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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鼓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杨正军

(南昌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44)

摘要：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太平鼓凝聚着深邃的文化内涵，透析民族文化要素和精神．本文从文化符号学

的角度，阐释了太平鼓的缘起、自身图案、鼓身彩绘图及太平鼓表演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这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

和体现其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民间文化观念，以期更好珍视这一文化遗产，可以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思想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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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引茜

西方符号学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但直

到19世纪末符号学才被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儿和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理论系统化nJ。虽然索绪尔的

诸多符号学研究集中在语言符号中，但他首先提

出了社会生活中的符号，即人造符号，包括文字，

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等[2]．

我国历史悠久，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无论是

地域、饮食文化还是风俗、宗教文化，都为我们开

展符号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基于此，笔者试

运用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兰州太平鼓的起

源、图形，及表演方式进行阐释，从而进一步发掘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思想．

1兰州太平鼓的产生

据《皋兰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明朝大将徐达

奉命西征，攻打盘踞于兰州西北城的元朝残余势

力，但久攻不克．恰逢元宵佳节，受兰州水桶的启

发，徐达下令赶制了一批三尺长鼓，内藏兵器，令

军士扮作社火队乘夜色混入城中一举攻克城池．

自此中原北定，此鼓也得名“太平鼓”．此后六百多

年，兰州太平鼓代代相传，也深深刻上了战争的烙

印．经历代艺术家和民间艺人的不断创新，成为具

有强烈观赏性和娱乐性的广场鼓舞艺术，被誉为

“天下第一鼓”[3]．

现在的太平鼓鼓身长70～75厘米，鼓面直径

4～50厘米，鼓重19～22公斤．鼓身彩绘有“二龙

吸珠”、“狮子滚绣球”、“荷花莲子”等，还有一色的

红鼓；鼓面蒙整张生牛皮，表面绘有“太极八卦

图”．太平鼓在表演过程中，有极其完备的讲究和

程式．如有“白马分鬃”、“鹞子翻身”、“弯弓射雁”

等表演身法，也有龙腾盛世、鼓乐太平、三阳开泰、

天圆地方等表演阵法[4]．然而无论是太平鼓本身

还是太平鼓的表演形式，都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意

象思维，体现了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2太平鼓自身图案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一个真正的艺术往往生活于直觉、形式符号

的领域，它既非空洞的形式符号，但也绝非抽象的

符号∞]．一种符号必须能为某一类事物或某一类

力的作用方式赋予具体的“形状”．意象本身是一

种特殊的事物，当用它代表某一“类”事物时，它便

有了符号的功能[5]．图案、花纹、阵式等意象的运

用，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的思想．

太平鼓上的八卦图，是人们最为常见的伏羲

根据河图和洛书图研创的简易图，以“一”为阳，以

“一一”为阴，组成八卦：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

为风、坎为水、艮为山、离为火、兑为泽，以类万物

之情．这象征着自然界最显著的八种自然现象，是

中国传统象征符号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作为哲

学观念、文化意识的图形符号，太平鼓被专家们称

为“抽象程度最高、最具有总旨意义”．兰州地处西

北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十

分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然而农民们热爱土地、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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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丰收，在太平鼓的鼓面上绘上八卦图，以示人类

对自然的认识——永恒运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的宇宙法则．擂起太平鼓而变“八卦”触阴阳，“以

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时，太平鼓表演

时陪有节奏强烈的鼓乐声，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免除干旱．当地人们常说：“甘地寒气闭塞，春初非

击此鼓则地气不融合，岁必不熟．”因此，太平鼓成

为了兰州地区人与自然、人际之间和平相处的纽

带．

3鼓身彩绘图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思维意象可以将物体、事件关系的全部特征

用一种图像呈现出来．这种图像，可是以图画式

的，符号式的，也可以说是记号式的[6]．符号是由

具体物象抽象化而成，但符号可以表示某一类事

物或某一特性．

龙是中国图腾文化的产物，可翔于天，可行于

水．传说中的龙分雌雄，二龙戏珠的图案暗含雌雄

二龙共迎旭日东升，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之意．

现在二龙戏珠图案已具有丰富的寓意，有避邪御

凶、庆丰收祈吉祥之意．

兰州太平鼓表演开始于农历春节，到正月十

五达到最高峰并结束，其组织形式及活动的时间

正是开春节准备下一年农耕的前期，因此以舞动

太平鼓作为祈求来年万物茁壮生长的最重要的仪

式．敬龙则风调雨顺、万事泰和，逆龙自然是灾祸

横生，苦难重重．人们在兰州太平鼓上绘制龙的图

案，正是借龙传达对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和顺气候

的向往(尹德生，2001)．

除此之外，鼓身还常会有狮子滚绣球、丹凤朝

阳等图案．狮子滚绣球也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之

一．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代民间流行“狮

舞”，两人合扮一狮，一人持彩球逗之，上下翻腾跳

跃，活泼有趣．“狮子滚绣球”图案，来源于此．丹凤

朝阳中的凤凰亦作“凤皇”，是传说中的百鸟之

长【7]．据《诗·大雅·卷阿》载：“凤凰鸣矣，于彼高

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以凤凰喻贤才，朝阳咱

明时．丹凤朝阳又称朝阳鸣凤，是一种寓意吉祥的

风俗图案，通常以凤凰、旭日及梧桐为主题．画面

中丹凤面对太阳作欢鸣腾飞状，象征美好光明，寓

意高位吉运．这些纹案被描画在太平鼓上，寄托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太平鼓表演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兰州太平鼓阵容宏大、壮观、气势恢弘，太平

鼓表演为群体表演，人数在百人以上(一般为108

人，取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之意，大型活动时为

216人到432人不等，但均应为9的倍数)口j．其

表演队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鼓手排成两行，中

间用3米长的压鼓杆指挥，前锣后钹，队列前的领

头鼓比其他鼓要大一倍；另一种队形为全队排成

3行，锣、钹放在中间一行．这两种队形头锣都必

在前边开路，由指挥杆控制节奏．

兰州太平鼓在表演身法上具有独特的形式，

并冠以“白马分鬃”、“鹞子翻身”、“弯弓射雁”、“策

马扬鞭”、“力劈华山”等名，营造出气势雄浑，震撼

山岳的鼓声．具有独特的西部风韵和巨大的艺术

魅力，充满了黄土地气息和西北汉子的阳刚之美．

鼓点有“三点水”、“单挑”，分别指“咚一咚一咚，咚

一咚一咚”、“咚一咚，咚一咚”，意思是“今年好，今

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好”，“逐瘟!逐瘟!”等．通过

某种被视为具有神力的物品来祈福穰灾是中国民

间仪式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反应了当时生

产力水平不高，科技不发达，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

的水平有限．

其次，兰州太平鼓的阵法与古代军事阵法相

融合，有一字长蛇阵、二龙戏水阵、三羊开泰阵、四

门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字联环

阵、十面埋伏阵．这种身法及阵法都沿袭着古代战

争的形式，因为太平鼓的表演需要表演者具有武

术基础并经过特殊训练；其技术流派又以武术流

派划分，结合技巧、舞蹈、军事等内容而成，同时太

平鼓表演中的牙旗以及鼓手的服饰也都有战争的

烙印．

5结语

符号域是符号存在和活动的空间，是具有

不同等级符号空间的统一的复杂的系统r9]．文化

文本不仅制造了艺术作品、日常行为、城市空间的

结构，历史事件本身也是文化文本活动的结果，而

不同类型的文化、文化代码、文本流的相互影响被

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内部机制¨⋯．兰州太平鼓文化

意蕴丰富，寄托着民众对于和平安宁与风调雨顺

的强烈的向往．它是农耕文明中的重要仪式，也是

节庆时的必要的祭祀活动，甚至遗留着战争痕迹．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兰州太平鼓将有利于进一

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思想；有利于应用现

代符号学理论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符号学；有利

于开展中西文化符号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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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Taiping Drum

YANG Z^e视g—j乩n

(Sch001 of Foreign I。anguages，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chang 330044，China)

Abstract：As the traditionaI foIk art，Taiping Drum embodi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na—

tional cultural element and the spirit． In this paper， the drum’s origin， graphic pattern， c010red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were exp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miotics，historicalinforma—

tion and folk cultural concept was illustrated． It will give a contrib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makes us cherish and sp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emiotics better．

Key words：Taiping drum；semiotics；graphic pattern；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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