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①皮影戏（传统戏剧）

罗山皮影戏集江淮地区的民间戏剧、文学、音乐、手工艺、人文民俗于一身,

罗山皮影从制作到演唱，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罗山地方戏剧艺术特色，她把原生态

的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手工艺、绘画等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融豫南、

鄂北、皖西文化风韵为一体。千余年来，罗山皮影戏经过辈辈皮影大师的潜心研

习、薪火相传，现已发展为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唱词道白雅俗共赏，音乐

唱腔优美动听，皮影制作美轮美奂，乐队构成简约明快，表演非常成熟的地方戏

剧之一，并一直在江淮地区民间艺术中独领风骚，为丰富和活跃当地民众的文化

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罗山皮影戏 2008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1 年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②信阳毛尖茶采制技艺（传统技艺）

信阳市位于河南南部，地处北纬 32 度，是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在

海拔 800 米处，这里气候温和，空气湿润，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自

然环境成就信阳毛尖的悠久历史。信阳茶人采用传统方法采制出的信阳毛尖，香

浓汤绿，滋味醇爽，内质绝佳，在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信阳毛尖荣获

金奖，从此信阳毛尖扬名世界。在漫长的岁月和艰苦劳动的实践中，信阳茶人以

其聪明才智，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信阳毛尖采制技艺。

首先是鲜叶的采摘，鲜叶为制茶原料，其老嫩程度及处理方法决定着茶叶质

量的优劣。

采摘鲜叶，手心向上，以拇指、食指夹嫩茎，向上翅断，茶芽叶落人手心，

不紧捏。用洁净透气竹篮盛装，不紧压、不碰伤。采摘的鲜叶应及时放在竹匾上，

摊厚 10-15 厘米，摊放中每隔一小时轻翻一次。采回的鲜叶摊放时间以 2小时左

右为佳，当天采当天制茶完成。

信阳毛尖的传统炒制十分讲究，工艺流程为生锅、熟锅、初烘、摊凉、复烘、

拣剔、再复烘、储存八道工序。第一步 生锅 就是对茶叶进行杀青、初揉。炒茶

前用木材将锅烧到 140℃-160℃高温时，迅速将鲜叶放到锅里，蒸发水分，散发

青草气，发挥茶香，使鲜叶柔软，便于做条。第二步 熟锅 就是对生锅后的茶进



行做条、整形，使之发挥香气。熟锅锅温在 80℃-100℃，不时挑散，反复进行，

约 3-4 分钟后，茶叶互不相粘，改用手直接“理条”，理条是信阳毛尖炒制中特

有的一个动作，理条可以使得茶条细、圆、光、直，外形美观。第三步 初烘 就

是鲜叶经过生锅、熟锅后，对茶叶进行干燥，使其继续蒸发水分，便于保管，充

分展现茶叶的色、香、味，将茶叶的形状固定。第四步 摊凉 就是将初烘过的茶

叶放凉。茶叶初烘后要及时摊凉 1-4 小时。待茶条内水分渗出均匀后，即进行复

烘。第五步 复烘 就是将茶再次进行干燥处理，又称“二道火”。复烘过程一般

历时 30 分钟左右。经过复烘的茶叶，色泽翠绿、叶形光润、香气清高。第六步 拣

剔 俗称择茶，就是将不符合要求的片子、老梗及异物等影响茶叶质量的东西拣

去。第七步 再复烘 就是对茶叶进行第三次干燥,也称“拉烘”或“打足火”。

再复烘的作用是使茶叶进一步干燥，以利于长期保存。第八道 存储 传统的方法

是把茶叶包好后和木炭放在一起储藏，可以达到防潮和保鲜的效果。

2014 年，信阳毛尖茶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2022 年 11 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人类

非遗代表作，信阳毛尖茶制作技艺是子项目之一。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①信阳民歌（传统音乐）

信阳民歌在信阳全境各县区广泛流传、蕴藏丰富，尤以商城、潢川、固始、

新县、光山、罗山等县较为集中，保存较为原始。解放初期各地均有著名的民歌

演唱人员，形成相对集中的民歌手队伍和演唱区域。

信阳民歌属于典型的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主要有两大类组成:小

调类和劳动歌曲类。其中又可根据演唱内容和产生时代分为情歌、小调、叙事歌、

革命历史民歌、新民歌、时政歌、仪式歌、号子、山歌、田歌、灯歌、会歌、儿

歌、叫卖歌、以及其他种类十余种,涵盖了从古至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

的广泛题材,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

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信阳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 蕴藏丰富，影

响深远。

情歌、小调类主要表现人们的不同情感和交友交流的需要，是人们社交活动

和抒发感情的重要方式。灯歌、会歌则是载歌载舞, “花灯高挂就地玩灯”，“打



开场子就地唱戏”是民间习俗,是民间文化生活的重要体现。号子、山歌、田歌

等是人们劳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起着统一节奏，振奋精神或自娱自乐，

消除疲劳的作用，歌词多为即兴创作，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语言丰富，生动活

泼，诙谐幽默。

这些不同类别，不同时期的民歌，真实记录了先民们生息劳作，喜怒哀乐的

生活情景，充分展示了先民们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群体形象。信阳民歌是生活

的载体，有声的历史，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不可再生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信阳民歌 2008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②光山花鼓戏（传统戏剧）

光山花鼓戏由光山当地民歌、小调和民间花会舞蹈逐步孕育而成。光山花鼓

戏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宋代。苏东坡曾在《仇池笔记》中记录了光山人“群聚讴

歌”的景象。据《乾隆光山志》记载，当时已有花鼓戏演出,至今有二百多年的

历史。光山花鼓戏分布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境内，流传于河南南部，活动区域

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最远可到江西的九江、上饶等地。主要在农

村民间演出。

光山花鼓戏以组班形式演出，每班一般七八个人。以演生活小戏为主，也演

连台戏。音乐主要由唱腔和打击乐两部分组成，也有用管弦乐伴奏；道白用的是

光山当地方言；行当上生、旦、净、末、丑齐全；舞美上扮相、服饰简而不乱；

剧目丰富，目前还有 200 多个，以师徒口传身教为主。

光山花鼓戏的显著特征：一是唱腔优美，对白恢谐幽默，贴近生活；二是板

腔体唱腔和曲牌体唱腔结合，融合了当地大量的民歌小调，多数音乐唱腔就地取

材，便于流传；三是伴奏以打击乐为主，弦乐为辅，人员精干，一人多角，舞美、

扮相简而不乱，便于流动性演出；四是剧目丰富，大小戏有二百多部，师徒世代

口传，道白用当地方言，演唱时台下演员和观众接腔，群众参与性强。光山花鼓

戏的音乐唱腔丰富，风格独特，体现了豫南民间风情；锣鼓打击乐，别具一格；

表演行当齐全，小戏主角多为丑扮。光山花鼓戏在地方小戏中自成体系，虽同称

花鼓戏，但与其他地区的花鼓戏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2014 年，光山花鼓戏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

展项目。



3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①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民间文学）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发生在光山县，尔后在民间开始传播，至今已有近一千年

历史。北宋天禧年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光山担任县令。一天，司马光和几

个小孩一块捉迷藏玩耍，其中一个小孩因不小心掉到大水缸里，其他小孩大都吓

跑了，司马光急中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将水缸砸破，缸里水流出来，小孩得

救。后来司马光做了丞相，并编成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其少年砸缸救人的故

事世代传诵。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作为一种口头民间文学在民间传播。这个故事的特征是具

有历史感和真实性，故事有史记载，为名人轶事。同时，故事具有稳定性，流传

上千年基本不变。再次，故事趣味十足，也教化大众，尤其受到青少年喜爱，已

经写入小学教材。在光山县城修复了司马光故居博物馆，建有司马光砸缸故事的

雕塑。在司马光广场有司马光砸缸故事的浮雕。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被国家有关部

门审定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摄制了 108 集的 3D 动漫作品《少年司马光》。创

作了舞台剧《司马光砸缸》。创作了戏曲剧本《少年司马光》。出版了《司马光

与光山》、《司马光研究文萃》、《司马光书法集萃》，《司马光轶事》正在编

辑中。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②亡羊补牢传说（民间文学）

“亡羊补牢”传说发生于战国时期的城阳城，城阳城为春秋早期所筑，距

今有 2700 多年的历史，是当时楚国的军事重镇。公元前 278 年，秦破楚郢都，

楚顷襄王流掩于城阳，采用庄辛“亡羊补牢”之策扭转局面，使楚国历史又延续



了 55 年。城阳城秦汉魏晋时为城阳县、郡，前后历时 1000 多年，是当时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亡羊补牢”的成语，在全球华人间广为流传。亡羊补牢

讲述楚顷襄王荒淫无度，将劝谏的大臣庄辛斥为“老悖”并将其逐出楚国，五个

月后秦国征伐楚国，秦将白起攻陷郢都，楚顷襄王流揜于城阳，召回庄辛，采纳

其亡羊补牢之策，励精图治，重振旗鼓，使楚国的历史又延续了 55 年。西汉刘

向在《战国策·楚四》中，对“亡羊补牢”发生始末有详细记载。

近年来，信阳市平桥区城阳城管委会深入挖掘和整理亡羊补牢传说的内涵，

出版了《楚都城阳》书籍和《亡羊补牢》动漫制品，亡羊补牢传说起初流传在城

阳城周边乡镇：长台关乡、平昌关镇、明港镇、胡店乡等，由古至今，家喻户晓，

全国各地皆有传颂。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③李少的故事（民间文学）

李少，字宗乾，明代举人，光山县晏河乡李河川李大湾人，出生年月无考，

幼时家贫，发愤求学，得以中举，赴湖北任职。因钱六姐以诗对招亲，李少上前

应对，获胜，二人遂结为夫妇。因李少行为与官场格格不入，替百姓申冤，得罪

权贵，遭到革职，与妻子钱六姐返回家乡。李少在乡间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的智

慧故事和传说，500 多年来一直是光山人口中的美谈。

李少机智过人，且嬉笑怒骂皆随于心，常有惊人之举。游戏乡间，留下大量

智慧的故事，其中以《李少拜马》、《李少赶集》、《李少说亲》、《李少补考》、

《李少请客》等故事最盛。湖北咸宁的《咸宁县志》及咸宁《钱氏宗谱》对李少

及其妻钱梅窗均有记述。

该项目 2021 年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④孙叔敖故事（民间文学）

该项目是根据历史记载收集整理的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约公元前 630

—公元前 593 年）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等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寝野歧蛇：孙叔

敖年少时，外出游玩，突遇两头蛇，将其杀死，并埋之，后人就把埋蛇地称埋蛇

冢，即成语寝野歧蛇。绝樱之宴：孙叔敖指挥楚军在邲大胜晋军，楚庄王庆功，

烛灭臣戏许姬，庄王欲查，孙叔敖谏言，参宴人摘帽畅饮，救了大臣。执而戮之：

孙叔敖年轻时在家乡兴疏水利，时任楚国代令尹的虞丘便推荐了孙为令尹。后来

虞丘家人犯法，孙叔敖“执而戮之”。安丰塘：孙叔敖任令尹时国强民富，开始

兴建期思陂安丰塘水利工程，孙叔敖最终因操劳过度，累死在安丰塘工地。忧孟

衣冠：孙叔敖死后，楚大夫忧孟穿着孙叔敖的衣冠，模仿孙叔敖的举止，在庄王

宴会上，慷慨高歌，即成语忧孟衣冠。

该项目 2021 年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⑤息夫人传说（民间文学）

该项目讲的是春秋息侯国君夫人息夫人的故事。息夫人，本名妫（guī）翟，

春秋四大美女之一，为陈国君陈庄公之女，因嫁给息国国君，故亦称息妫。一次

息妫省亲时，借道蔡国，却被姐夫蔡侯戏弄。息侯闻知后与楚国设计报仇。楚文

王借机俘获蔡侯，又知息夫人美貌，亲征息国欲霸息夫人。危难时刻，息夫人甘

以一己之身换息国百姓免遭涂炭，无奈嫁入楚国，到楚国三年不言不语，对眼前

的一切做坚忍果敢的抗争。



关于“息夫人传说”如“挑灯劝息侯”“三年不语”等至今还在民间传颂。

历代文人用无数的诗篇以戏剧、小说等多种形式来纪念她，历版《息县志》中为

息夫人撰写了专章生平传记，立了传记碑文。2016 年息县建设了息夫人文化园。

该项目 2021 年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⑥固始方言

固始方言至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原本属于中原官话,却有着西南官话的

色彩和下江官话的味道，这和当年各地中原人南迁途中滞留于此有关，是古老的

固始人在进化、沿袭、发展壮大等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使用表达方式。固始方言词

汇丰富多彩,语音复杂多变,不仅表现了固始人民奇特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民俗生

活画卷,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固始文化的源远流长。

固始县民众为该项目的传承主体，主要是通过民众日常使用予以传承。近年

出版了《固始方言研究》、《固始方言词典》等著作及大量学术论文，随着抖音

短视频等 APP 的流行，采集制作的固始话配音视频成为时尚，掀起了固始话的流

行热潮。

该项目 2021 年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⑦淮滨泥叫吹（传统美术）

淮滨泥叫吹过去俗称“小叫吹”，有气眼可以吹响，其音比较尖窄、嘹亮。

这种小叫吹的造型多以鸟类为主，颜色上有彩塑、有黑塑、有素塑，都是泥质，

成型后经过火的烧制，比较结实。在货郎担的小挑上，在庙会或节庆日的地摊上

都能买到，是淮滨地区较为普遍的儿童玩具之一。

淮滨泥叫吹历史很悠久，在淮滨县部分乡镇有流传，其中主要三空桥乡肖营

村最为典型。制作时，采用当地粘土，经粉碎仔细筛选后，用于和泥塑制，然后

把塑制的半成品晾晒之后送入自制的地窑中烧制，泥塑出窑后要经过再次的整修

打磨，然后再进行施彩，上油面防水，最终定型。整个工序分选料、和泥、捏制、

烧炼、彩绘罩清漆面等几个程序。



肖营村离“沙冢遗址”台地的不远，沙冢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距今

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出土有镂空杯、陶罐、玉器等黑陶、红陶质地的文物，

特别值得提出的沙冢出土文物中有一对烧制的陶鸟，约 5 厘米高，10 厘米长，

今存信阳博物馆。

该项目 2011 年入选第三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⑧信阳剪纸

信阳剪纸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以剪为主，刻为辅。一般以纯色万年

宣纸为载体，以单色剪纸为主，套色剪纸、染色剪纸、拼色剪纸等多种形式并存。

题材广泛，涉及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民俗事象、戏曲典故等等，其中花鸟绣样、

吉庆喜花、戏曲典故和红色革命题材剪纸最具地域文化特色。创作方式分为“脱

稿剪”和“依稿剪”两种，“脱稿”剪制时，不描不画，不打底稿，全凭手上功

夫，匠心独运，仅用剪刀，上下翻转镂空，先剪出大样，再逐步细化，剪出细节

和纹饰；“依稿剪”多用于大幅创作剪纸，根据题材，创作设计纹样，再依稿，

经过点、线、面的镂空处理，剪、刻交替，制作完成作品。

信阳剪纸的装裱独具一绝，成为湿托法，其流程主要有：打浆、沐浴、蘸露、

抹浆、托褙、洗糨、封边、启揭、镶嵌、打蜡等 29 道工序湿托装裱完成，采用

这种装裱方式的剪纸，利于保存和收藏。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煦，连续 6 年开设剪纸公益课堂，义务授徒 10 余人，

培养剪纸爱好者 300 余人。她还作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使者，将信阳剪纸带出国

门，走向世界，引起许多国家地区的人们对中国剪纸的兴趣和关注。

2015 年，信阳剪纸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⑨新县刺绣（传统美术）

新县刺绣以绣为基础，融合了织、染等工艺，其针法多为明清盛行的平针、

平套、抢针、滚针等，既有传统平绣和凸绣，又创新了素描绣（线描绣）、贴绣、

剪纸绣、叶绣等技法；新县刺绣的题材生活化，构图简明，其成品类型主要有绣



花鞋、鞋垫、床品、手包，拼布服饰（百布衣等），撩花扎染印染布艺装饰品等

等。题材多以传统图案、图腾符号为主，虚实结合，色彩明快，多表达“福禄寿

喜”的心理与对吉祥文化、幸福生活的追求。

新县刺绣以新县为主要分布地区，传承方式以“师徒”和“家族”传承为主，

主要传承人有吴成荣、扶杨梅、吴明荣等。

该项目 2021 年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⑩叶雕（传统美术）

叶雕，又名剪叶，它发展起源于西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一种传

统艺术形式，在古代尚未产生纸的年代，自然界的事物向人们提供了形状各异的

树叶、草叶和色彩纷呈的花瓣、花朵等植物，古代人们就在树叶上用剪刀剪出了

花鸟虫鱼、山水景观和吉祥文字，称之为剪叶。

叶雕主要以商城为主，当地传承人采集大别山树叶，通过浸泡、蒸煮、雕刻、

脱水等工序，经过精心设计雕刻而成，在传统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基础上，综合融

进现代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利用刻刀刻出简炼、概括、雅拙感很强的作品，

走刀流畅，人物、图案刻画生动优美。

该项目 2021 年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⑪锣鼓十八番/潢川锣鼓十八番（传统音乐）

“锣鼓十八番”亦名“十八翻”、“欢庆锣鼓”，俗称鼓面子或鼓牌子。十

八番有大番与小番之分。小番亦名“龙灯会”。十八番特指大番，分为鼓头、鼓

面、鼓牌子三部分，共有曲牌六十多个。“十八番”常用打击乐器分别是司小堂

鼓、中音大鼓、手钗、小马锣、大堂鼓、边鼓、高音锣、低音锣、低音钗、大叶



子、小丝锣、云锣、彩锣、大云鼓。打奏时，演员位置很重要。通常司鼓居中，

左边手钗，右边是中音大锣和小马锣。司鼓是乐队的总指挥，大锣是“主将”，

手钗是“副将”，起填空作用。小马锣起着掌握节奏的作用。

潢川锣鼓“十八番”的演奏，节奏变化大，表现力丰富。它的旋律时而轻盈

跳跃，时而强劲有力，时而万马奔腾。鲜明的节奏、铿锵有力的艺术感染力，特

别是演变和充实后的音乐配制，得锣与木鱼清脆悦耳的音乐对接和多面大鼓低音

与大叶子高音的碰撞，显示了“十八番”的内在魅力。它的演奏烘托出欢腾喜庆

的气氛，威武雄壮的声势，充分展示了一个地方优秀民间打击乐鼓的艺术风采。

2015 年 6 月，“十八番”代表队赴澳门参加文化交流。

该项目 2009 年入选第二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⑫商城民歌（传统音乐）

商城民歌在地理分布上山歌多流传于南部山区，田歌多流于北部平原，小调、

淮调多流传于城镇，号子、灯歌等则流传于全县。语言既有湖广韵味，又有江淮

音型。

商城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因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历史变革频繁，风土

人情多异，而形成了新颖别致风味独特商城民歌。它地处吴头楚尾，随着南北文

化的交流渗透，商城民歌既有吴歌楚辞的韵味、皖腔苏调的余音，中州戏曲的特

色，又有湖广南音的风格，都与本地方言土语、音韵节奏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大

量风味独特的具有典型特征的商城民歌。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⑬锣鼓艺术/丝弦锣鼓（传统音乐）

丝弦锣鼓是在大别山区、淮河流域久有流传的，集吹拉弹打于一体的民间音

乐样式。演奏由管乐、丝乐、弦乐、打击乐四位一体配套乐队组成，素称吹、拉、

弹、打演奏形式。管乐:笛子 12 支、娇号 2 把；丝弦:胡琴 4把、中阮 2把；打

击乐:堂鼓、扁鼓各 1 个，筒板一副、马锣 2 面、苏锣 1 面、大锣 1 面、大钹 1



对、小镲、点子、碰铃、碟子各一个和两个抬的鼓架子符，最全演奏时需要 30

人组成。演奏时常以马锣领奏，大锣击节，鼓板指挥，其它乐器按固定锣经，弹、

吹、拉、打。演奏各种曲牌有丝弦锣鼓、出场、燕叠字、三番五七点、黄龙出洞、

十八番带缭子、八哥洗澡、双奇门、凤尾、猫耳头、六路调板、长流水、虎豹头、

水鲤鱼、滚龙、路吊等 20 余种。编排有丝弦的锣鼓叫坐场锣鼓，主要用于唱堂

会、古庙会或祭祀；不带丝弦的锣鼓叫行路锣鼓，用于贺新年、花灯会、祭祖或

婚丧嫁娶。前者的音乐优美抒情，潇洒诙谐；后者的锣鼓庄严肃穆，隆重威武。

丝弦锣鼓靠家族、师徒传承。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⑭锣鼓十八番/平桥锣鼓十八番（传统音乐）

平桥锣鼓十八番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明末清期间就在江淮一带流传。

据胡寨王守全老师介绍人介绍：锣鼓十八番经文是有湖北随州地区老师传承到吴

家店，后经吴家店老师傅传到平昌关镇。自此之后其祖先世代家族相传，形成了

独具地方特色的演奏艺术。

锣鼓十八番锣鼓经内容：也叫“狮子头”，传统的锣鼓经有“四门定”、“八

鸽洗澡”、“凤凰三点头”、“凤凰磊窝”、“狮子过街”、“牛澡耳”等，统

称“锣鼓十八番”。近年来，艺人们又将传统戏曲中的“慢板、乱板、撩之”等

加入鼓谱，使之与时代接轨，内容更加丰富。道具有大鼓、小鼓、马锣 、大镲、

大锣，对锣五种乐器。

该项目 2021 年入选首批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⑮三壁吹打乐(传统音乐)

三壁吹打乐是一种民间锣鼓音乐形态，以新县陈店乡三壁村得名。当地人们

每逢节日、庙会、迎亲、送葬、送探等活动，必定邀请三壁吹打乐乐队（俗称“响

班子”）庆祝，以助吉庆，增加气氛。

三壁吹打乐历史可上述到南宋时期，于清道光年间南方一戏班才子姓厉字

富，他演艺精湛拉打吹弹样样是高手，人送外号“高厉富”，后高厉富传与张姓



家族，并由张姓家族传承至今。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曾经引起省市有关专家的

关注，他们从其曲风和音乐特点上分析，认为三壁吹打乐和元曲昆曲关系密切，

可能是南宋边关守军的军乐。有些曲牌的音乐元素与 “南戏”和“昆曲”有很

大的关系，因此，三壁吹打乐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该项目 2021 年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⑯商城火绫子（传统舞蹈）

火绫子最先产生于唐朝，源自宫中戏耍。商城民间舞蹈火绫子主要分布在大

别山区鄂豫皖接壤一带。角色：9 人表演，5男 4女：舞灯老者叫“蜡杆”，因

为杈伞中间燃的是蜡烛，所以叫蜡杆，后来人们习惯称为老杆。女角四人，称“四

梳”，俗称“蜡花”和“花鼓娘子”。男角四人，称“四挎”。9人外，另有二

把手 1至 2人，替换老杆儿，兼打场子。表演动作：舞蹈分大场小场两种。

大场为两段式结构。由“老杆儿”引“蜡花”和“花鼓腿子”出场，领舞以

“踢四场门”、“拜四方”等近 20 种名目组成各种队形图案。小场是表演具有

简单故事情节的小舞蹈。蜡花手中的扇子，有飞扇露喜、开扇遮羞、推扇传情、

点扇发怒、瞅扇思情、摇扇不闲、背扇怀愁、打扇戏谑等扇功。传统的调度有圆

场、半圆场、龙摇尾等。老杆儿”是火绫子的灵魂人物，他手中的伞，可撑可转

可摆可抖，脚下的功夫和某些身手与京剧武生相类。

该项目 2007 年入选首批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⑰潢川火淋子（传统舞蹈）

火淋子是潢川传统的民间舞蹈，属花鼓灯系列的群舞形式。有两种表演方式：

由十人表演的群舞，四男四女，二老汉领舞。或九人表演：四男四女，一老汉领

舞。《火淋子》的演出形式主要是跑场子、摆画面、变队形，然后对唱，音乐是

《腊花调》，也叫《抢八句子》。整个舞蹈有群有双，有说有唱，有情有趣，滑

稽大方，闹而不乱，俏而不荡。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人们载歌载舞，喜气洋洋的

热闹气氛。



人们在劳动之余，特别是过年时节，成群结队，挑灯夜游，边歌边舞，歌颂

丰收年景，青年男女边歌边舞，借此交流情感，男欢女爱，谈婚论嫁。老杆的诙

谐风趣，四对男女的奔放泼辣，构成了《火淋子》热烈欢快，幽默风趣的情绪舞。

1958 年，县搬运公司职工齐金声，根据火淋子改编成舞台舞蹈《丰收乐》，1960

年 5 月作为河南省代表节目赴北京参加全国职工文艺会演获一等奖，全体演员受

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遗产。

该项目 2009 年入选第二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⑱商城花伞舞（传统舞蹈）

花伞舞系豫南地区传的民间舞蹈，它深受人民群众喜爱，至今在豫鄂皖边

区的商城县级然很盛行，遍及城镇、乡村，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

一把伞至五把伞的特征是：花伞舞具有朴实、抒情、优美、活泼的基本风格，

也是商城民间舞的一个共同特点。

花伞舞的基本艺术风可可总结为稳、轻、颤、正、神、情六个字。按照艺人

们的说法就是“身子平衡，脚步轻盈，上下颤动，不歪不倾，眼里有神，动里有

情”。它的特点是有舞蹈有表演，有说有唱。但因为流行地区较广，艺人们特点

个性不同，群众嘉好不同，在表演上自然就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东南部深山区，

艺人善于唱，舞姿讲究美，动作幅度小；西北部平原地带以舞为主，举止行动大

方简练，节奏较快，变化多，朴实粗犷。中部地区是县城所在地，也是花伞舞发

源盛行的地区，讲究动唱并重，“灯心子”舞姿优美，行如风摆杨柳，舞如燕子

试水，唱腔优美动听且多变化，表演风流、洒脱、有风趣，俗而不伤大雅。

该项目 2011 年入选第三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⑲板凳龙（传统舞蹈）

板凳龙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而又广为流传的一种优秀的民间舞蹈，在息县流

传了有近 200 年历史。相传清朝道光年间，息县城北关外的土地庙里，居住着一

群被人们叫做“十八穷爷”的贫汉，苦于生计就讨来板凳一条，两头各系牛嘴笼

子和破芭蕉扇，两人一前一后举着凳腿作为乞讨工具玩了起来。后又经艺人们进



行革新，将凳子两方扎成了龙头和龙尾，再用竹条捆扎，经裱糊彩绘，制成龙身，

由四个人各举板凳的一条腿玩了起来，就这样成了“板凳龙”随着时间的流逝和

艺人们在不断演出中技艺的提高和发挥，成为现在由三个人玩的“板凳龙”。息

县舞龙（板凳龙）主要分布在豫南地区的息县及周边县区。

“板凳龙”的特就就是在一般家用 120 公分、宽 15 公分、高 70 公分的板凳

上扎制一条龙，另有龙头 2条、龙尾 1条、绣球 1个。龙头、龙神、龙尾的骨架

均采用竹篾做成，再糊上白纸和彩纸，饰以龙须、龙眼、龙眉、龙角、龙珠、画

上龙鳞、龙鳍和彩云等花纹图案。每条龙由 3人玩。舞龙时一般少则两条，多则

七条或几十条龙，如玩七条龙的，每一条一种颜色，包括红、黄、蓝、白、黑、

青、紫，同时一人或多人舞绣球者领着玩，模拟出龙的翻、滚、跳、跃。玩的过

程中配上欢快而激昂的锣鼓，整个舞蹈热烈壮观。每当喜庆丰收，欢度佳节，不

论地边场院，街头广场，或者舞台，都能够玩。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⑳扑蝴蝶/放蝴蝶（传统舞蹈）

放蝴蝶主要分布在商城县，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舞蹈，主要靠

腿、腰、手的活动以及头、肩部的配合来体现，因此身体的上下起伏，颤动是舞

蹈的特色所在。音乐包括能单独演奏的锣鼓曲，为舞蹈伴奏的锣鼓点和灯歌。最

初放蝴蝶舞由四个人表演。四个男青年妆扮成农村姑娘，腰缠竹条，一手持扇子，

一手持手巾，一般跳一段舞，唱一段歌，蝴蝶放完，舞蹈也就结束了。后来，四

个男青年换成了四个年轻姑娘，又增加了一位老汉，由五人来表演，老汉身着短

袍，头戴礼帽，手持蒲扇，腰缠数根竹条，能说会道，诙谐幽默。姑娘们头戴丝

绸做成的芙蓉花，扎黑丝手帕从脑后垂下去当辫子，一手持扇子一手持毛巾，老

人带领四个姑娘上场，表演各种图形和放蝴蝶的各种姿态，舞到高潮处，将一对

对蝴蝶放出，霎时，老汉尤如花中醉汉，蝴蝶上下飞旋。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1）花挑舞（传统舞蹈）

“花挑舞”俗称“花挑子”，是固始县流行最广、传承历史最长，又受群众

喜爱的传统舞蹈，也是豫南地区及江淮流域一带比较独特并富有代表性的民间文

化艺术，因舞者使用用竹扎制的花挑道具起舞，故名“花挑舞”。

花挑舞表演形式多样，有一人表演、二人表演、三人表演、四人表演和多人

表演，在众多的表演形式中主要以蒋集镇三人花挑舞为代表，属祭礼性、娱乐性

并存的传统舞蹈。三人花挑舞系抒情三人舞，表演时由“角”之分，“角”之间

表演的内容各有侧重，“花挑舞”动作轻盈、舒展、大方、舞姿优美、表演细腻，

经过艺人们代代相传，加工锤炼，表演已形成了一定的戏剧化程式，队形变化非

常丰富，艺术风格独特、成为江淮流域众多传统舞蹈中一朵绚丽的艺术奇葩。

该项目 2007 年入选首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2）渔鼓道情（曲艺）

渔鼓渊源于唐代的《九奠》、《承天》等道曲，宣讲道教思想，南宋始用渔

鼓和简板为伴奏乐器。豫南渔鼓，又名“光州渔鼓”、“渔鼓道情”，是广泛流

传于信阳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光州渔鼓由一个人表演，

通常是坐下来演唱。左臂夹持渔鼓筒，鼓面向右下，使渔鼓在胸前倾斜约 45°

左右；左手持筒板，右手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拍击鼓面，高低音皆可，

不需任何乐器伴奏。小段曲目全凭唱腔完成，大部书唱中夹白，以唱为主。

渔鼓用竹筒制成约四尺长，竹筒需蒸煮外还要用桐油刷几遍，处理好的竹筒

很耐用。竹筒粗为“一把不露之”，大约 7厘米。道筒前后一样粗细。渔鼓一面

蒙皮，为鼓面。过去用蟒蛇皮，也用羊皮、鱼皮。现多用猪护心皮。

该项目 2011 年入选第三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3）灶书（曲艺）

灶书是河南省固始县特有的一个民间曲种，也是河南省乃至全国的稀有曲种

之一，流传至今已有 300 年历史。



关于“灶书”的来源，说法有二：一说是因为说书的内容多系孤孀之怨、弃

妇之愤、深闺幽情及村野爱情故事，听众又多属不出门户的“锅前锅后人”，故

名曰“唱灶”，唱的内容则称“灶书”；另一说则因它最早的唱段是《郭丁香》，

人称郭丁香为“灶王奶奶”，称她丈夫张万良为“灶王爷”，所以唱他们的故事

就叫“唱灶”，这段唱词就叫“灶书”。

灶书的主要代表书目《郭丁香》，主要内容以郭丁香与丈夫张万良婚姻生活

故事为主线，着意歌颂了郭丁香勤劳、善良、正直、做人的美德，无情鞭挞了懒

惰、奸诈、负义等恶行，表现了朴实善良的农民群众所追求的道德规范，因此，

灶书《郭丁香》在民间久唱不衰，并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区域广为流传，深受

群众喜爱。

灶书《郭丁香》，1981 年以汉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体裁发表于《民间文学》

第 10 期上，当时在全国文学艺术界和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被专家学者称为：

填补了汉族地区没有民间叙事长诗的空白，是一篇富有中原古典文化特色的优秀

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灶书 2007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4）郭丁香（民间文学）

郭丁香是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珍贵的民间口头文学，也是河南省乃至全国的

为数不多的原生态汉民族历史悠久的叙事长诗。

关于《郭丁香》的来源，是由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根据当地传说中的民间故

事《郭丁香》而整编成民间诗歌并以灶书（戏）表演形式传唱下来，至今近 300

年历史。主要内容以郭丁香（人称灶王奶）与丈夫张万良（人称灶王爷）婚姻生

活故事为主线，着意歌颂了郭丁香勤劳、善良、正直、做人的美德，无情鞭挞了

懒惰、奸诈、负义等恶行，表现了朴实善良的农民群众所追求的道德规范。《郭

丁香》语言朴素无华，情节曲折感人，有着无穷的精神魅力和文化内涵，是一篇

富有中原古典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对传统道德的具体态

度，塑造了在我国民间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性格的郭丁香这一形象。

1981 年，固始县文化工作者在灶书《郭丁香》基础上搜集整理出长诗《郭

丁香》达 1370 行发表于国家级刊物《民间文学》第 10 期，当时在全国文学艺术

界和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被专家学者称为：填补了汉族地区没有民间叙事长

诗的空白，丰富了汉族民间叙事诗的宝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据调查了解，《郭丁香》唱词长达近万句，如一串珍珠散失在民间。原搜集

发表的《郭丁香》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只是原生态唱本《郭丁香》的一部分。

目前，唱灶书艺人已寥寥无几，《郭丁香》需进一步抢救保护。

（25）平桥大鼓书（曲艺）

平桥大鼓书，俗称犁铧大鼓、梅花大鼓等，起源于民间灯会、庙会。平桥境

内大鼓书有近千年的历史，据老艺人叙述，早在远古时期，境内农民在田间耕地，

不慎打破了犁铧，被迫停歇，此时农夫手持破犁铧敲边唱，实感有趣，又配一民

间车水鼓增添气氛，后逐渐发展为职业演唱，作为穷人谋生之道。1957 年，长

台关楚王城出土的数十件乐器中，其中虎皮大鼓、木磐、木毖等打击乐器是佐证。

大鼓书在 50、60 年代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最普遍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平桥大鼓

书分布在平桥大部分乡镇（长台、明港、查山、五里、洋河、肖店、龙井等）及

湖北大悟，安徽临泉，河南郑州、驻马店、南阳等省市县。

平桥大鼓书是由演唱和乐器伴奏两部分组成。主要乐器有大鼓、钢镰等，调

门、板式繁多，音乐丰富多彩，优美动听，加之特殊的风格，特别是曲调和语言

的紧密结全，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演唱时，艺人一手持钢镰，

一手击战鼓，或边敲边唱，或敲而不唱，时起时坐，时扭时跳，以手势、眼神、

声调、表情、走场等，表现剧中的每一个角色，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实为广大

观众喜闻乐见。尤其是它的曲目丰富，唱词通俗易懂，适于表现现代生活及民问

风土人情。

平桥大鼓书 2009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26）固始大鼓书（曲艺）

固始大鼓书是固始县历史较早的曲艺表现形式，也是豫南地区比较有特色的



曲种之一。固始大鼓书是 1952 年固始县曲艺协会成立后的定名。固始大鼓书已

被列为固始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固始大鼓书以说唱为主，鼓书声腔经过艺人们代代相承和加工锤炼，形成了

有南口、北口、花口三种唱腔流派，其演唱风格对江淮流域等地的大鼓书影响很

大。大鼓书具有一人一台戏、自打自唱、小巧灵便、有说有唱等特点。主要道具

一个鼓、一个竹制鼓架，一副木质简板。说唱讲究抑扬顿挫，行腔飘逸潇洒，变

化自如，吐词醇正，表意贴切，表演注重人物内心刻画，其演唱表演形式在豫南

地区独树一帜。

固始大鼓书影响区域广泛，除邻县潢川、光山、息县、淮滨、商城外，还常

活动在湖北的麻城、大悟、红安与安徽的金寨、六安、霍邱、阜南等县。固始大

鼓书作为鼓曲艺术的主要曲种，不但艺人众多，而且听众广泛，深受人们喜爱，

对传承民间口头文学，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2015 年固始大鼓书被列为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扩展项目。

（27）商城花篮戏（传统戏剧）

商城花篮戏是商城地方特色小戏， 花篮戏的剧目大致可分为小戏、折子戏、

木头戏和大部头戏四种。其唱腔是以当地民歌为基调发展演化而来的。它包括唱

腔、帮腔、杂调等部分，靠打击乐伴奏，因此具有唱、帮、打三结合的艺术特点。

即“一人开口唱，众人齐帮腔，板眼三点头，锣鼓打满场”。花篮戏唱腔有由上

下句组成的基本腔和由此发展变化的腔两种。这些唱腔以当地的山歌、小调、灯

歌为基础，又吸收其它剧种中与本剧种音乐语言相近的音调，再经艺人们多年的

加工锤炼而逐渐形成。

商城花篮戏的唱腔是以当地民歌为基调发展演化而来的。它包括唱腔、帮腔、

杂调等部分，靠打击乐伴奏，因此具有唱、帮、打三结合的艺术特点。即“一人

开口唱，众人齐帮腔，板眼三点头，锣鼓打满场”。商城花篮戏的念白用乡音土

语。

商城花篮戏 2009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28）平桥皮影戏（传统戏剧）

皮影戏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戏剧的演唱艺术形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皮影

戏，俗称皮影子或影子戏，是用牛皮制做的戏曲人物，在灯光或日光照射下，显

吷在一块长 7.5 尺、宽 3.2 尺的布幕上，以此来表现剧情中种情节及每一角色的

一种独特的戏曲形式。平桥皮影戏主要分布于信阳市城区周边、罗山、正阳、汝

南、确山、桐柏及湖北应山、大悟、随州等地区。

平桥皮影戏唱腔以板腔为主，以其形式方便灵活，语言通俗易懂，唱腔优美

动听，地方色彩浓厚的特点而自成一派，豫南“西调皮影”的范畴。其曲牌体为

辅综合唱腔，有“走马换扇”和“花鼓格调”等，多为一板一眼，2/4 节奏，速

度有快、中、慢之分。板式分为两类：一为有板有眼类，由“慢二流扣”、“快

二流扣”、“一字板”、“塞调”组成；二为无板无眼类，由“寻板”、“打匍”、

“悲捻子”、“过台”等组成。平桥皮影戏的唱腔音乐与当地的方言、小调、灯

歌有密切的联系，受田歌、山歌的影响较大，唱腔高亢，宏亮，一唱众和，唱、

帮、打、吹奏融为一体，节奏鲜明，旋律性强，娓婉动听，整个音乐由唱腔、帮

腔、打击乐、管弦乐四部分组成。

平桥皮影戏 2009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29）潢川嗨子戏/耍孩儿（传统戏剧）

潢川嗨子戏（耍孩儿）在光绪年间已经开始流行，据民间嗨子戏剧团艺人介

绍，潢川嗨子戏传承至今已知的有五代，距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民国期间潢川嗨子戏（耍孩儿）贺家戏班县城转入民间后，主要由两大家族

班沿承至今。据潢川伞陂镇贺家班的嗨子戏剧团班主贺良才介绍，在其爷爷贺青

山做班主时，贺家班已是职业性的演出班社由于没有田地，主要靠演出来养家糊

口。演出主要为一旦一丑扮演反映农村生活的小喜剧，入《打长工》、《点大麦》

等随着农村演出市场的需求，有原来的“二小戏”发展到生、旦、丑的“三小戏”

如《送香茶》等。



嗨子戏 2011 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30）息县嗨子戏（传统戏剧）

嗨子戏因其唱腔多以“嗨”字起音，故称嗨子戏。息县嗨子戏的声腔音乐结

构基本为长短曲牌连套体，更多的是吸收了淮北民歌。例如《调情歌》、《走女

家》，《四季歌》等息县本土的民歌。拉宽现在的唱腔主要有主调和花调两大类：

主调配有老老调、喜娃子、苦娃子三种；花调有放鹦歌、西柳子、正三青、倒三

青、壮板等 70 多个调子。

唱腔结构也由原来的长短贡牌连套为主改为板式腔为主。伴奏音乐比较简

单，没有管弦乐，仅有堂鼓、梆鼓、虎音锣、小钹等打击乐器，行当分生、旦、

净、丑，唱念多用本腔（真嗓），有时在部分高音区和甩腔中也用二本腔（假嗓）。

常演的传统剧目有：《吴三宝游春》、《方秀英坐楼》、《裴秀荚打店》、《贺

氏嫂骂殿》等 50 多个正本戏、折子戏；演出的现代戏有：《小二黑结婚》、《焦

裕禄》。嗨子戏演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时演高台、草台，有时打地摊，唱拉灯。

息县现有嗨子戏剧团 2个，演出艺人近 40 人。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1）地灯戏（传统戏剧）

新县地灯戏亦称地摊戏、地灯溜子，简称“地灯”。是在当地民间歌舞采莲

船（旱船）和民间歌曲（田歌）基础上形成的，属于一种载歌载舞的“两小戏”，

是最原始的民间戏剧形式。一般由一丑一旦表演，用当地方言表演，一戏一曲，

或一戏多曲，唱腔音乐民歌风味浓厚，以打击乐伴奏，伴奏常用鼓、板、大锣、

小锣和镲等五种乐器，俗称“打五件”。新县地灯具有念（白、数）、唱、帮（帮

腔）、打（打击乐）、舞等特点。唱词、道白中常见当地民间农谚、笑话、俚语、

歇后语等，诙谐幽默朗朗上口，是江淮地区之间民间口头文学的宝贵资源。

地灯戏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自宋至清，新县民间社火灯会盛行。现

已知新县最早的地灯艺人为陈店乡上叶湾人高立福（清道光年间人）。制作于清



道光年间的三壁湾响班子（吹打鼓乐）的锣鼓架子上，就有木浮雕“三小戏”的

表演形象。根据历史区划、典籍记载和艺人生卒年代、师承关系，新县地灯历史

至少有 200 年以上。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2）光山皮影戏

光山皮影戏，旧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

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旧时表演，艺人们在透明胶油布后面，

一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

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高档一些的还以黄牛皮制作幕布，那要将黄牛皮削制、打磨

到半透明状。现在大多用白色幕布，搬运、清洗都很方便，透明胶油布、黄牛皮

幕布已难得一见了。在光山乡村，这种拙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

“许愿还愿请皮影”——这一古老的习俗在光山农村根深蒂固，深受人民群众喜

爱。光山皮影戏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光山县以及新县部分乡镇，演出辐射鄂豫皖大

别山地区，最远的到达江西省的九江、上饶、景德镇等地。

光山皮影戏的演出是借助一块规格长 2.6 米，高 1.2 米的透明胶油布制作影

戏幕布，演员在幕内手持皮影杆，控制皮影的动作，一般一个人物有三个杆的，

也有四个杆的。演员操作皮影模仿人的动作，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在戏幕上

借助灯光的帮助，把剧情展现给观众，观众在外面看到的如同真人实物的影子，

故称为皮影戏。演员以不同人物及个性，如帝王、将相、小姐、丫环等人物声腔

去发声，表演故事情节，把喜、怒、哀、乐融合一体，曲折离奇，叫人常看不厌。

光山皮影戏讲求“唱、白、打”三项功夫，唱是唱腔，白是念白，打是对打动作。

“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中来。”光

山皮影戏生于田间，存于民间，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

该项目 2015 年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3）固始皮影戏（传统戏剧）

http://baike.baidu.com/view/432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54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3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6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026.htm


固始皮影戏一担皮影戏箱，定员八人，四人分别扮演生、旦、净、丑；四人

分别敲打登鼓或边鼓、牙子、大锣、二锣等打击乐器。

皮影戏的道具是用牛皮加工镂成的各式人物、桌椅、刀枪、各式物件及山水

等，绘以透明色彩。台前置长约八尺、宽约五尺的白色轻纱布幕，演员皆藏于布

幕以内，演出时在幕后置一光源，现为电灯，操影子的演员贴近布幕操动影子，

借着灯光，观众可以在前台欣赏布幕上影子的表演，其他演员伴配说白和唱腔。

固始皮影戏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观众喜爱。对传

承民间传统文化，对研究中原（固始）与闽台历史渊源关系，具有较高的艺术研

究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2015 年，固始皮影戏被列为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扩展项目。

（34）毛底布鞋制作技艺（传统技艺）

商城毛布底鞋选用天然毛竹叶为原料，经水煮漂洗，制样。利用毛竹叶的天

然凸凹槽的透气性，利于排汗、养脚。采用纯棉布为原料，不加任何粘合剂。经

手工排版纳底。工艺制作难度，远远高于同类产品。从传统的小元口（红军鞋）

到具有现代时尚休闲，从传统手绣到现代机绣，在生产经营上，集研发、设计、

制作、销售为一体。正是由于它的舒适性、透气性。工艺制作的复杂性、环保低

碳才使得毛布底鞋在全国的市场以其稀缺而显得珍贵。

作为民间手工技艺的商城毛布底鞋，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艺术内涵，是

商城古老的传统民间工艺，是老祖宗留下一份珍贵遗产，是经过历代人民不断创

新的精品。抢救保护商城毛布底鞋，它能更好地了解商城民间工艺的价值、精神

面貌，更好地欣赏借鉴吸收民间艺术精华，弘扬历代商城人民优秀民间艺术传统，

进一步展示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繁荣商城民间艺术，打造文化产业品牌奠定坚实

的基础。从社会价值来讲，商城毛布底鞋属纯天然产品，可降解环保低碳；从科

学价值讲，商城毛布底鞋属绿色环保，可养生保健，对脚气尤为重要；从经济价

值讲，商城毛布底鞋是传统的技术，目前已成为一项支柱产业，走公司加农户的

形式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解决就业人员近千人，辐射周边三个县个七乡镇，

为群众创收 2000 多万元，增加了地方的收入；从文化价值讲，商城毛布底鞋起

到了传承鞋文化、弘扬鞋文化的作用。

2011 年，商城毛布底鞋手工制作技艺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



（35）空心贡面制作技艺

潢川空心贡面古称“光州贡面”，其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始于唐朝，延续至

今，长达一千四百多年。主要原料为面粉、水、食盐和食用油，制作要经过二十

多道工序，饱含工匠精神。制作而成的空心贡面直径约 0.9 毫米，两端或一端为

孔状，由于其纯天然植物原料，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口感细腻，下锅即熟，容易

消化，非常适合老人、儿童、幼儿、产孕妇及康复者食用。

空心贡面制作流程主要包括：和面→揉面→醒面→（擀面→切条→捋条→盘

条→）搓条→捻条→装盆→（上筷子→装槽→醒大条）→小架拉吊→小架分纤→

复醒小条→（挂面→大架拉抻→定条→分纤）→晾干→收面→截切→计量→包装

等二十多个步骤完成。

2021 年，空心贡面制作技艺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

（36）罗山大肠汤制作技艺（传统技艺）

罗山大肠汤的制作技艺产生于元末明初，在近 600 年的发展历史中，历经三

十多代传人不断改良创新，延续至今。罗山大肠汤以罗山本土淮南猪大肠为主要

原料，通过一系列制作工艺方法制作，是豫南地区特有的美食制作技艺。其色香

味美，营养丰富，是科学养生的重要菜品，被列入信阳市养生菜系列。因此，保

护好罗山大肠汤制作技艺项目有着重要文化意义。

该项目 2021 年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37）商城炖菜烹饪技艺（传统技艺）



商城炖菜烹饪技艺形成于先秦，在历经 2千多年的发展与传承，积淀许多文

化元素，并融入中华饮食文化，流芳于世。商城炖菜技艺已成为豫南炖菜的发祥

地，商城县也被授予全国唯一“中国炖菜之乡”。该项技艺已成为豫菜的一大风

味流派，在中国炖菜烹饪技艺中独树一帜。因此，保护好商城炖菜技艺具有重要

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意义。

该项目 2021 年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38）香稻丸种植加工技艺（传统技艺）

河南省息县香稻丸（大米）是息县独特的该项目 2021 年被河南省政府公布

为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优传统技艺产品，它色彩青白如珍珠，香气

馥郁，具有极高的滋补药用价值，素有“一块稻香满坡，一撮米香满锅，一碗饭

香满桌”的美誉。由于其种植有限，使息县香稻丸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因此，保

护息县香稻丸对于其传承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该项目 2021 年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39）汪家拳（传统武术）

汪家拳发源于“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信阳大地，是信阳市唯一保护传承

完整的地方性拳种。发源地浉河区董家河镇楼畈村汪家老湾位于信阳城西 15 公

里处，这里山川秀美，水渠塘堰星罗密布，被誉为“鱼米之乡”。

汪家拳称“百步神拳”，又称“十三根架”。据汪氏族谱记载：汪家拳创始

人汪清公生于明末，他在掌握了王伦教授的“百步神拳”的基础上，将豫南山区

群众农耕劳作的动作融入到拳术套路中，300 余年来，汪氏后人一直习武不辍。

如“双手挎胡一担平”就是用“冲担”挑稻捆，双臂伸直抓住两端稻捆使其稳定

而创作的动作。“磨山炮”动作源于捆稻谷的动作。庆丰收打鼓时的动作演变成

“骑鼓架”套路等。经过汪氏家族习武者的不断摸索创新，武术技艺逐渐演变成

现在的武术套路“十三根架”。汪家拳主要是以防为主，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出拳如闪电，内外兼修、攻防兼备。因汪家拳拳法简炼实用易于掌握，深受广大



武术爱好者喜爱。汪家拳不仅有“十三根架”拳术，还有盘枪、法枪、明枪、大

刀等武术器械技法。

2021 年，“汪家拳”被公布为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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