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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位于山西太行山与太岳山之间，浊漳河为境内
主要河流，发源于北部漳河村，自北向南出境流入襄垣
县，这“两山一河”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
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踩高跷是沁县境内一种
民间艺术形式，主要流传在西乡太岳山麓的郭村镇一
带，同时定昌镇西渠上村、段柳乡长胜村以及故县镇南
仁等地也曾有过踩高跷的历史，但时间较短。以郭村镇
为中心的郭村、元王、任胜、开村、南沟等多数村庄都
有踩高跷的习俗，尤以郭村、元王两村的高跷著名，郭
村高跷属文高跷，元王高跷属武高跷，郭村镇自古就有

“高跷之乡”的美誉。元王高跷于 2011 年入选山西省第
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尧 踩高跷的历史渊源
踩高跷这一民间舞蹈，在沁县境内历史悠久。据沁

县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组长魏应
忠介绍，沁县南涅水石刻馆展厅陈列着一块特殊的南涅
水石刻造像 （石塔），该造像塔的四面都刻有图案，其
中有一面便是一幅百戏图，图中雕刻有踩高跷等民间杂
耍。笔者也专程去石刻馆进行考察，亲眼目睹了那块百
戏图石刻造像塔。南涅水石刻是 1957 年在沁县南涅水村
出土的，属于北魏至北宋六百年间的石刻造像作品，这
说明沁县踩高跷习俗早在北魏到北宋年间就已经广为流
传。 《沁县志》 关于舞蹈的记载有这样一段话：“高
跷，沿传已久，郭村、元王较有名气……”由此可见，
踩高跷习俗在沁县形成历史久远。

郭村高跷袁 被称为文高跷遥 据郭村副支书刘高鹏
（67 岁），村民姚国伟 （65 岁） 以及姚进荣 （85 岁）、姚
栓柱 （85 岁）、姚银柱 （83 岁） 等老人介绍，并查阅了
《姚氏西门家谱》、 《沁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郭村高跷》 等
文字资料发现郭村高跷形成于明初年间。郭村高跷，原
名叫桥则上高跷，因郭村姚姓家族 （一世祖勤学） 于明
万历七年 （公元 1580 年） 到达郭村定居之后数年，五世

姚应谷外出闯荡，返乡带回一
副高跷，族人觉得好奇，姚应
谷就开始教族人踩高跷，从此
踩高跷习俗在族内代代相传，
高跷成为姚氏家族的娱乐形式，
高跷这一民间艺术在郭村的姚
氏家族扎下了根。姚氏家族逢
年过节特别是春节、元宵节都
组织踩高跷自娱自乐、庆贺节
日。由于姚氏家族住郭村桥则
上 （村里地名），故人们又称郭
村姚氏家族的高跷为桥则上高
跷。随着社会的发展，郭村其
他姓氏也渐渐参与高跷活动，
村委经常组织高跷队活动或代
表郭村外出表演参加文娱活动，
郭村高跷的名字也就渐渐取代
了“桥则上高跷”的名字，而
且名声远扬。而且不少人家还

形成了祖传技术，子承父踩，三代同踩，甚至一些七十
多岁的老人还在踩。

元王高跷被称为武高跷遥 通过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卫
剑刚（50 岁）和卫天元（81 岁）、龙高翔（81 岁）、卫明元（72
岁）三位老人以及长治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高跷）王亮清（65 岁）的采访，基本上弄清了元王村
踩高跷的形成历史。剧卫剑刚介绍，该村卫德富算是一位
踩高跷元老，他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当兵时学会踩
高跷，并经常和驻扎在村里的决死纵队文艺兵在一起踩
高跷，也就是大约在 1938、1939 年期间。这个时间段元王
村里踩高跷也得到了龙高翔、卫天元等老人的佐证。据龙
高翔说，1955 年元王村正式组建高跷队，次年元宵节就到
县城演出，从此每年正月十五在村里、镇甚至到县城表演
成为常态，且深受好评。综上所说，元王村踩高跷的历史，
起码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形成习俗。

二尧 踩高跷的艺术特色
郭村高跷和元王高跷之艺术特色各不相同尧 各具特

色遥 高跷一般以舞蹈队的形式表演，也称高跷队，高跷队
人数十多人至数十人不等，一般都在 20 人左右。大多舞
者扮演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角色形象，以戏剧
白蛇传、西游记、三国人物为扮相，后发展到装扮工农商
学兵，全国大唱样板戏时期，也以《红灯记》、《沙家浜》、
《智取威虎山》等人物为扮相。演唱内容较多，以自编自演
为主，有宣传党和国家新形势新任务的新编内容，也有民
间广为流传的传统内容如《五哥放羊》等，更有急性发挥、
现编现唱、见甚唱甚的现编内容，到药店门前唱治病救
人，到商店门前唱诚实守信等内容。

踩高跷音乐伴奏的乐器袁 郭村尧 元王两家略有区
别遥 从打击乐器看，有鼓、大锣、小锣、大镲、中镲、
小镲，这是共同点，不同的是郭村高跷还多一个掌锣。
从音乐表现形式上看，郭村高跷在演唱时只有打击乐伴
奏，而元王高跷演唱时还有管、笙等乐器演奏跟腔伴

奏，所以也有人称元王高跷为八音会。
踩高跷的音乐曲牌袁 郭村尧 元王两家区别较大遥 郭

村文高跷则以唱曲为主，其音乐节奏较为平稳，唱腔以
当地干板秧歌曲牌为主，分中板、慢板两种板式。元王
高跷鼓点明快，节奏紧凑，唱腔独特，古老唱腔音乐跳
跃性较强，音域跨度较大，演唱难度较高，现在很少使
用。近年来的高跷演唱曲牌多采用民间圪圈圈秧歌曲
牌，或八音会曲牌，一般曲牌有 《绣牡丹》、 《十绣》、
《十二月花》 等。

高跷表演袁郭村尧元王两家显然不同袁区别更大遥郭村
文高跷，舞者重扭踩和情节表演；元王武高跷重炫技功
夫，以表演高难度动作著称。元王高跷的舞蹈表演形式有
跳桌子、跳板凳、下八叉、过双桥、骑象等，踩法有走八字、
穿插队、剪子股、蛇脱皮、正步踩、倒步踩等。特殊好把式
跳桌子能跳三张桌子、三支板凳，能表演各种高难度动
作，如两梯和搭在一起，左上右下，或右上左下，用凳子相
连过桥，三四个高桌垒起来过高桌，劈叉，卧地起立等。因
此，元王高跷以表演高难度动作闻名晋中、长治一带。上
世纪九十年代末，以郭村、元王、开村、南沟等四村组成的
郭村百人高跷舞蹈队，曾两次代表沁县赴长治市参加元
宵节街头文艺展演，博得好评。

高跷表演舞者的服饰，一般着戏曲行头，舞者常用
道具有扇子、手绢、木棍、刀枪等，文高跷和武高跷基
本一致，没有特殊区别。

高跷袁 在民间也称拐子袁 就拐子的高度而言袁 各不

相同遥 郭村高跷的高度 （指脚踏板以下） 一般为 70 至
80 公分，元王高跷的高度有 50、60 公分高的，也有 70
至 80 公分高的，龙高翔老人把元王高跷传至西渠上村
时，新做的拐子高度达到了一米，他说拐子越高，越容
易跳过桌子。元王高跷在其发展历程中，曾经启用过短
拐子，其高度为正常拐子的一半高，即 30 至 50 公分不
等，民间也称小拐或短拐、低拐。高跷拐子演变为短拐
或低拐，高度大约为 30 厘米左右，这种短拐又被人们
称之为寸跷，踩寸跷多为儿童。

三尧 发展现状与保护建议
郭村高跷和元王高跷自形成以来，发展态势较好，

名声四射。这两家高跷在县内及周边地区名声较大，精
湛的表演技艺深受老百姓喜爱，致使众多高跷爱好者酷
爱这门艺术，也激发了他们学习高跷艺术的兴趣和动
力。其实在郭村镇一带只有郭村和元王村踩高跷的历史
久远，其它村的踩高跷历史都较短，新中国成立后才逐
步发展到其他村，任胜、开村、南沟等村也组建了高跷
队。元王村龙高翔老人在定昌镇西渠上村教书期间
（1986 年），在学校组建了一支学生高跷队，从此元王高
跷传到了西渠上村，为了让低年级的小学生也学习这门
民间舞蹈艺术，大队为学校制作了短小的拐子，儿童也
开始踩拐子，而且还将这种小拐子表演搬上了舞台，省
电视台还在该村录制了学校儿童的寸跷表演。21 世纪
初，寸跷舞蹈艺术走进沁县中学，在县文化局的大力扶
持下，帮助制作了 100 副寸跷 （小拐），安排舞蹈教师王
芳去中学指导，初一学生开始学习寸跷舞蹈艺术。2005

年该校的百人寸跷舞蹈队曾代表沁县赴长治市参加全市
元宵节街头文艺节目展演，形式独特、表演精湛的寸跷
舞吸引着众多摄影师、记者进入队伍多角度拍摄，这次
寸跷舞夺人眼球的表演轰动了全市。

郭村姚进荣老人在县农修厂上班期间也把郭村高跷
技艺传到农修厂，在他的组织带领下农修厂也组建了高
跷队，持续数年参加县里元宵节文艺汇演。元王村卫天
元老人在太原做工期间也带元王高跷队在榆次表演深受
人们喜欢，也曾被邀请在榆次传授踩高跷技术，组建高
跷队。郭村和元王村的高跷，不仅在正月期间被邀请到
沁源县的郭道、活凤、城关等地演出，而且在每逢集会
时也邀请高跷队前去助兴演出，高跷舞技艺独特、名声
在外、远扬三晋。

沁县踩高跷民俗，一般是在每年的春节、元宵节期
间活动，自从 2009 年沁县开始举办端午民俗文化节以
来，元王、郭村的高跷连年被邀请到县端午节城定点表
演，且深受四方宾朋亲睐，高跷表演也成为端午节的一
项重要民俗。

从当前农村踩高跷娱乐活动的现状看，时间上只能
在正月放假时间开展活动，其它时间组织活动难度很
大；其次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在影响着踩高跷活动，凭爱
好和兴趣积极参与逐渐变为有偿参与；第三是出于安全
考虑，好多人都不随意踩高跷。这三种现象的存在，极
大地影响着高跷这门传统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民间舞蹈
高跷这门传统艺术正在面临失传的严重危机。

如何加强对高跷传统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袁 结合近年
来沁县高跷发展状况袁 提供以下几点建议予以借鉴遥

1尧 政府主导袁 积极参与遥 几年以前，县政府每年
组织传统艺术和民间社火在元宵节期间到县城汇演，从
乡镇到村委每逢腊月就开始积极筹划元宵节系列活动，
踩高跷作为重头戏备受关注，高跷技艺有了进一步提
升，参与踩高跷的年轻人在逐渐递增。因此建议县乡两
级政府坚持春节、元宵节、端午节高跷活动不间断。

2尧 加大投入袁 扶持发展遥 高跷民俗活动和其它文
化娱乐活动形式一样，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在县乡财
政有限的条件下要追加文化活动经费，为高跷艺术的传
承和保护提供经费保障。

3尧 转变观念袁 增强意识遥 要采取形式多样的教育
手段，不断加大人们对高跷艺术的兴趣培养和增强传承
文化的责任感，以进一步提高人们参与高跷活动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

4尧 社会参与袁 老板引领遥 要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家
和个体老板高跷爱好者的积极性，鼓励他们投资搞活
动，拿出一定的资金资助文化活动，支持高跷传统艺术
的传承培训工作。

5尧 高跷传承袁 儿童抓起遥 建议在中小学的传统文
化课程内，增加高跷或寸跷舞蹈项目，让高跷或寸跷舞
进入学校，形成常规，
逐步形成儿童学习寸跷
艺术、青少年学习高跷
艺术的良好机制。

浅谈沁县境内高跷的起源与发展
魏钰坤

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院帮扶工作典型案例

扶贫扶志扶品德 到村到户到心间
———贫困户张秀清的脱贫事迹

“俺养的猪今年出了三栏了，一年除去一切开支，纯收入有两万元。”
近日，沁县册村镇南尧上村村民张秀青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对前来
调研的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院党委书记、院长乔艺玲说，“多亏了咱沁县师
范、多亏了你们帮忙落实“一户一项”,要不俺老两口哪能像现在这样风光
呀！”

以前的张秀清，是一个靠种地为生、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妻二人都是过
六十的人了，虽然身体还算健康，但无劳动能力。一个女儿正在读大学，这
些年为了筹集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张秀青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不说,还欠了
不少外债。一个儿子，虽在外务工，也仅能自食其力，帮衬老人十分有限。
2015 年,张秀青一家被确认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何帮助张秀青尽快走村困境并脱贫致富，成为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
院驻村工作队的心事。2016 年，当听到张秀青有养猪的想法，但没有技术
时,驻村工作队队长杨玉伟几次登门，耐心讲解国家扶贫政策，认真分析养
猪产业市场行情，在交流的过程中得知张秀清本人还是有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后，更是鼓励他挺起腰板干一番事业，在村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经过扶
贫工作队的多次鼓励引导，张秀青终于觉得办养猪场大有胜算，增强了创
业信心，并开始张罗养猪建场。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积极帮助落实“一户一
项”脱贫资金，联系信用社协助贷款，再加上张秀青东拼西凑的两万多元，
仅仅 2 个月,一个存栏 50 头规模的养猪场就建成了。

为使养猪场能实实在在产生经济效益，工作队长杨玉伟鼓励张秀青积
极参加相关培训继续“深造”，成为养殖“土专家”。高峰期，张秀青的猪棚里
有母猪、仔猪、大中猪 50 余头。经过粗略估算，一年张秀青卖出商品猪 70
多头，除去饲料、仔猪成本、工资等支出，净赚两万多元。赚了钱，张秀青首
先还清了贷款，并把附近村民的借款全部归还。

现在的张秀清，是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户，村里的能人。他腰包鼓起来
了，生活条件好了，女儿大学毕业了。他还张罗着来年给儿子着在城里买套
新房。作为一名老党员，热心村内事务，关心集体。他还是村里的水利员，义
务承担村内医疗、养老保险的缴纳的任务，2017 年换届被村民推选为村民
代表。现在尝到了创业甜头的他，心底萌生还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成立
养猪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和他一起脱贫，共同致富。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我的养殖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再加上村里好多
贫困户也想跟着我养猪，所以我想试一把。”从“让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如今的张秀青正忙着四处筹措搭建专业猪舍的资金，谋划着他的养猪事业
的发展蓝图。“以前我一没技术二没钱，真不敢折腾，可现在我知道只要把
政府给的政策用好，再加上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的帮忙，我有信心干
好！”

“扶贫先要扶志”，贫困群众既是扶贫的实施主体，又是直接受益者，激
发扶贫对象的内在动力，就是激发他们摆脱贫困、致力创业的梦想。要把激
发贫困群众自发、自愿、自觉的致富愿望，作为扶贫的重要举措，通过贫困
村致富带头人培训等途径，扶持一批有想法有干劲的带头人发展特色产
业，用贫困群众身边的典型教育人、说服人、引导人。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
院驻村工作队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和精准扶贫有机结合的新路子，最大限度
地调动群众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贫困群众立足自身脱贫
致富的信心，激发他们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决心和热情。

“越是到了脱贫攻坚最后的关头，越是到了啃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
头”的时候，我们越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激发
贫困群众自身的致富动力和能力是治本之策。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领导
干部带头、脱贫人才领军、驻村工作队保驾护航。”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院
党委书记、院长乔艺玲如是说。

1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袁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6 月 21 日至 23 日袁习总书记亲临山西视察袁深

入岢岚县赵家洼村和宋家沟移民新村看望贫困群众袁在太原主持召开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2尧李克强总理考察山西脱贫攻坚遥 9 月 4 日袁李克强总理深入长治

市壶关县五龙山乡程庄村考察脱贫攻坚袁对我省野三保险三救助冶健康扶
贫给予肯定遥

3尧汪洋副总理三次考察调研山西脱贫攻坚遥 1 月 13 至 15 日 ,5 月 7
至 8 日尧6 月 21 至 23 日 ,汪洋副总理先后三次 ,分别深入长治市武乡县尧
吕梁市交城县尧忻州市岢岚县考察调研脱贫攻坚工作遥

4尧全省集中力量攻坚深度贫困遥 省委省政府确定 10 个深度贫困县尧
3350 个深度贫困村尧28.47 万深度贫困人口袁 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 优化
深化实化超常举措袁集中力量攻坚深度贫困遥

5尧健全完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遥 省委省政府出台叶山西省脱贫攻坚
责任制实施细则曳曰省委组建 7 个脱贫攻坚督导组 ,包市划片常年督导曰省
政府组建 8 个专项扶贫领导组,分管行业尧扶贫领导任野双组长冶遥

6尧叶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曳颁布施行遥 12 月 1 日袁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 叶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曳袁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全省扶
贫开发步入法制化轨道遥

7尧省政府出台叶山西省野十三五冶脱贫攻坚规划曳遥 4 月 6 日 ,省政府
印发叶山西省野十三五冶脱贫攻坚规划曳遥

8尧全省开展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遥 11 月 5 日袁省
委省政府召开动员会袁印发工作方案 ,在全省组织开展野四聚焦尧四整治冶
为主要内容的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遥

9尧生态扶贫和产业扶贫经验在全国推广遥 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我省

就生态扶贫交流发言袁全国林业扶贫现场观摩会在吕梁市召开曰全国产
业扶贫现场观摩会在长治市壶关县召开遥

10尧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模范和脱贫攻坚奖评选活动遥 忻州市代县峪
口乡段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桂珍获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尧运城市盐湖区沟

东村党支部书记雷茂端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曰沁源县赤石桥乡原党
委书记李飞等 40 人获全省脱贫攻坚奖遥

贫攻坚十件大事

调查与研究

学院工作队在张秀清家入户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