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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以兰州太平鼓为例

雷 慧
洒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甘肃兰州730124)

【摘要]以兰州太平鼓为研究对象，对太平鼓的起源、展演形式、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太平鼓现有的保

护措施良好，但存在传承后继无人、本土百姓了解不足的问题，提出将太平鼓引人课堂、社区，加大宣传，提高太平鼓的知

名度，为发展传承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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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境内现有远古

以来的遗址遗迹1．7万余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7万

余种，“花儿”和“环县道情皮影戏”两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人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兰州太平鼓、兰州水车等61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33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省级非遗名录体系。省

会兰州市，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国陆域的几何中心，

历史文化悠久，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早在5000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西

汉时设立县制，取“金城汤池”之意而称金城，隋初改

制兰州总管府，史称兰州。

兰州太平鼓是广泛流传于兰州地区的西北地区

特有民间艺术，其集鼓乐、健身、娱乐、军演为一体，

每逢重大节庆活动时，人们总是敲晌太平鼓，以表达

渴望太平，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民间百姓祈福、

祭祀的主要载体和道具。因为鼓低、鞭长，鼓手打鼓

动作十分舒展豪迈，鼓声深沉而浑厚，能传至很远地

方，具有人鼓合二为一的美感和流畅感，颇具特色。

成为第一批人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一、兰州太平鼓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兰州太平鼓的起源，有多种说法：第一种：

起源于古代的祭祀礼仪，是“伐鼓祭社”习俗的延续。

寓含迎春而震动地气、祈福纳瑞之意。程先甲的《游

陇丛记》卷二中记载：“正月初，兰州城内有腰系鼓遍

行街巷，且行且击，其声震人，谓之‘羊角鼓’(太平

鼓)。据地方人云：‘甘地寒气闭塞，春初非击此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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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气不融合，岁必不熟’，寓含迎春而震动地气、祈福

纳瑞，年初以击太平鼓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第

二种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派

徐达、冯胜西征，相继占领庆阳，收复临洮，当出兵至

兰州，元朝大将扩廊帖木儿(又名王保保)以黄河为

障，居高临下，固守河北岸。徐达、冯胜久攻不下，无

计可施。一日，徐达见老百姓在河边用木桶挑水触发

灵感，心生一计，仿水桶而始创三尺长鼓，内藏兵刃，

正值正月十五闹元宵之际，令军士扮作社火队员，身

挎长鼓，混入城内，以锣鼓为部勒，旗卷而偃为指挥，

观察形势，暗伺时机，乘元兵观社火无所防备，按事

先约定，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击败元军。为纪念

攻城胜利，祝愿永世太平，人们便给这又粗又大又长

的鼓命名为“得胜鼓”“太平鼓”。时王保保城隶皋兰

属地，故称“皋兰太平鼓”。后来，太平鼓不断发扬传

播演绎，称为“兰州太平鼓”。第三种，史书载其为“古

代军屯遗俗，屯耕兰州的明军将士为了排解枯寂环

境、活跃屯耕生活，以击太平鼓为排遣方式。《兰州古

今注》中记载：一日八面鼓，壮夫十八人为队，锣鼓各

八，翻腾掷击，各中节奏。其前以二旗导之，高下急

迟，悉视旗为节度。盖为古代军屯遗俗，发扬蹈厉，使

人增奋”。

600多年来，太平鼓主要在兰州区县、乡村以祭

祀、正月元宵节社火表演的形式进行演出，“文化”

大革命前后，太平鼓的演出偃旗息鼓。改革开放后，

各地陆续恢复了社火队，太平鼓重回百姓生活。1989

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在四川成都举办了《中国舞蓉

城之秋》的大型赛事。兰州的太平鼓参加比赛，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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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家的编导，将兰州各县不同的打法进行巧妙融

合，取各家之长，以规模庞大独树一帜的特点获得最

佳方阵、组织、表演奖等四个奖，从此，兰州太平鼓被

外界所认识、关注，声名鹊起。1990年，太平鼓作为北

京亚运会外围演出项目，得到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好

评，获得“天下第一鼓”的美誉。至此，太平鼓大步走

向世界。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演出，标志着兰州

太平鼓走向了鼎盛时期。2006年5月“国务院关于公

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兰州

太平鼓人选首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二、兰州太平鼓的展演形式

兰州太平鼓呈圆筒形，鼓身高70至75厘米，鼓面

径长45至50厘米，鼓重19至22公斤，双面蒙牛皮，绘

太极八卦图，鼓帮木头材质，外表绘深红色或黑色

漆，绘有二龙戏珠、牡丹花鸟、狮子滚绣球等图案，鼓

带较长，可挎在肩上，让鼓垂于人的膝盖下，便于击

打，同时又可将鼓抛向任何一个方向。鼓身上没有抓

手，完全靠鼓手自身的闪转腾挪完成各种技术动作。

在兰州三县五区太平鼓的打法中，均不同程度地融

人了武术的元素，因此对鼓手的技术素质要求极高

，优秀的鼓手无不是武术好家。皋兰西岔、钟尖一带

的民众白清末以来尚武成风，身手矫健，这一传统保

留至今，他们完全依靠自身过硬的技术素质，在“武”

与鼓的激荡中，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兰州太平鼓作为

屯军遗俗的文化内涵。表演者头戴英雄巾，身穿皂隶

服，腰系红丝带，脚登麻窝鞋，由一名旗手挥舞大旗

指挥，锣拨击节，手持粗麻绳制作的20—70厘米的鼓

鞭敲击鼓面。鼓队有24至48人，多的达到108人，基本

步有：闪、展、腾、挪、骑、纵、翻、转、跳、跃。打法有骑

鼓、闪鼓、鹞子翻身、“白马分鬃”“弯弓射雕”“策马扬

鞭”“力劈华山”、二起飞腿、扫堂腿、破门对打等经典

动作和“车轮施战”“跳打”“蹲打”“翻身打”“举打”、

空中击鼓和击鼓蹲姿扫腿。20世纪90年代，艺术工

作者将流行在民间的打法归纳为高、中、低三种。底

鼓打法紧贴脚面，一般采用“挪”“骑”等技法，俗名滚

底鼓；中鼓打法位于膝关节下方，鼓打起来后鼓在鼓

手腰部周围舞动，高鼓打法可以举过头顶击打。经过

编排，带有表演性的太平鼓演出往往将三种打法结

合在一起，低、中、高鼓穿插应用，以高、中打法为主，

观赏性大为提高。

在过去，太平鼓上彩绘的“龙勺狮子乃为天神”

的象征，将女性拒之于门外，近年来，兰州新成立女
90

子太平鼓队，在男子太平鼓表演的基础上，根据女性

的特点，通过飞、腾、奔、跃、转、舞、挪、闪、展、翻、骑、

举、搓、蹲、打、敲、拍、磨、刮等一系列动作，形成了

“英姿飒爽”“凤凰点头”“鹞子翻身”“巾帼豪气”“黄

河飞渡”“骑士射雕”“万马奔腾”等动作。女子太平鼓

将单一的节奏打法变为轻、重、缓、急的不同打法，既

有“响雷惊炸”，又有“柔风相吻”和“情怀奔放”的浪

漫隋节，其刚建柔美的舞姿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

追捧，使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参与者

范围大大增加。

三、太平鼓的保护传承现状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

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化部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支持甘肃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甘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大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抢救力度，扶持甘肃省走文化大省发展的路子，指

导甘肃逐步建立和完善省、市、县三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体系，从国家层面上对甘肃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了较大支持，推进了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设施建设。2012年甘肃财政厅和文化厅联合

制订出台了《关于加强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实施意见》，加强对甘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

护力度，指出省、市(州)、县(区)设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专项资金，坚持政府主导，发挥财政、文化等

部门的优势，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5年6月1日施行的《甘肃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开展传承活动，培

养后继人才，政府部门应当为传承人提供必要的经

费资助开展授徒、传艺等活动。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

理由不传艺的，文化部门可以取消其传承人资格，重

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遏制非物质文化资

源的流失、从法律层面保障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

展、传承后继有人。

现阶段，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框

架已基本建成，已建成4个国家级保护基地、27个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习所，成立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位于兰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陈列馆，展出了太平鼓的实物、视频、图片、幻影成

像等，成为宣传太平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

即将着手建设兰州太平鼓保护研发训练基地，专门

针对太平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万方数据



四、太平鼓传承、保护中的问题

(一)太平鼓后继乏人：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存在的问题一样，太平鼓传承后继乏人。

通过走访发现，上世纪90年代，兰州市的三县五

区的太平鼓队共有500多支，可谓村村有鼓队，县县

有鼓声。现如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市场经

济的发展，大量中青年农民大量外出，直接导致农村

缺少群众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参与太平鼓表演的

人数逐年减少，导致传承人数量大大减少。

(二)传统审美观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

全球化趋势扩大，外来文化从城市冲击到广大农村，

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太平鼓赖以生存的文

化生态环境也无一例外地在迅速改变。古老的文化

传统习俗和观念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步消失。太平鼓

最初的祭祀、元宵节社火表演的功能已经淡化。

(三)普及程度不够

通过走访发现，虽然太平鼓作为甘肃省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本土群众对此了解的

并不多，大多数群众只知其是兰州市周边农村正月

闹社火的一部分，对其文化内涵、传承意义的了解十

分有限。太平鼓产生于兰州这一特定的地域环境，其

生存的根本离不开本土群众，如果失去了基础，就失

去了发展的动力。普及程度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太平鼓的发展和传承。

五、对策

(一)将太平鼓引入体育课堂

学校是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层单

位，也是体育文化产生与培植的摇篮，更是体育文化

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普及化的重要场所。将“类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移植到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中，不

但能促进学校体育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中的文化多

元化，反应了本土体育文化价值，而且对“类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

义。有报道称，陕西省延安市已将陕北秧歌和腰鼓成

功引入当地的体育课堂，取得良好的效果。太平鼓作

为甘肃兰州的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体育项目，

将其引人学校体育，既能锻炼学生身体，又能进行民

族传统教育，让学生从小就了解本地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形成自觉保护意识，并通过教育的方式传

习，使太平鼓项目后继有人，对其传承发展有积极而

深远的意义。

(二)加大宣传

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如网络、电视、报刊等对太平

鼓项目进行广泛宣传、报道，开展非遗进社区、进学

校，组织有关项目和传承人参加节庆演出等活动来

扩大传承影响力，提高广大群众对本土非遗项目的

深入了解，加深人们对这一项目的了解与认识，同时

激起人们的保护热情与保护意识，对太平鼓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的社会条件“预热”，从而内

外兼修，双重并进，对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

承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努力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会展、文

化贸易业的结合度

迎合旅游发展的需要，抓住建设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机遇，在旅游景点中将太平鼓项目作为观赏

表演或互动项目进行开发展演，鼓励游客参与，提升

太平鼓的知名度，即娱乐了游客，丰富了旅游资源，

同时，又能为举办者创造经济效益，实现旅游业发展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双赢。近年来，兰州旅游业快

速发展，城市知名度大大提升，羊皮筏子、兰州水车早

已成为城市的名片，如何将太平鼓引入兰州旅游业，

是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去积极思考的目标。

(四)将太平鼓与全民健身相结合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不断发展，许多有健身价

值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走人老百姓的健

身场所，太平鼓的健身娱乐价值非常适合社区体育，

社区是社会教育功能发挥的基本单位，社区人群相

对集中，居民价值取向易于整合。充分利用社区宣传

栏、体育广场等宣传太平鼓的健身价值，让人们了解

太平鼓，以太平鼓作为健身的另一种形式。实现保护

与实用的有机结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最

好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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