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第 4期
（总第 250 期）

北 方 音 乐
Northern Music

NO.4,2014
（CumulativelyNO.250）

Northern Music  21

浅谈稷山花鼓的继承与发展

刘  倩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山西民间艺术——稷山花鼓，属于中华鼓中的一种。稷山花鼓不论是在系鼓方法上，还是击鼓上和动作上，都是丰富多彩、

技艺超群的，其中在表演中，核心部分要数鼓艺了，其充分发挥出鼓的优势，汇集了击鼓的多种技巧。在稷山花鼓的历史文化继承中，

它继承了最原始、最朴实、最接近生活的原生态，即农民在田间插秧时的原动态。在表演形式上，还会在逢年过节、赶庙会和闹红火场

所上表演花鼓。在鼓艺中，则还是以下拉上挑为主，结合搂鼓、掏鼓和拐槌，使稷山花鼓使人眼花缭乱，引人注目。我们可从在保留原

有风格特色的继承上注入新的内容，派遣专门辅导人员去当地学校并带入新的内容，将其引入课堂抓典型，在广场上去宣传，最后将它

推广、传授给少儿，组织少儿舞蹈活动，将稷山花鼓的发展面向全世界，吸收最广泛的优秀文化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会贯通，自

成一格，气象更新，能够海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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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稷山花鼓起源于稷山县，它拥有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相传

在远古时期，祖先后稷曾在山西稷山教民稼穑，开创了华夏民族

农耕文化的先河，稷山先民以花鼓来祭拜，也是为了纪念后稷的，

祈求五谷丰登。

作为山西民间艺术——稷山花鼓，它属于中华鼓舞中的一种。

史料中曾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鼓声和雷声相比，当时

的人们产生了“鼓声可引来雨水”的巫术观念，认为鼓声可有助

于春耕和农作物的生长。又因为花鼓艺术的产生与远古时期的农

耕文化密切相关。从祭祀后稷到愉悦百姓，充分说明了稷山花鼓

根植于民间，并且代代相传，这些早在隋唐时期时，花鼓的表演

便盛行了，明清时期花鼓的表演风格流传的更为兴盛。

稷山花鼓与其他民族舞蹈一样，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动律特点，

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是稷山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稷

山花鼓的形式诙谐，风格独特，广阔的黄土地赋予它纯朴而豪放

的灵性和风情，融泼辣、灵巧、稳重于一体，将稷山人民热情质朴、

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挥洒的淋漓尽致，其节奏明快，富有弹性的

鼓点和高超的击鼓技法等都展现了稷山花鼓的风格特征，并反映

了稷山人民的纯朴、热情、憨厚的个性。稷山花鼓的风格上以热情、

奔放而著称，其动作既稳又巧，既干净利落又技艺高超，而且刚

中有柔、稳中带巧，不能扭扭捏捏、缠绵无力。体现其风格的要

素主要有动作、节奏、道具。动作：稷山花鼓中的动作最为经典

的步子有跑跳步、前进步、后退步和踢步四种。跑跳步：正步位

准备，将重心先移至右脚，曲左膝，左脚向后踢，在左脚落地的

瞬间，倒重心于左脚，曲右膝，右脚向后踢，交替进行，即双腿

交替向后踢。前进步：正步位准备，左脚向前迈一步，右脚跟上，

即向前走一步。后退步：与前进步的步子相同，不同的是向后退

一步。踢步：正步位准备，一脚为重心，另一条腿向上踢，即向

上踢腿。节奏：节奏是音乐的重要因素，也是舞蹈的三大要素之一。

舞蹈伴奏音乐是旋律和节奏构成的艺术形象，它激发人们的情感，

表达舞蹈神韵。在稷山花鼓中，一种是以自身的鼓点来作为音乐

节奏，它拥有强烈而具有民族特征，另一种则以具有个性的音乐

旋律表达着舞蹈的内容和人物情感。道具：鼓槌是花鼓中必不可

少的道具。花鼓中的鼓槌所形成的手臂的动律是体现稷山花鼓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下拉上挑，即右手于右面击完鼓后，从下绕到

左面鼓，击鼓后，再向上绕回右鼓，再次击打。搂鼓：右手击完

右面的鼓后，从前画半弧线后击打左面鼓。总之，稷山花鼓的动

作干净利落、节奏明快、气势磅礴，极富表现力的道具，是山西

民间艺术的一支奇葩。

二、稷山花鼓的继承与发展

稷山花鼓作为祭祀活动的遗产在过去对社会稳定和宗教活动、

劳动生产生活有很大的社会功能，它是集民间鼓艺、舞蹈、杂技

和武术为一体，编排别具匠心，表演独创一格，其既有个人才艺

展示，更注重整体动作的协调，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

团结向上的民族精神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并且它具

有黄土高原粗犷奔放的整体特点，又不乏细腻优雅的细节刻画，

所以我们更应该继承与发展稷山花鼓。

（一） 稷山花鼓的继承

在稷山花鼓的历史文化中，它继承了最原始、最朴实、最接

近生活的原生态，即农民在田间插秧时原动态。在表演形式上，

还会在逢年过节、赶庙会和闹红火场所上表演花鼓。在鼓艺中，

则还是以下拉上挑为主，结合搂鼓、掏鼓和拐槌使稷山花鼓使人

眼花缭乱，引人注目。而跑跳步、吸跳步、踢步、前进步、后退步、

蹲步一直运用到现在。其绚丽的旋转技巧和鼓艺相融，直至今日。

不论是原来，还是现在，在稷山花鼓中都是刚柔结合和巧拙结合，

也就是指“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巧中含拙，拙中含巧”。“刚”

表现为刚劲有力，热情奔放；“柔”表现为轻柔飘逸，婀娜多姿；

“巧”表现为纤巧，婉丽；“拙”表现为沉重，平稳。在稷山花

鼓中，上身的韵律体现了“柔”，在踢腿和击鼓时体现出了阳刚

之美，也就是“刚”，这样就构成了刚与柔的结合。如：凌空跃马、

鹞子翻身等动作中体现了刚与柔。在稷山花鼓中，搂鼓、拐槌中

体现出“巧”掏鼓、下拉上挑则体现出“拙”。稷山花鼓中，踢

腿时要轻巧如燕，手腕灵巧，腾空如云，在掏鼓动作中要体现拙。

就因为我们继承了稷山花鼓中的刚柔与巧拙，稷山花鼓才会有现

在这样，动作变化多端，鼓艺丰富多彩，欣赏价值高，才会渗入

人心。

老艺人们为我们创造了稷山花鼓的“零件”并进行串联，为

我们铺好了民间艺术的道路，让我们在此基础上继承先人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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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的种类和鼓艺技法，为我们创造了一条捷径，使我们更易在此

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让稷山花鼓再继续发展下去，再创造

出辉煌！

（二）稷山花鼓的发展

稷山花鼓现如今面临很大的困境，一是继承人的逐渐减少，

二是稷山经济落后使稷山花鼓项目不能得到有效支持和保护。所

以我们应该为了很好地保护稷山花鼓文化把它很好地发展下去。

1. 在稷山花鼓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高台花鼓。近几十年来，稷

山民间传统花鼓走出了一条保留、借鉴、发展和创新的路子，从

传统稷山花鼓发展演变形成的高台花鼓。它在稷山花鼓中最具特

色，其演员阵容更为壮大，化妆、服装也更为讲究，动作技巧更

为丰富，创造出更高难度技巧有：蹲步劈、鹞子翻身、凌空跃马、

水中捞月、金鸡独立、孔雀开屏、秋千荡虎、倒挂金钩、倒悬花

鼓等。它在板凳上来进行演绎的，以“高”、“奇”、“险”、

“绝”为其风格特点，在表演形式上以特有的高台造型，在表演

到高潮时用十几条板凳摞起架，演员分层表演，难度加大、花样

增多。其中“高”指的是演员在由十几条板凳架起的板凳上表演，

“奇”指的是这是在其他舞蹈中不曾出现的，所以它奇特，“险”

指的是演员站得高，并且在很窄的板凳上完成动作，所以它很惊险，

“绝”指的是演员边舞边向上攀登上凳子的最高顶，再配合上“水

中捞月”、“金鸡独立”、“孔雀开屏”等高难度动作，这体现

出它的舞艺更绝，技艺更为精湛、更加激昂，更是赋予这一传统

民间艺术新的生机。

2. 随着人们艺术鉴赏力的提高，在创作新的艺术作品时，要

求艺术家们要注意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

在思想内容方面要体现出时代精神，有鲜明的时代感；在艺术上

要大胆吸收各种现代表现手法和技法，以提高稷山花鼓的艺术表

现力，同时，呼吁有关部门提高对民间艺术发展的关注，支持舞

蹈艺术家对稷山花鼓的发展创新工作，使其向着健康、积极的方

向发展。（1）在保留原有风格特色的继承上注入新的内容。我们

要掌握其风格特色，在不失去原有风格和艺术魅力的前提下，为

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要注意随时把外来文化吸收进来，向喜

爱花鼓的人经常性地、有意识地传授一些新东西，在这样的传授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人民的文化品味。因为在历史文化的河流

中，中国传统节日是一个不断产生、演变、发展的活态文化，每

个历史阶段都经历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在固本守正的基础上创造

新的节日元素，而不是远离节日文化本质另搞一套，是应该把握

的原则。这种新创造的节日元素，必须能够体现生命基因和文化

精神，注意汲纳当代的审美情绪和进步意识。例如：原来的弓步

胯下掏鼓经过发展后形成踢腿胯下击鼓，这一动作是由双脚的不

离地，发展成为以踢腿的形成出现。（2）派遣专门辅导人员去当

地学校并带入新的内容。文化部门以及群众文化的专门辅导人员

应该主动深入到当地，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保护民族文化

传统，把能够反映新时代面貌和新时尚灌输到每一支秧歌队中去，

帮助他们培训骨干，传授节目，提高活动质量与水平，抓其特色

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随时注入新的思想，有意识地传授一些新东

西，在潜移默化的传授过程中提高这些人的文化品位，如果能够

在这一过程中提高这些人对花鼓的理解和认识的艺术素质则更好，

这样就会使其在舞台上表演提高档次，从自发走向自觉，真正地

做特色、产精品。（3）引入课堂。排遣优秀的舞蹈教师去当地学

会并掌握它的最原始的动态，再经过加工和改编让其成为教材。

这一环节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学校是传播途径最广，最能抓住其

原始动作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把稷山花鼓引进课堂。（4）抓典型。

把好的“东西”尽快铺开，以期达到以点带面、全面开花的目的。

（5）宣传。通过媒体等形式把已经取得的做法和成绩宣传出去，

使大家有一个可以学习的目标和榜样。（6）在广场上推广。把城

市广场上的市民花鼓活动组织好，除了群众文化部门的日常辅导

和培训外，还要做到有目的地组织各种类型、各种级别的比赛活动，

对于进一步推广和普及群众文化活动大有好处。在广场上推广的

话，最好能在不改编其原始动作的基础上，编排出简单易学的动作。

如下拉上挑、掏鼓、搂鼓等动作。（7）传授给少儿，组织少儿舞

蹈活动。让其在各地少年宫、中学和小学编演大量的少儿舞蹈节目，

并参加少儿舞蹈比赛。因为少儿是代表着新一代舞蹈“继承人”，

所以只有通过这样，才能更为广泛的传播。

三、总结

稷山花鼓承载着距今七千多年的“鼓”文化艺术，并且它的

舞姿丰富多样，具有多种丰富的击鼓技法，它是山西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展的。要想继承与发展稷山花鼓，

这就需要艺术家在掌握了其风格特色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

并有意识地传授一些新东西，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民的文化品味；

加大文化部门力度，将舞蹈艺术深入到当地，帮助他们培训骨干，

传授节目，提高活动质量与水平，在抓其特色文化的同时也要注

意随时注入新的思想，提升花鼓档次，让其在舞台上展现出来；

艺术教师们要对其进行传播，作为新一代艺术家的我们应对其进

行更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将其不断繁衍下去，使其成为艺术所

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让它成为世界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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