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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井陉县在井陉大剧院广场举办了井陉县第二十四届消夏文化节暨第三届“桃林坪

杯”武术社火大赛。比赛吸引了该县北防口、西元村、桃林坪、桃王庄等11个村庄的诸多“高

手”参加，一百多名选手为观众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武术盛宴。

有道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比赛中，选手们各个神采奕奕，精神抖擞，招式连

贯，虎虎生风。女中豪杰舞长棍，年轻武者挥大刀，老者威武，壮者灵活，敏捷的身手，气定神

闲的架势，让围观群众连连叫好。

据了解，武术社火简称为武社火，是一种用武术器械来展示其特殊技艺的民间传统竞

技表演形式，“艺中有技，技中有艺”是武术社火的重要特征，是一种传统的、地地道道的

武术表演。井陉的武术社火形式多样、队伍众多。此次比赛便有该县微水、三峪、北防

口、西元村、桃林坪、桃王庄、小寨、南陉、梁家、白王庄、西南正共11个村子的队伍参加。这

些武术社火队伍中，有的年纪已经70多岁，有的才仅仅5岁。

此外，井陉很多武术社火已被列为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举办方则表示，举办这

样的比赛希望让各村选手同台切磋、互相交流，也让外界了解井陉武术和传统文化的发展情

况，让这些“瑰宝”得到更好的传承。

本报记者 任利 通讯员 王月 马良 单德

精彩指南

桃林坪花脸社火创始于600多年前，

描述的是三国、梁山等历史时期的战斗场

面，共有16个回子，每个回子都是一个优

美的故事。桃林坪花脸社火脸谱精彩，刻

画人物生动，架势优美，对打顺畅，武艺高

超，曾在明代嘉靖年间被朝廷封为“黄纲

护卫队”。桃林坪花脸社火以持械或徒手

对打为主，每组2至5人不等，每组表演称

作一个回子，一个回子表演完后更换另一

组表演者，16个回子可轮流表演。

桃林坪花脸社火

由威州镇三峪村表演的传统表演，套

路流畅，激烈打斗间铿锵有力，三峪武术

为第二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三峪五祖神拳

微水武术经过几百年的演练传承，形

成了自己独有的民间武术风格。擂鼓鸣

锣到表演递减围场子跑阵，“阵”的形式不

拘一格，有“一字长蛇阵”“阴阳八卦阵”

“九宫阵”等。跑完阵就开始表演拳术，有

通背拳、水浒拳、斜串拳、黑虎拳、黑风拳

大龙形、翻子搓脚拳等。器械单练有六合

大枪、八谱枪、齐眉讨吃棍等；器械对打是

微水武术的重要内容，有三节棍对枪、虎

头钩对枪、虎头钩对双刀等。

微水武术

梁家鹦垴拳始创于600多年前，是梁

家村祖传的一种拳术。据称，始祖梁士忠

是娘子关梁将军的后代，武将家风世代相

传。梁家鹦垴拳属中三路，其显著特点是

手眼身法、斜行拗步、技上加计、刚柔并

济，具有擒拿格斗和强身健体的实用性，

手到眼到，快慢得当，动作亮相，礼节请

谢，有一定的表演性和观赏性。

梁家鹦垴拳

西元村武术在井陉县独树一

帜。表演器械有长矛，长枪，双头

蛇，大刀，单刀，三节棍等，表演

形式主要以单打，双打，二打

一，三打一等回子套路颇受

各界人士好评。

元村九莲洞擒法

在井陉秦皇古驿道有一座驰

道关门“东天门”，古称白皮关，该

关就位于白王庄村西。井陉县上

安镇白王庄的王家枪打斗颇具特

点，武者均白衣素身，一招一式，

行云流水，亦柔亦刚，让人仿佛在

观看武林大片。

白皮关王家枪

南陉村的武术，刀枪

棍棒每样都耍得有模有

样，但最为其他村子叫绝的

是该村的女子武术。女子武

术也是女子拳法，相当于年轻

女孩子常用的女子防身术，姿势

舒展，以制服对方，保护自己为目

的的专门技术。当日，南陉村女

子们英姿飒爽的表演赢得阵阵掌

声。

南陉武术

小寨飞叉属于

井陉县小作镇小寨

村，主要器具为三股

钢叉，钢叉在表演者

手中辗转飞转，时而

被高抛在空中，时而回

旋在身周，钢叉快速旋

转发出嗡嗡的钢鸣声，

看似简单的操纵，背后

却要经过多年的苦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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