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提示

2016年 11月 30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一刻，满满的文化自信充盈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胸臆。
当“二十四节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深深镌刻鲜明的“中国符号”时，很多人不知道，其申遗之路早已悄悄留下不可

磨灭的“南阳印迹”———内乡县衙博物馆研究挖掘、保护传承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春牛”，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住了“立春的密码”，被
确定为“二十四节气”申遗全国十大支撑点之一，为“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2月 3 日，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之后的第一个“立春”。 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即将来临之际，本报记者特地为您破译“打春牛”蕴藏
了两千多年的“立春密码”，讲述内乡县衙博物馆在“二十四节气”申遗历程中春牛一般俯首耕耘、倾情奉献的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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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明，留住“立春密码”

内乡“春牛” 驮着“二十四节气”去申遗
□本报记者 陈强 陈书洁 陈晓文 周梦 通讯员 苗叶茜 文/图

穿越历史 牵回一头春牛来
在古人的心目中，“二十

四节气”里最重要的是“四时
八节”，立春、立夏、立秋、立
冬是为“四时”。 作为“四时”
之首，立春在“二十四节气”
里的地位显而易见。 那么，

“二十四节气”申遗，立春这
场重头戏为什么选择由内乡
县衙博物馆来担纲呢？ 答案
是： 内乡县衙博物馆研究挖
掘、保护传承了有两千多年历
史的“打春牛”，为中国传统文
化留住了“立春的密码”。

1989 年，在修复县丞衙
挖地基时，一个长 136 厘米、
宽 82 厘米的石槽被挖了出
来。为探明石槽的用途，工作
人员四处走访。最终，祖上曾
在晚清衙门当过书吏的马锡

瑞老人揭开谜底： 这个石槽
名叫“迎春池”，是旧时县衙
为举办立春日的岁时活动

“打春牛”而凿。立春前一日，
人们将土牛、芒神移于池旁，
池中灌满清水， 以祈求风调
雨顺。自此，内乡县衙博物馆
开始研究挖掘“打春牛”。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
皓首老人的记忆中， 内乡县
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点一
点地求证出“打春牛”蕴藏的

“立春密码”。史载，“打春牛”
源于西周，《礼记·月令》中已
有“出土牛，送寒气”之说。到
汉唐时期，“打春牛” 已相当
流行。沿袭千年，“打春牛”从
民间风俗活动逐渐演变成了
劝课农桑、 鼓励春耕的重要

政事活动，宋仁宗颁布了《土
牛经》，《明会典》明确规定了
《有司鞭春仪》， 明清两朝的
内乡县志中更是详细记载了
迎春开支。 据《内乡县志》记
载， 就连春牛身上各部位的
尺寸也有具体的规制和象征
意义：春牛身高四尺，象征一
年四季；身长八尺，象征一年
中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和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8
个节气；尾长一尺二寸，象征
一年十二个月。民国十年（公
元 1921 年），“打春牛” 在内
乡县衙上演依依不舍的“告
别演出”。斯时的春牛已不是
土牛，而是纸牛。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打春牛”的魅力开始绽放，

内乡县衙博物馆敏锐地意识
到他们挖掘到了一座中国传
统文化的宝藏。 2005 年，内
乡县衙博物馆汇集史料记
载，编排剧本，恢复了“打春
牛”这一民俗活动，在每年的
立春日进行展演。 这是对

“打春牛”这一中国传统文化
最好的保护、传承。2007 年 6
月，内乡县衙“打春牛”成为
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2013 年，“二十四节气”
申遗正式启动， 拥有“打春
牛” 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的内乡县衙博物馆， 当之无
愧地成为展示立春神韵的最
佳选择，跻身“二十四节气”
申遗全国十大支撑点。

◆申遗路上 春牛俯首细耕耘

◆春牛奋蹄
奔向诗一样的远方
2016 年 12 月 9 日， 内乡县衙博

物馆召开庆祝“打春牛”申遗成功座
谈会。 会上，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王
晓杰说：“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向全世界传播、
弘扬了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文
化，内乡县衙为能尽一份力而深感荣
幸。 今后，内乡县衙博物馆将通过举
办‘二十四节气’图片展览、实景演出
等活动，一如既往地研究挖掘、保护
传承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民族
文化的血脉得以永续！ ”

这是一份清醒的认知。 申遗成功
不是终点，传承保护才是根本。“二十
四节气”申遗成功的喜讯传来，人们
振奋不已， 但短短一周后的大雪节
气，似乎并没有沾到什么“喜气”，像
往常一样倏忽而过。

“二十四节气” 是中华民族数千
年智慧结晶，如今依然是重要的生活
坐标，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它在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全世界的承
认，恰恰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依然
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 是我
们每个人身上抹不掉的基因。 但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改变，
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 原汁原味的文
化记忆和民族传统正在渐渐远离。 我
们自觉地保护它、爱惜它、传承它、发
展它，才能留住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
时有明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
说。 ”天地可以不言，四时可以不议，
万物可以不说， 但我们唯有主动亲
近， 才能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
能送给“二十四节气”、“打春牛”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一个诗一样的远方，才
能守护好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的精神
家园。

◆

从 2014 年 4 月到 2015
年 3 月，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先后召开了 13
次“二十四节气”申遗材料评
审工作会议， 逐步完成了中
英文申报表格、图片、视频的
论证、修改和完善工作。在此
期间， 内乡县衙博物馆全体
人员春牛一般俯首细耕耘，
以“打春牛”为立春绘就完美
画卷，展现中华文明精粹，让
全世界领略中国“二十四节

气” 的丰富历史内涵和独特
文化魅力。

2014 年，为了给“二十
四节气” 申遗提供视频资
料，内乡县衙博物馆对“打
春牛”这一已经展演了无数
场的民俗表演再度进行深
加工、精雕琢，排演大型实
景表演《打春牛》。 他们邀请
专家、导演，在浩瀚的史料
中苦苦钻研半个多月，一遍
又一遍打磨剧本， 数易其

稿；精挑细选包括内乡宛梆
专业演员在内的 100 余名演
职人员，悉心制作各种道具，
尽最大可能按照旧制还原

“打春牛”历史场景。
时至今日， 实景演出的

导演刘铁民一说起来就感慨
万千：“单是准备道具， 我们
就下了多少功夫啊。比如，祭
祀时需要用一把完整的麦穗
来祈求丰收， 当时正是腊月，
上哪儿去找麦穗？ 不知道跑了

多少家，最后总算找来了。 ”
参与排演的内乡县衙博

物馆副馆长王燕争回忆：“排
演当天， 出动了演职人员上
百人， 从早上 8 点一直拍到
下午 4 点多。 为了达到最好
效果， 很多镜头一次又一次
重拍。中午，大家就在乡下的
街边吃了碗烩面。 但是没人
叫苦叫累，因为这是申报‘二
十四节气’申遗代表作，大家
都攒着一股劲儿！ ”

打春牛 迎春池 设置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