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

总第 241期《戏剧之家》2017 年第 01（上）期

《宋书·乐志》记载：“鞞鼓，未详所起，然汉代
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艺文
类聚·卷四十三》中记载了一千四百多年前鞞扇舞的表
演情景 :“扇才移而动步，鞞轻宣而逐吟”。史料中所记
载的“鞞舞”、“鞞扇舞”就是太平鼓的起源，最早可
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满族祭祀、祈福、驱邪等活动中的歌
舞表演形式。太平鼓舞是由“鞞扇舞”不断地传承发展
逐渐演变过来，以太平鼓为道具在新年等节日里寄寓人
们“祈盼太平盛世、五谷丰登”的舞蹈表演艺术。抚宁
太平鼓因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千年太平鼓”的
美誉。

一、源远流长，漫溯历史长河
（一）太平鼓的起源

根据流传下来的相关记载，太平鼓在唐代武则天当
皇帝的时候就初步形成，这在《燕京今古琐闻录》这本
书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在该书中记载了从唐代墓穴
里出土一种与今天太平鼓很相似的鼓，这便是太平鼓的
雏形。根据另外的考证，在晋代的时候，就用太平鼓为
道具编排了舞蹈，叫做“鞞舞”。
明代刘侗和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这样描述:“童

子挝鼓，傍夕向晓，曰太平鼓”，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北
京城内太平鼓流行的盛况。可见明代时正式改名为“太
平鼓”，人们边鼓边舞，也体现了明代时期的繁荣景象。
清代兴盛于京城内外的太平鼓日趋成熟。李声振在

《百戏竹枝词》一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太平鼓，形圆平，
覆以高丽纸，下垂十余铁环，击之则环声相应，曲名《太
平年》，农人元夜之乐也。”清代何耳在《燕台竹枝词》
这本书中也对太平鼓舞进行过记载 :“铁环振响鼓蓬蓬，
跳舞成群岁渐终。见说太平都有象，衙歌声与壤歌同。”
此时，太平鼓已逐渐趋近于舞蹈艺术形式。
到了民国年间，太平鼓舞是妇女们在家里，或者结

伴到庭院进行玩耍，是一种闲时的娱乐方式。抗日战争
时期，太平鼓一度消失，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又重新出现，
全国解放后又逐渐壮大起来。
（二）抚宁太平鼓的历史沿革

抚宁太平鼓是冀东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流传于河
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原抚宁县），因冠以地名而得名。
据 1983 年《抚宁县地名志》记载，抚宁县的地名与唐王
东征有关的近四十个。这说明抚宁太平鼓是在唐王东征
高句丽往返驻军于抚宁时传入的。公元前 618 年唐朝建
立，唐朝堪称我国古代文明开放社会的典范，制度开明、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因此也为艺术的交流与发展提供
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各种乐舞机构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民
间艺人，并且培养了大批的专业艺人，分散在各地为官伎、
营伎、家伎，分别为官吏、军吏和贵族家服务。
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处于奴隶地位的乐舞伎会

随同军官、官吏出征，途经各地驻防地时，也就把乐舞
带到了那里。在新中国成立后太平鼓重新活跃起来，并
集结了长长的表演队伍，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到现在太
平鼓已经有 13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了。也就流传了“千年
鼓韵，妇女绝学”的佳话。

二、依山傍海，领略地域风情
（一）自然环境

抚宁为秦皇岛市下辖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
带，是华北与东北交通咽喉要冲。长城横贯北境，南临
渤海，东接辽宁，西近京津，是河北省乃至中国唯一同
时拥有山、海、长城的区。抚宁区是 1984 年国家批准的
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的秦皇岛市的近郊
区，也是 1988 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沿海进一步对外
开放县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保存了古老的文化艺术。
（二）社会环境

抚宁区依山傍海、历史悠久，夏属冀州，西汉为骊
城县，唐武德二年始称抚宁县，取“抚我黎庶，宁我子妇”
之意。抚宁资源丰富、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军事行
动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皇帝驻跸、指挥三军的地方，
粮草辎重引途，鼓角相闻，于是就构成了民俗民间文化
在行军、驻防经过地的流传及沉淀。
太平鼓舞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地域和性别的局限，

仅是妇女小孩在家庭、庭院和街头巷尾的一种娱乐。到
了晚清、民国时期很多关外的女子嫁入关内，带来了辽
东地区的太平鼓艺，与当地的太平鼓舞相结合，有了更
多的发展创新。而文革时期，太平鼓被视为“四旧”，
又开始萧条、冷清。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对抚宁太平鼓
进行走访、整理。但其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因其都是
母女、婆媳、妯娌、邻里之间相传，而并非有意识地传播，
所以会跳太平鼓的越来越少。

三、鼓舞声声，感受千年鼓韵
抚宁太平鼓经过漫长的历史变革及文化的融合与沉

淀，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形态，是一种独具特色
的民间艺术。
（一）抚宁太平鼓的形制特征及演奏方式

抚宁太平鼓舞由鼓和鼓槌组成。鼓分为鼓沿、鼓面、

千年鼓韵——抚宁太平鼓的艺术特色初探
马秦尧

【摘 要】太平鼓是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舞蹈，以其古老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及独特的艺术形式流行于中国

北方地区。抚宁太平鼓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鼓舞 , 其艺术形态源于老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

浓郁的乡土气息。本文以抚宁太平鼓为研究对象，阐释抚宁太平鼓的历史文化及其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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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柄、鼓环四部分，鼓槌分为头、身、尾三部分。鼓的
鼓沿用长方形扁铁条制成，形状类似芭蕉扇，用动物的
皮包裹在鼓沿上。鼓面正面一般印有“天下太平”，寄
寓老百姓祈盼太平盛世、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还绘有
各种各样的彩绘图案作为装饰，不同的图案有着不同的
寓意。鼓柄上连着一个扁椭圆形的大圈，大圈之下的中
间位置连着一个小圆圈。大小圈拧成麻花的形状，各自
都套有数个小铁环，可自由活动，用于舞蹈时发出与鼓
面不同的音色。
抚宁太平鼓大致分三种类型，见下表：

大 中 小
尺寸 可达一米多高 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 一般适用于儿童

特点
声音低沉、延续

时间较长
介于两者之间

音高、清脆、

声音短促

演奏

方式

中鼓常处于主奏地位。大、中、小鼓在齐奏时，声音

厚实，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在对奏和轮奏时又有丰

富的音色对比和变化。

鼓槌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藤鼓槌，由粗6厘米，
长 25 厘米的藤棍制成，击鼓的一端修制圆滑，另一端饰
以彩色条穗儿。第二种是木鼓槌，大小和藤鼓槌相同，
是用木头制成，表面修制光滑。
演奏方式分为击奏鼓面、鼓沿和鼓环。鼓面演奏可

用鼓槌或者手指两种击奏方式，用鼓槌击奏可以分别用
上端和下端击奏。用手指击奏比较灵活，击奏时都可用
于鼓的正反面。鼓沿击奏时，分为击上鼓沿、下鼓沿和
扫沿三种。鼓环演奏分上下摇晃、左右摇晃、用鼓槌击
奏和用鼓槌划奏。
（二）抚宁太平鼓的基本动律、步伐与主要动作

1. 基本动律。抚宁太平鼓的基本动律与汉族的秧歌
相似但风格不同。抚宁太平鼓主要以身体的律动带动鼓
的舞动，基本动律是扭、颤和耸肩。扭是其主要的动律
特点，通过扭动使步伐的走向与头、肩、胯产生差异，
而并非身体在同一平面扭转，区别于东北秧歌的八字律
动和胶州秧歌的三道弯。颤是膝盖微前曲伴有颤动，给
人以顿挫感。耸肩是双肩同时向上耸，重拍在上，耸肩
时肩膀的动作速度快、幅度小。这一动律多用于短小精
炼的动作当中，再配合颤膝，动作显得活泼俏皮，使其
具备了“艮”的韵味。
2.基本步伐。抚宁太平鼓的步伐与秧歌的步伐相似，

有基本步、十字步、上下步、进退步和橫移步。基本步
比较简单，跟随鼓点，左右脚交替即可，伴有颤膝和身
体的扭动，步伐不宜过大，要贴着地面走，没有方向要求，
可根据队形和舞蹈动作随意变换；十字步，与秧歌的十
字步相同，但步伐要小同时有快慢之分，慢十字步的身
体扭动要比快十字步大一些；上下步，其特点是以一只
脚为主动，向上或向下，另一只脚紧跟其动即可。因此
上下步只能在同一方向完成，没有方向变化；进退步，
在上下步的基础上先向前进再向后退，前进时可选用任
意步伐、基本步、十字步、上下步等，然后基本步向后
退回原位；橫移步，基本步的步伐向左或向右横移，每
次只走四步，然后向横移的方向移动身体重心，原地颤动，
要求身体面向前，只能向左或向右移动。
3. 主要动作。抚宁太平鼓的动作简单、朴实，主要

有走鼓、逗狮子、看媳妇等，它们没有固定的程式，动
作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走鼓，这
是最常见的一种流动表演动作，可根据舞蹈需要编排多
种流动路线，上肢动作也可跟随流动变化多样，这一动
作表现的是人们闲暇时相互“串门”的情景；看媳妇，
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动作，表现两个人对彼此的好奇、期
待又带有害羞的情绪，体现了抚宁人民内敛、含蓄的性格。
（三）抚宁太平鼓的节奏鼓点及队形变化

1. 节奏鼓点。抚宁太平鼓属于民间艺术形式，所有
的鼓点和队形等都蕴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元素。例如：
弹棉花、磕苏子、翻锅盖、狗挠门、羊顶架、旋鼓圈等。
太平鼓的鼓点分为单鼓点和双鼓点。单鼓点节奏比较平
稳，力度对比鲜明。而双鼓点较为明快是跳跃多变的密
集型节奏组合，多用于短小精炼、俏皮的舞姿，使太平
鼓音乐充满朝气和妙趣。群舞表演时，一般鼓点较为平稳，
多以单鼓点为主。
2.队形变化。抚宁太平鼓的舞蹈形式有独舞、对舞、

轮舞、群舞等。队形变化更是多种多样，有走鼓、穿空儿、
夹寨子、串门子、八面风、拉抽屉、龙摆尾等。再加上
生动形象的“看媳妇”、“逗狮子”等表演形式，动作
活泼、朴实，生活气息浓厚。老艺人将它们从生产生活
中提炼出来，并将这些动作进行改造与美化，使现在的
抚宁太平鼓舞更加舞蹈化与艺术化。

四、结语
抚宁太平鼓是河北省优秀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艺术形式独特，在整个冀东区民间舞蹈中占
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于 2006 年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太平鼓舞源于老百姓的生产劳动，动作朴实，生
活气息浓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笔者通过查阅资料、
田野调查，对抚宁太平鼓有了初步了解，目前对于太平
鼓的保护与传承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因此，
提出合理的保护与传承意见，将对丰富和完善我国舞蹈
史有着重要意义，并对弘扬整个冀东地区民间艺术产生
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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