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鼓，因单面蒙皮，故又称“单皮鼓”

或“单鼓”，是满、蒙古、汉等族棰击膜鸣乐

器，舞蹈时用。其主要形制即在一个带柄的

铁圈上蒙上羊皮或驴皮等，配以细长的鼓槌

敲打，柄的头上有十多个大小铁环，打鼓时

同时发出声响。经常用于祈福及祭祀等活动

的歌舞表演，也用于民间欢庆重大节日等娱

乐活动。旧历的除夕和灯节人们经常击鼓表

演，载歌载舞，以求“太平”，形成这种歌舞形

式，故名“太平鼓”。

一、“太平鼓”的历史渊源

新春击鼓的习俗古已有之，其本意在于

“击鼓驱疫”，祈求平安。汉代就有腊前一日

击鼓的风俗；延至南北朝，此风犹在，有“腊

鼓(细腰鼓)鸣，春草生”的谚语；唐代，犹有

上元节“试鼓”的习俗，唐人张祜有“画鼓拖

环锦臂攘，小娥双换舞衣裳”的诗句，说明当

时已有“画鼓”，其在形制上已演进为类似清

以来的那种太平鼓。宋代，腊月击鼓除祟习

俗仍然存在，并出现一种以鼓笛拍板伴奏的

表演艺术，名为“太平鼓”，但此“太平鼓”仅仅

是一种表演艺术，一种娱乐形式，与明清时期

的击“太平鼓”习俗存在一定差别。明清时期，

每逢新春及元宵节，北京地区民间常用铁圈

蒙上羊皮或驴皮为鼓，形如蒲扇，鼓柄上套铁

环，击鼓摇环，边舞边唱，春节打太平鼓的习

俗形成，并且这种风俗当时在北方地区极为

盛行。另据考。从宋代开始，最迟到明代前期，

江苏的北部、山东以及相邻的河南、安徽等省

份的部分地区，流行一种歌舞说唱形式的傩

祭表演，这种活动在江苏称作“香火会”，在山

东称作“烧香”，或称作“装姑娘”【一。

随着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文化交

流的日益密切，尤其清以来，关内移民大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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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东北，传统汉族的风俗、民间信仰也向东北

地区移植、传播，并且在传播过程中互相吸

收、融合、变异。在东北地方满族萨满文化的

长期熏陶下，又融合了萨满文化因素，从而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太平鼓”。考察东北“太

平鼓”，其许多内容均与中原传统的傩祭具有

共性，足以说明其具有佛祭遗风的特性，只不

过在驱傩器具方面借用了“单鼓”。

二、东北“太平鼓”的分布区域及发展

清以来，伴随着关内移民大量进入东

北，东北地区成为“太平鼓”分布的重要区

域。经过我们的多年调查，辽宁的大连、丹

东、葫芦岛，吉林省的吉林市、永吉、双辽、伊

通、德惠、农安、九台，黑龙江的黑河、松江等

地都有分布。

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艺术，“太平鼓”一

度广泛流行于东北地区的汉族中间。通常在

东北民间，也称其为“民香”，意指东北汉族

“民人”的祭祀活动。这里所谓的“民人”是与

满洲八旗的“旗人”相对。在东北汉军旗人当

中，也有一种“旗香文化”，而汉军旗的“旗香

文化究其实质，“起初就是‘太平鼓”～。从这

个意义上，旗香也可纳入“太平鼓”的范围。

关于“汉军旗香”，学界已多有探讨，兹

不赘述；东北汉族的“民香”，即平民百姓烧

的香，也颇具特色，它既较多地继承和保留

了中国传统太平鼓的特色，又与东北地方萨

满教民间祭祀相结合，文化特色鲜明。经过

清以来数百年的发展，东北汉族的“太平鼓”

不仅已经形成一种颇为成熟的、独具地方特

色的民间说唱表演艺术形式，艺术价值突

出：而且作为盛行于东北汉族人中的祭祀、

祈福活动的重要手段，已经具有重要的民俗

学、宗教学意义；同时由于历史时期满汉双

重文化背景的长期陶铸，汉族的“太平鼓”已

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融合的活化石。作为民

族文化融合的活态存在形式，具有重要的文

化价值；另外，这一艺术形式的标志性舞

具一“太平鼓”．与传统“太平鼓”一样，从
制作工艺到与舞蹈动作的有机结合，已经超

越了作为乐器音响载体的单纯功能，成为具

有强烈地域文化象征的器物，是地方文化认

同的标志，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

三、东北“太平鼓”的类别

东北“太平鼓”(民香)是东北民间汉族

的主要祭祀活动，并兼有娱乐活动的性质，

是东北地方民俗的重要表现形式。经过清以

来数百年的发展，其艺术形式成熟，类别多

样，程序繁复，表演形式丰富多彩，独具东北

地方特色。

1．太平香：所谓烧香以祈太平，贺太平。

通常意义上，是指因为年景好，为了庆贺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而感谢上苍，或者为求富

贵、保平安而举行的祭祀。这种香一般有固

定的时间，每年烧一次。但实际民间烧这种

香有一定特殊用意：一是有钱有势的人以此

但能够帮助下棋者消磨时间，而且也为旁观

者提供了排遣闲暇的方法及途径。唐代诗人

杜苟鹤、齐己、王建有、温庭筠、贯休、自居易

等都有著名的观棋的诗篇，如齐己的《和郑

谷郎中看棋》及王建有的《看棋》等，这都说

明了唐代观围棋风气的盛行。唐代的围棋活

动往往还融人进赌博成分，如王维的《同崔

傅答贤弟》中提到的“曲几书留小史家，草堂

棋赌山阴野”，且当时是以钱为赌资的，如曹

唐的《／J、游仙诗九十八首》中提到的“朝来洞

口围棋了，赌得青龙直几钱”m。同时，唐代

围棋运动还以赌钱论输赢，如张籍在《罗道

士》中提到的“楼中赊酒唯留药，洞里争棋不

赌钱”。而唐代的文人学士则不会以围棋来

赌钱，如张籍的“洞里争棋不赌钱”诗句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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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种情况。

三、总结

围棋在后来还有烂柯、坐隐的称呼，其

含义有让棋手忘却时光流逝的意思。同时，

也是当时休闲娱乐、养性的重要工具。魏晋

南北朝时期，围棋有了很快发展，特别是在

一般士大夫阶层流传甚广。当时出现了频繁

的围棋比赛并根据棋艺的高低将选手评为

不同的级别。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

还专门设立了棋品制，同时还出现了十九线

的棋局。唐宋时期的围棋有了较大的发展与

提高，出现了专业的围棋人员，且其围棋理

论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在唐代已经有了

很多的国际交流活动。唐代的围棋运动可以

被称作围棋运动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潮，特别

是由于当时帝王的推崇及其他方面的原因，

使得围棋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唐代时期的

围棋运动不仅仅局限于以前的军事价值，而

开始转向于打发时日及陶冶身心等方面功

能，成为当时人们普遍喜爱的游艺活动。如

在新疆的阿斯塔那地区就出土了唐代《仕女

弈棋图》的绢画，即当时妇女下棋的情形。同

时，从唐代就开始了围棋的国际交流，并涌

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棋手，这也进一步推动了

唐代围棋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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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社会地位；二是有钱有势的人借此搜刮

民财，故也称“霸王香”。

2．开光香：也叫“立门户香”，通常是分

家另立门户时所烧之香。传统上，大的家族

都有祖宗留下的家谱，当后代繁衍，家族析

分时，老谱一般留给原当家人，或长子，而新

立门户的宗支需要按行辈记下老谱上记载

的先辈名氏，另立新谱，以留传后世。这时就

要举行烧香仪式。其目的有二：一是为新谱

开光；二是祈求祖宗保佑这支族人不断香

火，世代繁衍，人财两旺。

3．喜庆香：即为庆贺喜事，尤其庆贺意

外之喜而举行的烧香仪式。如大难不死、因

祸得福，或是家业中兴，家族中人科举登第，

晚年得子等等。为了庆贺这些喜事，要举行

烧香祭祀仪式，上拜天神，下拜祖宗，请乡邻

吃喜．庆贺一番。

4．还愿香：即所谓“许愿以祭”，是民间

流传较为广泛的烧香祭祀形式。烧此香者，

多因“家门多故”，许愿于祖先或神灵，“意在

安神祈福”。当走出困境，消灾免祸之后。为

了酬谢神灵，了却自己所许下的诺言，就要

举行祭祀。“还愿香”的类别因为香主许愿动

机的复杂而多种多样。有因家中病人久治不

愈许愿，病愈而“烧香”祭祀；有求家族人丁

兴旺而许愿，如愿以偿而“烧香”祭祀；还有

因灾祸免除而“烧香”祭祀，等等。

四、东北“太平鼓”的祭祀程序及表演形式

1．“太平鼓”(民香)的祭祀程序。一般

“民香”的祭祀为九铺子鼓，称“内路鼓”。其

次序是：开坛鼓(开堂鼓)；山东鼓；过天河；

闯门点将；接天神；闯亡魂圈子；安神；勾灶；

五道子下山神。也有十二或十四铺子鼓．各

地有所不同。以吉林德惠太平鼓为例，依掌

坛人陈兴礼所述，为十二铺子鼓，即：开坛

鼓；山东鼓；过河鼓；大神堂子鼓；开光鼓；跑

天门圈子；跑亡魂圈子；接天神；安神；送神； 容又更多地保留了汉族传统文化内容，体现

封门辞灶(又叫勾灶王)；喜歌。“民香”烧香 了突出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经过明清

时间一般为一天一夜，也有的烧三天三夜。 以来数百年的传承、发展．在历史时期满、汉

2．太平鼓(民香)的表演形式。一个完整 双重文化背景的长期陶铸下，东北“太平鼓”

的民香艺人组织称为“香班子”，一个香班子 已经成为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由三到五个人组成，最少不低于二人。香班 六、东北“太平鼓”的濒危状况

子的领头叫“掌坛”，下面分“贴二鼓”、“打小 尽管“太平鼓”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艺

鼓”等。掌坛和其他艺人所持单鼓可以大小 术。曾一度盛行于东北地区，其社会学、民族

各不相同，也可以完全相同；音调有高有低。 学、民俗学以及艺术价值等也极为重要，然

演唱时掌坛人“念词”，其他人帮腔、拖腔。曲 而当前，东北“太平鼓”存在状况却堪忧，主

牌变化多样，乡音十足，地域特色十分浓郁。 要表现有二。

另外，艺人在演唱时还有杂技性的表演，如： 其一．文化地位下降。“民香”作为在东

顶油灯、钻板凳、叼大钱、吞火、衔刀等，颇见 北地区长期流传，广泛存在的民间祭祀活

功夫，很有观赏价值。 动形式，虽然承载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

五、东北“太平鼓”的主要特征 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但这一文化

东北“太平鼓”保留了完整的曲牌，如 形式作为东北汉族民间祭祖、祈福、酬神等

《海南语》、《八卦调》、《五咳咳》、《大花山 活动的重要手段．带有明显的巫文化性质。

调》、《外五门调》等等；各种香卷文本齐备， 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一些文化运动的冲

如《上仙八卦》、《三国八卦》、《纣朝八卦》、 击，加之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对传统的祭

《响马八卦》、《孟姜女》、《过天河》、《开堂 祖、修谱观念日益淡漠，因此使得与这些文

鼓》、《闪象》、《界牌关》等等；祭祀仪式完整、 化紧密相连的“民香”文化地位日益下降．

规范，有十二铺子鼓，即：开坛鼓，山东鼓，过 文化需求日益萎缩。这使得“民香”这一东

河鼓，大神堂子鼓，开光鼓，跑天门圈子，跑 北汉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地位日蹙，慢慢淡

亡魂圈子，接天神，安神，送神。封门辞灶(又 出了人们的文化视域，甚至销声匿迹了，存

叫勾灶王)。喜歌等等；香班组织完善，基本 在状态可谓岌岌可危。

保留了东北汉族太平鼓的文化的原生态，体 其二，传承乏人。清代以来，汉族“太平

现了鲜明的艺术性、地域性及文化多元性。 鼓”曾在东北地区广为流传。在当时的敬祖神

1．艺术性：“太平鼓”鼓法多种多样。演 歌中，有如下唱词：“关东山，人家广。家家打

奏时，左手持柄举鼓，上下左右摇动．右手执 鼓演神灵～，可见当年“烧香”之兴盛。民国年

鼓鞭敲击：有正面打，反面打，打鼓边，敲手 间，亦是如此。“民香”艺人以坛为单位，以“香

柄，手敲鼓，左右摇铁环，上下颠铁环等等； 班子”为组织形式。展开活动，必要时还临时

步法有扭、摆、顿、颤，灵活多变；舞姿健康朴 组坛。据吉林德惠“太平鼓”传人陈兴业老人

实，伴着节奏或打太平鼓、或击棒子鞭。故艺 说：“建国以前，很多人会打太平鼓。可以临时

术技巧独特，稳、泼、浪的韵律特性突出，是 组坛，一般整个冬天都不闲着。”圈足见当时

一种独具魅力的民间说唱艺术，展现了民间 “民香”盛行之盛况。然而，建国以来。伴随人

舞蹈的独有魅力与艺术性陶I苴。 们传统的祭祖、修谱观念的淡漠以及“民香”

2地域性：“民香”作为明清时期东北民 的文化地位的下降，东北汉族“太平鼓”在传

间汉族的主要祭祀及娱乐形式，曾广泛流行 承上出现严重危机，后继乏人，已有艺人也大

于东北地区，是东北汉民族文化的重要内都年过古稀。这一承载重要民族文化信息的

容。延续至今已成为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民俗 民俗以及民间艺术形式面临绝境。如果不及

文化之一。由于生存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东 时抢救、保护，势必又将制造一个新的“死文

北汉族“民香”不同于传统汉族太平鼓，成为 化”。这种尴尬的现状表明，抢救和保护这一

东北地区极具特色的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传统文化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吉林德惠“太平鼓”就是这种地域特色文化 参考妻棼⋯⋯ ⋯ ． ．

．⋯一⋯。 ⋯车锡伦．蒲松龄“巫戏”研究Ⅱ1．戏曲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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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多元性：东北“太平鼓’’既继承了 高焘蛊雾霉墨躲论Ml花城出版社．2005．
中国传统“太平鼓”的特色，又与满族萨满教 高茎霎雾蓑罱盔掣絮磐’·狮’
民间祭祀相结合，因而特色鲜明。比如在“太囊毫毒蕊鼋；；2f蓼錾茹帚手舅雩筵专12i器譬
平鼓”表演过程中穿神服，戴神帽等，都有明 萎舞妻葬量票襞纛群数孥荔史学院副教授、吉林
显的满族萨满文化特征，而其演唱的曲牌、内 大学博士后；-I-mol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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