盖

了河津市区、乡镇、旅游景点、山区，他

们将手中的站牌巧妙连接，开成了九条巨

龙，上下翻飞。

以后要重点“安利”家乡社火

蔡斌说，社火表演的目的不仅是丰富

群众的文娱生活，更是凝心聚力，提升年

轻人对河津认同感、归属感的好机会。

对此，赵家庄街道史惠庄村的村党委

书记谭彦刚深有感触。因为村小人少，自

1969 年后，史惠庄村再没组织过进城参

加汇报表演。“这几年城乡一体化建设

下，村子焕然一新，物质生活好了，精神

文明也不能落下。”谭彦刚说。

“接到社火表演任务后，我们都很激

动，几乎是全村人集体出动，大家有人出

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表演者下至

12 岁，上到 70 岁，其中青少年、村里的

壮劳力占了一半。”谭彦刚笑着说，“很多

村民非常积极，你不让他参加，他还闹

情绪，不参加都不行。我们从腊月十六

排练到正月十三，中间几乎没休息过几

天。年前下雪特别冷，但很多村民会自

发地早早来到广场上，把排练现场的积

雪打扫干净。”

此次社火汇演，史惠庄村与邻近的

义唐村五百人联合表演 《胜利锣鼓》，还

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河津人民在老

城南关帝庙前敲锣打鼓、欢庆胜利的盛

大场景。

每场排练，谭彦刚都早早来到现场，

一边给大家保障后勤，一边为村民鼓劲。

“我们是史惠庄的人，我们头顶史惠庄村

的天，脚踏史惠庄的地，就要敲出我们史

惠庄人的风采，让大家认可我们！”

大学生柴一格在表演队伍中负责摇花

杆，经常举着碗口粗、3米长的花杆，一

摇就是一下午。“我记得年后锣鼓队和花

杆队第一次合练时，锣鼓敲起来，我在队

伍里边跑边摇，身处其中的我起了一身鸡

皮疙瘩，特别感动。”

正月十五正式演出，柴一格举着花杆

走在街道上，看着人山人海，突然很紧

张，“满脑子想的都是不能出错，不能给

我们村丢脸。那一刻我好像理解了爸妈

常说的‘给咱村子争口气’那种村集体

荣誉感”。

柴一格感叹：“我以前都没了解过村

里的锣鼓文化，这次参与其中，感觉真是

好。以前我总向外地同学推荐家乡的大盘

鸡配草莓汁，以后我要跟他们重点‘安利’

河津的社火表演。”

正月十五晚，史惠庄村年轻人自发聚

在村广场的台子上跳起舞，锣鼓队的队员

又换上了表演服装敲起了胜利锣鼓。谭彦

刚说，“今天在城里表演很成功，但是村

子里的一些老人腿脚不便看不到，咱们的

社火表演就是要演给村里人看的，不能把

一个人落下。”

全民参与的社火表演
“谁能卷过你呀”

今年河津的社火表演，参与人数上

万，现场观众也超过了 10 万人。表演结

束几天后，“河津社火”依然是当地百姓

线下网上讨论的热门话题，网友戏称，河

津成了山西的社火“卷王”，是山西社火

“显眼包”“压力给到运城其他十二县了”。

蔡斌认为，今年的社火表演之所以能

被大家津津乐道，在于首先明确了定

位，是群众活动，“群众的表演就要给群

众看”。

“在节目编排上，我们也给参与乡镇

极大的自由度，鼓励年轻人参与进来，让

老百姓自己发挥、创造，表演自己的节

目，所有节目都是由乡镇报送，我们再看

如何安排协调。”

蔡斌介绍，在社火表演路线设计上，

为了防止人员拥堵，同时也方便大家观

看，设计了 4 个表演点，分流观众。“我

们在沿线设了 5个医疗服务站，5个志愿

服务点，增开 3个停车场，设置了 4个流

动厕所。表演场地旁边，还特意规划了一

片可以容纳上百个流动摊位的空地，方便

群众摆摊。社火结束后，环卫部门立刻出

动，清扫路面垃圾，1小时之内道路便干

净如初。”

蔡斌说：“观众在现场看到的表演，

体验到的服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前期都

是反复推演过的，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场

享受、舒心、安全的演出。”

河津市紫北社区的志愿服务者陈娟琳

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内容，“我就

帮市民接热水，给他们指路，他们有需

要就可以找我”。旁边摊位的大叔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志愿者）小姑娘

还自己掏钱买了饮料，帮家长哄哭闹的

小孩，怕孩子喝凉的拉肚子，还把饮料

捂在热水桶盖子上”。陈娟琳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这有啥，咱看热闹不就图个

开心嘛！”

这是一场真正全民参与、全民奉献的

社火表演，难怪被网友评论：“河津你就

卷吧，论社火表演谁能卷得过你呢！”

河津的社火火了正月 □ 安 纳

近 来 在 社 交 平 台
上 ，有 一 种 名 为“room
tour”的 vlog形式，深受
年轻人的喜爱。顾名思
义，room tour就是房间
游览的意思。这类视频
以房间为拍摄对象，可
以是新家介绍，也可以
是居家日记。

如果你有一个“旅
行酒店控 ”朋友，那她
（他）很可能热衷于记录
旅途 room tour。当你出
门旅行时，这位朋友会
第一时间闻讯“赶来”，
让你分享酒店环境的照
片、视频，而非那些传统
意义上的美景。尤其听
闻你订了一家很有特色
的酒店时，朋友恨不得
让你一进门就录制一段
room tour视频，然后才
心满意足结束“纠缠”。

我 就 有 这 样 一 个
“烦人精”朋友。

刚开始旅行时，我
也按照常规玩法，认真
积极打卡大家推荐的景
点。后来“偶遇”了一些
颇为惊艳、体验甚至比
景 点 更 深 刻 的 酒 店
后 ，我 的 旅 行 思 路 逐
渐 发 生 改 变 ：策 划 某
些地方的旅行线路时，
思 路 可 以 是“ 酒 店 优
先，再看景点”。

例如有一年我们去
云南自驾，路过奔子栏
镇。本来我们是准备去
周边徒步赏景的，奈何
天公不作美，倾盆大雨
下了一整日，根本无法出门。然而，那次记
忆并不算糟糕。因为酒店内部居住环境相
当舒适，木质家具和文艺装修风格给人一
种平和、温馨的感觉，而宽敞丰富的公共空
间，让住客就算宅在酒店也不无聊。

我依然记得，那家酒店有一个临水的
图书阅览室，屋内弥漫着温柔的晕黄灯光
和咖啡香气，我坐在大落地窗边翻书，阅读
一个学者的旅行随笔。窗外哗哗雨声形成
治愈的白噪声，窗子下方就是江水翻滚。就
是这样一个雨天临窗看书的记忆，让我念
念不忘，甚至完全不会因为那次旅行足不
出户而遗憾。

如今，很多大型度假酒店都会丰富室
内设施，健全公共区域功能，让住客在酒店
内就能获得一些不错的体验。除了传统酒
店服务，表演秀、手工课程、亲子游戏项目、
旅拍服务等，打造出一种“在酒店也能好好
旅行”的气质。

今年春节，我们回老家首次尝试入住
度假酒店，发现酒店非常努力地营造出热
烈的过年氛围感。除夕早晨，酒店大堂就摆
上长桌和手工材料，住客可以随意书写春
联、制作花灯。大年初一，门口有专门的舞
狮表演和新春好物市集，游客还可以租赁
传统服饰拍写真，酒店整体就仿佛是一个
迷你的过年庙会现场。

除了充分“挖掘”每个酒店的玩法，我
还有个特别的爱好：会在不同城市打卡同
一品牌酒店。

从实用角度来讲，坚持住同一品牌酒
店，可以积攒会员积分，从而获得一些后续
权益。

而从精神满足感出发，“长情式住酒
店”能解锁一种类似于新奇冒险的“探索
者”玩法。比如有的连锁酒店以主打设计
美学的建筑出名，有的以可口的“欢迎甜
品”深入人心，有的则以独具慧眼的选址
见长……这些“共同要素”，会让你在不同
地方落脚过夜时得到一种熟悉的亲近感，
冲淡旅途奔波的疲劳。

而就算是同一品牌酒店，也会展现出
美妙的差异性和“在地”感。

每次去云南、西藏旅行，我都喜欢住某
一个向来与当地自然景致完美融合的连锁
酒店。该系列酒店装修主打古朴、传统路
线，会有诸多体现当地民俗特色的摆设、布
置和书籍，你置身其中，恍若光临一个展示
当地文化的小小博物馆。

而该系列酒店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选
址，虽然交通相对不便，但是景致一定不会
让你失望。有一年我们沿着滇藏线自驾游，
沿路都住该系列酒店，就连续解锁了好几
段底色迥异、纷繁的入住经历。

比如，有一晚我们住在海拔 4400 米、
能看到冰川的村子里。高海拔难免令人畏
惧，且这家酒店是悬崖上相对孤独的存在，
但是酒店提供包含弥散式供氧的房间，从
落地窗就可看到毫无遮挡的冰川和星空。

解锁了“高冷”美学后，该酒店的另一
个落脚点，则瞬间显得柔和、恬淡。房间面
朝澜沧江，你可以坐在小院子里喝酒，抬眼
就是银河轻挽一江水，这就与看冰川的那
家店入住体验差异极大，仿佛你无意中看
到同一个人的两个侧面。

还有一处分店，提供徒步向导服务，走
进草原和丛林，你有机会偶遇可爱的野生
动物。

某年秋天，我竟因为参与了该酒店举
办的线上摄影大赛得到了一个惊喜小礼
物：收到从那风光绝美的远方寄来的一箱
雪山苹果。

当我坐在北京家中，“咔嚓”一声咬下
香脆可口的苹果时，有关旅行的诱人气息
扑面而来，这简直是一封有甜味儿的“邀请
函”——远方，大概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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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万岁》情景演出，200名青年演绎改革春

潮汹涌澎湃的春天故事。

社火表演现场展示“踩高跷”。 转花灯、舞龙社火表演现场。

风火流星，融民间杂技与武术为一体的民间社火表演艺术。 本文图片均由河津融媒体中心提供

□ 郑萍萍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成为一些外
出旅行者的噩梦——挤不进去的景
点，买不到票的回程，两家人订到了
同一间客房……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写
下各种意想不到的遭遇。

预见到可能的困难，来自上海的
zoe（网名）终究没有抵挡住“一个南方
人对雪的执念”，在龙年的大年初三

“冲到了哈尔滨”，不出所料，5天后的
回程，她需要辗转三趟火车且没有抢到
座位。上车前，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

“没有坐票又如何，都给我冲”。没想
到，上车后她的身体出现不适，幸运的
是，遇到了一名伸出援手的陌生人。
这位陌生人为她在“拥挤得无法落
脚”的车厢里争取到了一个休息的位
置，并在下车前留下了一张写着“姐
姐你很棒”的小纸条。

zoe 的经历被打上“陌生人的善
意”的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引来了围
观，越来越多网友开始在评论区分享自
己受到陌生人帮助的故事，其中不少都
发生在这个春节假期的旅途中。有人写
下陌生的年轻人将座位让给了自己和3
岁的宝宝，有人写下一家人因暴风雪滞
留瓜州被当地人热心收留，有人写下差
点误了火车被工作人员连拉带拽地送进
车厢……层层叠叠的评论中也有人提醒
大家，还是要在旅途中对陌生人持有警

惕之心；还有人质疑博主是为了流量编造
故事。留言中，更多人选择相信来自“陌
生人的善意”。

其实，这样的想象同样打动着一代代
作家、导演。从 1953 年上映的 《罗马假
日》 到 1995 年摘得第 45 届柏林国际电
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的 《爱在黎明破
晓前》，“旅行”与“陌生人”一直承
载着人们对“美好偶遇”的期待，是美
好故事发酵的天然佐料。

不过，在冷静的社会学家看来，与陌
生人相遇却不尽是美好的想象。在真正意
义的现代旅行者出现前，“陌生人”已

“游荡”多年。早期的陌生人多来自失去
土地、身份模糊的“游荡者”，他们带给
当地人的多是“恐惧与回避”。虽然作为
一种社会关系，“陌生人”的身份随着社
会语境的不同而变化。但不可否认的
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高度
流动性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多的陌生人，
现代城市更是陌生人的聚集之地，与陌
生人相遇、相处，几乎成为每个城市人的
必修课。

现实中，我们走在城市的大街上，迎
面过来一个陌生人，通常情况下，我们会

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著名哲学家
让-保罗·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
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
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他要
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物
化”，你自然感觉不适。简单来说，在悲
观的萨特看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
夺主体性而斗争。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正是没有
身份牵绊、利益瓜葛的两个陌生人，不
必为了什么竞争与争夺，才有了平等相
遇的可能，才有了对温暖故事的预期。
在电影 《爱在黎明破晓前》 中，两位来
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同样是在火车上
偶遇。他们一起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游
荡了一天，分享着对生命、自由的看
法，仅仅一天，两个人在“脱离”了各
自日常身份与语境的交流中产生了强烈
的共鸣。

心理学家蒂姆·莱文认为，这种与
陌生人的“完美”交流很有可能是受

“默认真实”的误导。他通过实验发
现，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我们的大脑通
常假设“人是诚实的”。而选择相信是
因为相比偶尔被欺骗，“假设陌生人诚

实换来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更有利于人
类的生存。

同时我们都有一种倾向，认为可以通
过行为举止判断对方是否诚实。我们坚信
眼神坚定、握手有力、语言得体的人是可
信的。这被心理学家称为“透明假设”。
我们还会因“耦合效应”而误解陌生人。
生活中，人的行为与发生的具体环境具有
紧密的耦合性，旅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为偶遇的陌生人创造了短暂脱离真实生活
的“虚拟环境”，但人们常常忘记哪个才
是真实的。

也许正是出于对“不完全真实”的认
知与宽容，有的时候，我们宁愿享受和陌
生人聊天的轻松，也不愿忍受和熟人社
交的压力。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也
要从更具有熟人属性的朋友圈，逃离到
基于陌生人社群建立的社交平台上。在
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善于和陌生人交往
的人一定是“社牛”，但事实上，无论是
外向型人格还是内向型人格，都会主动与
陌生人聊天，虽然他们的动机可能不同。
在一些人格测试中，甚至细划出“熟人社
恐，陌生人社牛”“陌生人社恐，熟人社
牛”的不同类型。

所以，并非所有人都会不辨真假，与
其说“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更容易让人破
防”，不如说几万点赞的背后是人们在借
机表达对于现代城市、现代社会中稀缺情
感的集体渴望。当我们脱离了传统的乡
土社会，从根本上失去了与地域连接的
确定性、与家族社群的统一性，失落与
孤独在所难免。我们进入了陌生人社
会，但依然残留着社会性物种对关系和共
同体的渴望。

时代不可逆转，争辩熟人社会和陌生
人社会的优劣，大概率是没有意义的，它
们都是双刃剑——想要熟人社会的亲密和
确定感，就得忍受熟人社会的压力与随
时被突破的边界；享受陌生人社会的效
率与自由，就得接受这个系统衍生出来
的孤独与冷漠。所以，旅途是困在系统
的我们为自己创造的一块精神飞地，旅
途中“善意的陌生人”是我们为自己寻
找的精神伴侣。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称之
为在系统之外，属于精神生活、道德生
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生活世界”。在这
个世界里，我们努力好好沟通，无论是和
陌生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一起面对现代
性的精神困境。

旅途中的陌生人

他视野

你好 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