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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燕亚男文/图

“左脚往前，抬右脚，手稍
微高一点。”1月11日上午，在宝
丰县周庄镇崔庄村经担舞传承
人金晴的家中，她正教3位村民
学习经担舞。

经担舞作为国家级说唱文
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重
要非遗项目，是宝丰县珍贵的
民间文化遗产，于 2013 年被列
入平顶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21 年被列入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经担舞以宝
丰县李庄乡、闹店镇、石桥镇、
周庄镇为中心，辐射全县 10 多
个 乡（镇 、示 范 区）及 周 边 县
市。去年 12 月，省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了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经
担舞传承人金晴就在其中。

ＡＡ从喜欢到传承

1月11日上午，天气寒冷，在崔庄村
金晴家院子里，她和3位身穿彩衣的老
太太，担着经担，边走边舞，色彩艳丽
的经担随着节奏上下起舞。

“现在没有出去演出，我们就在
家自娱自乐一下。”今年 76 岁的金晴
说。

这些表演用经担舞道具是特制
的，经担的扁担用一根柔软的竹条做
成，竹条的上面用红布条或红毛线细
细密密地包裹着，两边担挑着的经担
有布和棉花做的，也有用硬纸壳做的，
朴素、美观又结实。

“这些道具都是我们自制的，绣球
形的这个比较难做，做一个要好几
天。”金晴说。

经担舞又名“挑经担”，是观音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宝丰香
山寺、白雀寺，本为佛教舞蹈，后在民
间广泛流传，成为以娱乐为主的群众
性舞蹈。据传，妙善公主（观音菩萨）
在宝丰古父城出生、出家并得道正
果，舍双眼、双手救父感天动地，闻苦
救难普度众生。百姓感念观音善良，
每逢初一、十五，附近村妇便挑起经
担载歌载舞前往朝拜，并不断发展完
善。

金晴从6岁多开始跟外婆学习经
担舞，十几岁掌握了跳经担舞的技能
与动作，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没再坚持
跳。一直到58岁那年，金晴才重拾经
担舞，开始挖掘和传承这一传统民间
艺术。在其带动下，她的经担舞团队
发展至60余人，逢年过节，镇里都会组
织他们到马街书会、香山寺等地演出，
深受群众的喜爱与欢迎。

今年68岁的崔庄村村民李素跟着
金晴一起跳了 18年的经担舞，连孙子
孙女都学会了。每天不跳上几步，总
觉得少点啥。“现在，我们村只要大鼓
一响，大家都很自觉地拿着道具出来
跳经担舞，我们村上到七八十岁的老
太太，下至 2 岁多的小孩基本都会
跳。”

在宝丰县永明路与迎宾大道交叉
口附近王福臣的经担舞传习所里，今
年 76 岁的经担舞传承人王福臣正在
整理铁架上挂着的 10 副经担。屋子
内四周的墙上和架子上都是他带着队
友们表演经担舞的照片，一面墙上写
着“增强文化自信 传承优秀文化”几
个大字。

王福臣是一个有 55 年党龄的老
党员，从小跟着一位长辈学习经担
舞。退休后，他回到宝丰县杨庄镇王
铁庄村定居，一边传承非遗项目经担
舞，一边全身心投入中华孝道文化的
义务宣传中，并授徒传艺。每月初一、
十五他都会组织周边妇女开展传习排
练、演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BB从“娱神”到“娱人”

“只要有一块空地，他们就可以无
拘无束，尽情地展现经担舞的风采。
经担舞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也成了群众
日常健身强体的舞蹈。”宝丰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郭敬伟介绍
说。

如今，经担舞历经千年，完成了从
“娱神”到“娱人”的转变，融合了当地
俗信、传说故事、仪式禁忌等文化事

象。农闲时节和逢年过节，数村结合，
经担舞者们一边起舞一边唱经调歌
（经担歌），经调歌内容承载着故事、传
说、民歌、孝善等当地文化特色。

郭敬伟表示，经担舞表演庄重而
又热烈，但是道具简单，用长竹板制作

“扁担”。经担有绣球形、毛篮形、鲤鱼
形、莲花形、灯笼形等数种。无乐器伴
奏，不化妆，一般由十余人聚集一起，
一人手敲钵盂领唱，众人肩挑经担附
和。舞蹈分踏步、正十字步、斜十字
步、花帮步、掖步、卧鱼等，步法灵活，
脚步轻快，边唱边舞，场面欢快热闹。
现在已成为群众精神寄托、情感宣泄、
娱乐健身、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

金晴说，过去经担舞的表演比较
随意，各自穿各自服装，现在条件好
了，一般穿彩衣；过去不化妆，现在有
的化淡妆；过去用敲钵盂领唱，现在有
的用镲、鼓作伴奏。

CC让传承“活起来”

目前，口传身授、群体传承是宝
丰县经担舞主要的传承方式，女性
是其主要的传承群体。周庄镇崔
庄、杨庄镇王铁庄等村均设立了经
担舞传习所。每逢节日，全县 10 多
个乡（镇、示范区）的群众都会跳起
经担舞。

王福臣说，经担舞简单易学，形式
多样，大人小孩都喜欢。他的姥姥一
直希望经担舞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从他姥姥的师傅算起，现在他的孙
子孙女已经是第五代传承了。“目前，
我正在整理经担舞的唱词，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经担舞，传

承孝、善文化。现在，我已经发展学员
100多人，并在商酒务镇、观音堂林业
生态旅游示范区、石桥镇开展经担舞
的文化宣传。”

2020 年 6月 14日上午，王福臣带
领经担舞队伍，在郑州市二七区红花
寺村委会参加建党100周年庆典活动；
6月22日是农历五月十三，王福臣带领
经担舞队伍来到商酒务镇西的一座关
帝庙前，跳起经担舞，庆贺夏粮丰收，
并为大家讲了宝丰经担舞的悠久历
史、端午节习俗中的“孝文化”。金晴
还曾在该县周庄镇部分学校开展“非
遗进校园”活动中，通过教授学生们其
特有的踏步、正十字步、斜十字步等经
担舞传统技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近年来，随着保护和发展非遗的
理念越发成熟，宝丰县对非遗保护的
力度也越来越大。经担舞内在的文化
和艺术价值日益受到该县的重视，2011
年，我市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申报

“中国观音文化之乡”，经担舞作为我
市源远流长的观音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文图材料被详细载入申报资料。
2012年，具有浓郁鹰城地域文化特色
的民间舞蹈经担舞申遗启动。2013
年，经担舞作为传统舞蹈被列入平顶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经
担舞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经担舞的唱词内容多为劝世良
言（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除
恶扬善等），这对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
要意义，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方面
也有独特价值。下一步，我们将对经
担舞的唱词进行整理编纂。”平顶山说
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申红霞说。

古老奇特经担舞 走进寻常百姓家

金晴（前排中间）和同伴在表演经担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