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名片

朱大印

香山湖

信阳风情

E-mail：xywbnews@126.com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责编：刘 方

创意：刘学萍
质检：刘 凤

2018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一
9版

商城花伞舞
商城花伞舞起源于宋朝，发展

于明代，鼎盛于清朝，繁荣于当今。
“刘二姐”打着花伞，丑婆、小丑伴
随左或右， 舞蹈与花挑大同小异。
先有早期一把伞演变成二把伞，再
演变成三把伞。

《花伞》民间叫《刘二姐赶会》。
所谓《花伞》，一是持伞者扮装的是
旦角，人称“灯心子”，戏中唤为“小
花”；二是主要道具是伞，伞的上面
装饰着许多用竹篾扎制的蝴蝶、金
瓜、 珠子和纸花等各种物体的彩
灯，故此而得名《花伞》。 所谓《刘二
姐赶会》， 传说有一刘姓夫妻领着
小女儿赶庙会时打把雨伞遮荫，途
中有人问他们去哪儿，刘老头边笑
边回答：“领二姐去赶会。 ”谁知乡
里的调皮鬼把这句话当成笑谈，给
传开了，正巧合了《花伞》这一花灯
形式。 久而久之，《花伞》的别名就
叫《刘二姐赶会》。

据有关资料和老艺人回忆，明
代商城就兴起元宵灯会风俗。 （明）
嘉靖三十年《商城县志》记载：“宵
作灯市， 自十三日起至十六日止，
街市之民，各结棚张灯，放花游鼓
乐达旦。 ”又据（清）嘉庆八年《商城
县志志》记载：康熙十五年建县署，
“斯时也，有歌诗以颂者，有舞以庆
者 ，山农野叟 ，扶杖而至 ，乐观其
成。 ”由此可见当时的盛况。

老艺人张益回忆，商城一带最
喜爱玩灯， 常把各地好手请来，想
出各种玩法，灯会往往从农历正月
初七开始一直玩到二月初二，从清
明朝山（适古庙会）玩起，玩到端阳
节，断断续续四五个月。 据老艺人
温天赐回忆当年元宵灯会街口要

道远处便搭一架松枝排楼，上面布
满纸花、红灯和彩灯。 街市上农家
有户户挂着花灯， 备齐鞭炮、 对子
（用红纸画着果品或钱等物，待花灯
玩毕后酬谢各位玩友），嘉迎各样花
灯到来。 夜晚更加热闹，店面内里里
外外、 上上下下点燃蜡烛， 耀眼夺
目，直到天明。 后来，灯会在商城民
间形成了风俗，逢年过节也好，乡间
的古庙会也好， 地方上有爱好者自
荐为会首， 由他从群众中筹钱或自
己捐款，聘请各地著名花灯艺人、琴
师，组成一支支花灯舞队，少则一两
支灯、多则十几支灯。

早期的《花伞》由三人表演，都
是男青年扮装， 一个扮成旦角，一
个扮成老头，一个扮成老婆。 演出
非常简单，谁家放炮接灯 ，就在谁
家门口唱几段小调，说上几句俏皮
话，逗人哈哈一笑。 后来，表演形式
和内容越来越丰富，表演水平也逐
渐提高，演出班子增多，涌现出许
多优秀的《花伞》艺人。如在鄂豫皖
边区较有名声的徐文烯 、 洪少山
（绰号洪裂褂子）、殷霞明（绰号殷
六姐）及能歌善舞的赵香九 、温天
赐等。 舞蹈语言由原来仅扭扭唱
唱，增添了“踩八板”，以及二人、三
人表演的、具有简单情节的小歌舞
《抢手巾》《抢板凳》《秧大麦》等。 灯
歌的同调丰富了，不仅对原有曲调
有所发展，而且吸收了不少当地和
外地的民歌小调，由原来的几首增
加到几十首， 不同人物有了不同的
唱腔。 服饰由清装为时装，道具制作
上也比过去美观精巧许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 ， 群众性的
《花伞》 舞活动在广大城乡蓬勃开
展起来，姑娘、媳妇甚至老婆婆也
打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参加表演，改

变了长期以来男扮女装的状况 ，
《花伞》也由广场演出搬上了舞台。
不少演出班子把《花伞 》中的老头
儿、 老婆儿换成两个或四个少女，
手持彩绸或绸花， 或者是莲花灯，
编唱新的唱词鼓舞人民的劳动热

情。 1955 年，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又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城乡各地纷
纷组织起业余文艺宣传队 、 文工
团、歌舞团，他们除排演一些表演
唱、小戏曲配合中心工作外 ，还大
量学习当地的民间艺术形式 。 于
是，《花伞》 这一民间舞蹈大放光
彩。 在新老艺人的合作下，相继发
展、创新出《三把伞》《六把伞》，是
由五个男女青年扮装为姑娘、老婆
和老头，手持花伞去赶会 ，由于老
婆年迈脚小难行走，姑娘手中的伞
便变成车轮， 请老婆坐在车上，一
家人推的推、拉的拉 ，欢欢喜喜去
赶会的情景。 后来又将《三把伞》改
编成《送代表》。

1958 年，商城城关镇业余红旗
歌舞团芦苇 、何强等合作 ，把 《花
伞》改编成《六把伞 》，通过六个姑
娘手持花伞、手巾，结伴到郊外游
春 ， 来展示农村出现的新面貌 。
1959 年，《花伞舞》参加维也纳世界
青年联欢节演出， 荣获银质奖杯。
从此，《花伞舞》这一艺术形式在全
国流传开来。

商城素称歌舞之乡，歌舞的数
量多且很有艺术特色。 花伞舞的表
现形式，代表着大别山民间舞蹈的
风格，在河南民间歌舞中占有很重
要的位置。 2011 年，商城花伞舞被
省政府命名为省级非保项目。 2013
年，樊恩荣被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
非物质遗产传承人。

香山湖位于新县县

城东南部 ， 景区面积
55.5 平方公里 ，山清水
秀 ，石奇景幽 ，风光如
画，素有“豫南西子的”
美誉，是国家水利风景
区。 香山湖因香炉山得
名 ， 香炉山属豫南名
山。 相传玉皇大帝为救
民于水火，派殿前的香
炉下凡间点化众生 ，后
化成这座大山 ，据说普
天下的香炉都是香炉

山的子孙 ，有 “天下第
一炉” 的美誉， 被尊为
“香炉鼻祖”。
（据新县政府信息网）

我市青年作家黄森林散
文集《芍药是芍药 牡丹
是牡丹》出版

信阳消息（南 湖）近日，我市青年作家黄
森林的第二本散文集《芍药是芍药 牡丹是牡

丹》已由国家级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正式常
规出版，下月起将在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
网以及各地新华书店销售。

本书是作者十年来散文创作的精选集 ，
共收录了 160 篇文章， 分为四个专辑： 第一
辑，《海獭，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二辑，《一米
远的世界》；第三辑，《为亲人放慢脚步》；第四
辑，《谁在窗前看风景》。 所有的文章均在全国
各地报刊发表过， 部分文章先后被 《人民文
摘》《青年文摘》《意林》《格言》《思维与智慧》
《特别关注》《中国剪报》等转载，入选多种选
本，并被编为阅读理解试题。 本书附赠十篇文
章的阅读理解试题及参考答案的小册子 ，适
合中小学生的现代文阅读，对初学写作者也有
一定的帮助。

黄森林，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
学研究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
网络文学学会副会长、信阳市散文学会理事、
光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散文百家》
《人民文摘》《青年文摘》《格言》《意林》《特别关
注》等全国 400 余家报刊。 文章入选《2008 年
感动中国经典散文 》《2010 年度中国散文经
典》，已出版散文集《记下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