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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覆盖了屋顶，掩盖了声音，我们不禁怀疑所见所闻是真是假。
身着彩袍，面涂彩绘的天神、皇帝、武士走在白色的窄路上。鼓声
与鞭炮声将吓走恶鬼，祈求平安庆祝丰收以及慰藉心灵，以此魂归
故里心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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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虎
探寻中国最后的祭祀

Xu Xiaoxiao

FOTOMEN 影人

中国境内的传统由于城市化的进程

在不断地式微，有的“消亡”有的“被遗

忘”，影像的记录是留存证据保留记忆的

最佳方式。众多的艺术家致力搜集着保存

在眼前，留存在记忆里的光景。

社火是中国汉族民间一种庆祝春节

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在北方城市也被称

之为“ 射虎 ”。此类民间祭祀活动也是

西北地区青海省甘肃省陕西省等一些地方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高台、高跷、旱船、

舞狮、舞龙、秧歌等等的统称。“ 社 ”是

土地神之意，“ 火 ”代表火神，土地与火，

是仰仗自然生活的人最原始的崇拜，更是

千百年延续下来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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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MEN 影人

“随着与食物来源的分离，随着农业越来越受到技术的

支持，人们失去了庆祝收获季节结束并祈祷来年顺利

的最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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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晓摄影之友×
INTERVIEW

为什么要拍摄记录射虎这样的仪式画面？
射虎那种欢乐庆祝的氛围和我小时候

经历的庙会感觉很相似，都是一群人通过不

同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对来年的期许。这里面

有一种凝聚力和专注感，还有一种暂时抽离

现实的梦境感，很吸引我。加上我从小就出

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好奇想

要去探索的欲望，于是有了亲自去陕西拍摄

的想法。

你是怎么发现这样的民间仪式的？
我是在 2012 或者 2013 年就在网络上

关注这个主题的。起初是好几个朋友转发帖

子给我觉得我应该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看

完之后我马上被这个活动的氛围，人物的造

型和射虎的各种不同形式所吸引，有前所未

见的血社火、高跷社火、芯子社火，我心想：

太神奇太超现实了！

你想通过这组作品表达什么？
射虎以其神秘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千

年的历史，值得向广大影友介绍。我希望读

者能通过我拍摄的照片体验到整个活动散发

的深邃而疏离的气息，参与者狂热、专注、

精力充沛，沉醉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他们

创造了一种艺术应有的幻想：治愈、无畏和

自由。另外在西方，这种特殊的传统鲜为人

知，媒体里有关中国的报道比较单面，中国

文化方面经常曝光不足。我想通过这个系列

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个富有想象力的活动。

在当下人与土地的联系变得异常脆弱的今
天，在拍摄当地还有多少人会参与到射虎
这样的活动中？

我在 2014 年去拍摄的时候，参加的人

数还是蛮多的，少的几十个人，多的百来个，

参加的人员几乎都是本地村民。现在这些村

庄也将发展工业。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交

通发达、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民宿能否完

整完整地保存下来。 还是像过去一样，逐

渐发展出一种新的形式。

在射虎仪式中，年轻人比重多吗？你的镜
头里出现过很多参与射虎仪式的年轻面孔，
他们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年轻人大概占了一半，射虎很多都是父

传子女，很多年轻人从小就接触社火，对这

个仪式呈现出的状态是比较自然和舒适的。

你如何看待当代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土壤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却是相当

独特的。陕西黄土高原森林稀少，低地多，

有利于农业和灌溉技术的发展。久而久之，

凭借肥沃的土壤、灌溉运河和商业路线——

丝绸之路起源于西安——陕西成为中华文明

的摇篮，一千多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中

华帝国的文化中心。然而，曾经强大的人与

土地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脆弱。城市化、以

城市为基础的现代生活方式以及技术在农业

环境中的使用，已将当代社会与土地的联系

变得越来越远。随着与食物来源的分离，随

着农业越来越受到技术的支持，人们失去了

庆祝收获季节结束并祈祷来年顺利的最初理

由。此外，在特殊期间传统节日被批评为旧

习俗并逐渐被抛弃。直到 1980 年代之后，

人们才被鼓励重新发现和重振这些节日。

你认为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在当下的中
国农村，究竟是仪式本身强调了当地人与
土地之间的联系还是仪式本身成为了给当
地村民保持传统的心灵慰藉？

仪式最初来自于当地人与土地之间的

联系，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庆祝活动和土地

所具有的联系慢慢消失了，它们正在转变为

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个项目，类似于之前我

的长城系列，庆祝中国文化正在消失或演变

的一个方面。传统，特别是当它们采取集体

仪式的形式时，会讲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来

自哪里。它们是连接人、历史和土壤的强大

工具。不同形式的艺术，是全人类共有的少

数几个方面之一。同样，射虎凭借服装和化

妆的准备、音乐表演者和杂技演员以及各个

年龄段的村民的参与，为中国北方的整个社

区增添了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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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独立影像创作者
毕业于阿姆斯特丹摄影学院，
随后在安特卫普影像博物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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