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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太平鼓在我国有多个
国家级非遗项目，如我省的辽西太平鼓、
甘肃的兰州太平鼓、北京市的京西太平
鼓等。其中，京西、东北（包括辽宁、吉
林）属于单面鼓，甘肃属于双面鼓。

据了解，兰州太平鼓已有 600 余年
的历史，素有“天下第一鼓”之称，是典型
的汉鼓文化，且为双面鼓形式。京西太
平鼓是北京地区独特的一种民间节庆舞
蹈，与辽西太平鼓、双辽太平鼓（也叫吉
林单鼓）在形制上并无差异。

研究非遗项目的专家宋晓冬说，这
些太平鼓有共性，它们都是老百姓自娱
自乐、集体传承、集体发展的传统舞蹈，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
源，在当地的民俗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但各自又有不同的地域特色。比
如，辽西太平鼓伴有歌谣：“打锦州、过义
州，八仙过海宁远州，宁远的牌楼瑞州的
塔，连山的狮子一对俩。”

宋晓冬认为，辽西太平鼓由儿童游
戏到成人结会，由农家之乐到衢市风行，
由岁时礼俗到平时活动，真实地反映了

当地的风土人情、时令礼仪和生产生活
情景，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辽西
太平鼓同其他几种太平鼓一样，也面临
着后继乏人的境况。多年来，葫芦岛市
绥中县加大挖掘保护力度，创新传承举
措，让非遗火起来、传下去，尽显非遗的
魅力与活力。

早在2005年，为了加大辽西太平鼓
的保护力度，绥中县建立了多个太平鼓
培训基地，时任绥中县文化馆副馆长的
王成德经常在这里开展传承活动。

为了收集太平鼓曲谱，王成德走遍
了绥中县的村屯。一年多的时间里，他
找到了百余位太平鼓老艺人，收集整理
了 180 多段鼓谱，并虚心向老艺人学习
太平鼓技艺，把学来的舞蹈动作与鼓谱
相结合，自编多种太平鼓舞蹈动作，然后
向百姓传授太平鼓技艺，使辽西太平鼓
舞蹈在绥中县各个乡镇广为流传。他创
作的《辽西太平鼓》《中国美》《鼓打太平
年》《太平鼓韵》《祈太平》《幸福来》等舞

蹈作品多次在省内外获奖。
近 20 年来，辽西太平鼓走上央视，

走向世界。在锦州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
基地展演时，来自埃塞俄比亚、黎巴嫩等
15 个国家的外国友人都抢着跟王成德
学艺。

“这就是非遗的魅力，我们下定决
心抢救挖掘太平鼓，让濒临失传的非
遗项目传承下去。”辽西太平鼓保护单
位绥中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负责
人称。

如今，绥中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
心对辽西太平鼓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
的整理，并大力普及推广。多次聘请非
遗方面的专家与太平鼓传承人一起下乡
镇进行田野调查，走访太平鼓老艺人，收
集太平鼓鼓谱和旧鼓及服饰，使辽西太
平鼓鼓谱得到补充，鼓点打法更加多样
化，为国内专家研究辽西太平鼓提供大
量的资料，为研究汉族农耕文化、满族渔
猎文化和锡伯族、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提
供史料。

（本期特刊刊头剪纸为赵志国作品）

全国多地有太平鼓 对民俗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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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初，记者在锦州市非遗传承基
地见到王成德时，他正在教孩子们打辽
西太平鼓。只见他左手持太平鼓，右手
拿着鼓鞭，太平鼓随着左手上下翻转，鼓
点欢快地变化，他舞得也欢快——悦耳
的鼓声伴着优美的舞姿演绎着辽西地区
一个个鲜活古朴的生活场景。

82 岁的王成德是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辽西太平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他手持的这面太平鼓已有 60 多年的历
史，形状如蒲扇，蒙着山羊皮，所以也称
羊皮鼓。他告诉记者，太平鼓由专业工
匠“秘制”：鼓圈、鼓柄、鼓穗、鼓环等由铁
铜合金制成，制鼓工匠需要掌握独特的
配方和锻造工艺才能打造出来，由他们
打制的鼓圈蒙上鼓皮后能敲出响亮悦耳
的声音。蒙鼓要用羊的脊背皮，一只羊
的皮只能蒙一面鼓。

研究发现，辽西太平鼓是满、汉、蒙
古族、锡伯族等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
证。自古以来，辽西走廊就是一条“文化
廊道”，多民族在此杂居，各民族文化相
互影响、融合，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汉
族人亦“习蒙语、行蒙俗”，有研究者形象
地比喻：“辽西走廊的民风民俗是五颜六
色的。”

辽西太平鼓是在辽西地区流传的一
种女子民间舞蹈，起源于唐代。明代绘
画《太平腊鼓》中描绘了童子打太平鼓的
有趣场面。清代，太平鼓达到鼎盛。

辽西太平鼓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境内
分布广泛。据当地老人们讲，每年春节
前后，村村都会打起太平鼓，舞蹈内容健
康，鼓点丰富，表演者舞姿优美，形式多
样，表演自如，表演人数也不受限，深受
辽西一带满、汉、回、蒙古族、锡伯族等民
族广大妇女的喜爱。妇女按本民族的习
俗着便装或穿节日盛装表演：汉族妇女
多穿短衫长裙，即右大襟短衫，系八幅罗
裙或长及脚背的筒裙。满族妇女穿着旗

袍，也有穿齐膝长的短袍，外罩一字领或
琵琶襟的坎肩，而蒙古族妇女则穿具有
浓郁草原风格特色的蒙古袍，颜色有红、
黄、紫、深蓝等，腰束彩带，头缠红、蓝色
头巾，穿皮靴。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题部主任
高旭说，辽西太平鼓与辽东、辽南的鼓不
同，后者是祭祀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形式，
而辽西太平鼓则是在重大节日尤其是春
节时表现的艺术形式。内容表现的是辽
西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切黄瓜
丝、摘豆角、捞干饭等。在敲响辽西太平
鼓过程中，这些生活劳动场景鲜活地呈
现在舞蹈动作中，活灵活现。

那么，辽西太平鼓是怎么出现的
呢？相传在古代，有一个习俗，就是妇女
在正月里不能出门，在家里也不能做针
线活计。闲不住的女子们便将敲打手鼓

活动身体当成一种娱乐，继而发展到左
邻右舍聚在一起敲打，于是形成了妇女
聚集在一家院子里边打太平鼓边跳舞的
娱乐形式，最终发展成辽西妇女的一项
才艺。在某些地区，姑娘会不会打太平
鼓甚至一度成为择偶的标准。

王成德说，在童年时代，逢年过节在
街头看得最多的是辽西太平鼓，他被这
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吸引。机会出现
在1951年春节，当时太平鼓表演队伍中
缺一个人，9 岁的他幸运地被选作替补
演员上场。于是，上世纪50年代的锦州
街头，在太平鼓演出队伍中有了一个少
年的身影。

这一敲，就是70多年。
王成德说，辽西太平鼓是他一生的

最爱。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四处
奔走宣讲、找寻老艺人、演绎辽西太平
鼓，将这项非遗项目传承给更多的人。

太平鼓传千年 多民族生活习俗融入舞步中

辽西太平鼓鼓点深沉、宽广、抒情，
蕴含了独特的审美文化、人文思想和民
族精神。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人可
以参加，他们既是表演者，又是欣赏者。

王成德说，辽西太平鼓的鼓点十分
丰富, 民间流传有300余种，按其所表现
的内容，大致可分为6类：基本鼓点、表
现妇女劳动生活的鼓点、表现日常生活
现象的鼓点、表现自然景物的鼓点、表现
民间传说和习俗的鼓点、表现打鼓技巧
的鼓点。

以表现妇女劳动生活的鼓点为例，
表现“烙饼”“摊煎饼”“擀饺子皮”“挑面
条”“切黄瓜丝”“捡棉花”“削甜秆”“纺
线”等生活场景，以音响和击鼓部位的变
化敲出不同的鼓点，再配合以形象化的
舞姿来表现妇女的劳动生活。

辽西太平鼓的鼓点之所以如此丰

富，是由敲鼓方法多、敲击部位变化多形
成的。王成德徒弟、绥中县文化馆馆员
厉辉说，一面鼓可敲击正面、反面、鼓的
上沿、鼓的两侧、鼓环等各个部位，可以
使用鞭敲、倒拿鼓鞭敲、用手掌按、用拳
头叩和抖动鼓环等各种敲法，使之发出
不同声响，表现各种形象，往往同一鼓
点，只变换敲击部位或敲击方法，就能表
现出不同的内容。一个单面鼓拥有如此
强大的表现力，这也是辽西太平鼓的一
个显著特点。

鼓点、动作简单明快，表现内容反映
的是日常的生活，易于掌握，这是辽西太
平鼓的另一个特点。厉辉一边示范一边
说，敲击方法与鼓的用法共有22种，即
右手执鼓鞭：打、抽、扣、按、片、挑、沿、
卡、倒、撩、边等。左手执鼓：摇、颠、翻、
卷、抖、压、弹、绕、扑、旋、扇等。

辽西太平鼓虽简单易学，但变化起
来又千姿百态。由于受当时条件下妇女
服饰和体力的局限，太平鼓无大蹦大跳
动作，只着重“走”和“转”，并以“快”和

“飘”的标准来要求“走”和“转”。而且，
对人员的服装无特殊要求，汉、满、锡伯
族、蒙古族等民族妇女可以按各自的习
俗着便装或穿节日盛装，边敲鼓边跳，共
同演绎生活的美好。

辽西太平鼓有强烈的实用性与艺术
审美价值。人们打起鼓来，不仅表现自
己的劳动生活，而且模仿生活现象、自然
景物、老人形象以及动物形象，本身就充
满了生活情趣。如表现自然景物的鼓点
有“刮大风”“牛顶架”“羊羔吃奶”“兔子
偎窝”“老驴啃痒痒”“燕子翻身”等，来模
拟自然现象和动物形象，既形象又亲切，
表达各民族妇女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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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竞

辽西太平鼓表现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图为演员在练习技艺。 （受访者供图）

制图 隋文锋

82 岁的王成德是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辽西太平鼓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图为他在锦州
市非遗传承基地表演太
平鼓。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太平鼓似团扇，又称团扇舞，最初与
驱术有关，后来演变为老百姓自娱自乐、
集体传承、集体发展的传统舞蹈。它具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唐诗和宋词中也有记载和描述。唐代
张祜《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诗云：

画鼓拖环锦臂攘，小娥双换舞衣裳。
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
鸾影乍回头并举，凤声初歇翅齐张。
一时欻腕招残拍，斜敛轻身拜玉郎。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杨宝林解读，这

首诗的第一句，说的是小娥所持鼓的鼓
面画得雅致美观，鼓柄下坠有铁环。这
种鼓比较轻巧，已经具备当代单面羊皮
鼓的所有特征。依据诗文分析，柘枝舞
已与当代太平鼓舞形态近似。

宋词中也有描写太平鼓的相关内
容，词人史浩作《蝶恋花·扇鼓》:

桂影团团光正满。更似菱花，齐把
匀娇面。非镜非蟾君细看。元来却是吴
姬扉。

一曲阳春犹未遍。惊落梁尘，不数
莺喉啭。好著红绡笼玉腕。轻敲引入笙
歌院。

杨宝林解读，词中描绘的是达官贵
人歌舞游乐场面，一个叫吴姬的女子边
歌边舞边敲鼓，吸引大量的观众。

清人何耳《燕台竹枝词》中描写了民
间打太平鼓的场景,人们通过在年关岁
尾打太平鼓来表达对太平生活的企盼：

铁环振响鼓篷蓬，跳舞成群岁渐终。
见说太平都有象，衢歌声与壤歌同。
不仅古诗词中有对太平鼓的描写，

明代和清代的绘画中还对太平鼓有更直
观的描绘，仿佛让今人看到古人打太平
鼓的情形。明代绘画《太平腊鼓》记载了
童子打太平鼓的有趣场面。清代绘画
《太平春市图》描绘了新春市集上打太平
鼓、耍猴戏、跑旱船等民俗活动，皆生动
逼真。

清代绘画《太平春市图》局部，左身着蓝
衣的男子和绿衣人在敲打太平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