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省文旅厅主办、省文化馆承办

的“ 大 地 欢 歌·幸 福 陇 原 ”2024 年 甘

肃省“四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日前

在 陇 南 市 武 都 区 坪 垭 藏 族 乡 举 行 ，

通过直播和录播形式给全国观众呈

现了一场具有百姓味、文化味、地方

味的文化盛会。

据介绍，本次“四季村晚”示范展

示 活 动 ，集 中 观 摩 全 省 各 市 州 开 展

“四季村晚”活动的经验交流展板，互

鉴互学；同时,对全省各市州遴选出

的 15 个优秀节目进行了展演。

“村晚”作为农民自演自赏的文化

活动，唱身边事、演身边人、道心里话、

赞新生活，村民们想说的、想唱的、想

抒发的真实情感都可以表达出来，每

个人都可以登上舞台做“主角”。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舞蹈《春色》

翩然而至，古典柔美，罗衣飘飘的舞

者仿佛瞬间让舞台春回大地。庆阳

市文化馆选送的唢呐演奏《沸腾的黄

土地》高亢欢乐，吹走了黄土高原的

寒 意 。 在 武 术 表 演《蒋 家 沟 里 舞 太

极》中，来自平凉市崆峒区一位年近

70 岁的老奶奶单手支撑、下腰、劈叉，

一系列动作从容干练，散发出的自信

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器乐表演

《十盏灯》既有传统乐器扬琴、古筝、

二胡,也有吉他、贝斯，乐曲从陇南当

地 高 山 戏 取 材 ，进 行 演 奏 方 式 的 创

新，让人耳目一新。

台 上 激 情 四 射 ，台 下 热 情 高 涨 。

“这些节目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现

在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而且我的儿子、

儿媳都是演员呢，看到他们放下锄头，

拿起话筒，感觉特别亲切。”现场观众

常大妈喜悦不已。

武 都 区 马 街 镇 马 槽 沟 村 组 织 的

龙狮表演队，在农闲时节，参加各类

文化活动，既能增加收入，又丰富了

业余文化生活。从田间地头走上绚

丽 舞 台 ，多 一 个 节 目 ，少 一 个 牌 桌 ，

“村晚”让每个村民都能参与进来，当

上“文化人”，不仅邻里关系更融洽，

还 形 成 了 树 立 乡 风 文 明 的 好 风 尚 。

依托“四季村晚”，各地还举办了形式

多样的特色活动，推动传统文化融入

现代生活，让“村晚”成为反映群众精

神新风貌、乡村振兴新气象的载体。

同时，将当地农特产品、旅游产品、非

遗文创产品等“乡村好物”同步进行

包装展示、展销，“村晚”又变成了“赶

集会”“庙会”“年货节”，拉动了乡村

消费，助力乡村振兴。

唢呐演奏《沸腾的黄土地》参演人

员马自刚说：“村民在节目中不仅展示

了自己的才艺，还把当地的民俗文化

展现出来。”小品《多大点事》的表演者

则表示，通过结合农时、节气和重要节

假日，让“四季村晚”活动更接地气，更

有温度。

朴实无华的舞台，浓厚乡土特色

的节目，让广大村民成为活动的主角，

唱出乡风，舞出乡情，生动形象呈现陇

原乡村文化振兴的丰硕成果。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2023 年 甘 肃 省

共 开 展“ 四 季 村 晚 ”各 类 活 动 1 万 余

场 ，有 12 个 乡 村 入 选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 四 季 村 晚 ”优 秀 示 范 展 示 点 ，9 个

节目进入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村晚”

100 个 优 秀 节 目 名 单 。 惠 及 群 众 、

游 客 1000 余 万 人 。 （本文图片均由

杨宗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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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视点

一

黄土高原，从空中俯览，犹如唢呐上

的黄铜，充满诗意，看上去温暖而迷人。

一曲唢呐，仿佛能让高原更加热烈

和明媚，更加如诗似画。比如黄土高原

的冬天，虽然被萧瑟北风下飘飘荡荡的

雪花覆盖，但你看那千沟万壑中的村庄，

那村庄里精致的农家小院，青瓦整洁的

屋檐下，窗明几净，窗花生动，椽檐上挂

着一串串鲜红的辣椒，院边上是一架架

如瀑布般的玉米。有几只鸡在来来去去

地觅食，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如果在这

时候，一阵豪情万丈的唢呐声响起，村庄

会顿时光芒四溢，活跃起来。

唢呐响起，像一把火，让黄土高原

人家的日子，温暖而阳刚。

二

过去陇东的乡村，只要是有人家结

婚，就一定能听到迎亲的唢呐声。新娘

子下马了要吹，拜天地时要吹，客人来了

要吹，客人走时也要吹。这些乐曲，充满

了激情和热烈，充满了对未来日子的希

望。老人去世了，也要邀请唢呐手前来

吹曲，吹奏对逝者的不舍和怀念。

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邻居一户

人家给儿子娶媳妇，请来了其他村庄的几

位唢呐先生，一直坐在院子里屋檐下使劲

吹，吹时两腮一会儿鼓胀，一会儿干瘪，看

起来十分累。一曲终了，甚至有人掏出手

帕擦拭额头滚落的汗水。我跟在爷爷身

边，眼睛里充满了好奇。那吹曲儿的一位

老人，曾经是爷爷的故交，两人在寒暄时，

我拿起唢呐仔细研究起来，感觉沉甸甸

的。我甚至双手抓着，进行了试吹，但无

论怎么吹，都不会有响声冒出来。

老 人 看 着 我 乐 呵 呵 地 笑 了 起 来 ：

“那需要技巧，孩子。”我记得他笑时，

雪白的山羊胡子一颤一颤的。尽管后

来 老 人 给 我 指 点 了 一 些 方 法 ，也 许 是

自 己 愚 笨 ，始 终 没 有 吹 响 。 我 像 泄 了

气的皮球，一声不吭。爷爷安慰我说：

“宝贝，等长大了你就可以吹响了。”而

后，在成长的岁月里，唢呐似乎离我越

来越遥远，甚至已经在生活中被抹去。

三

再后来听到唢呐声声，已经是几十

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一年，在成都举办

的一次非遗交流活动上，我遇到了唢呐

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马自刚。

马自刚是庆阳市宁县人，幼年时期

便受家庭熏陶学习乐器，外公郭彦儒和

舅爷张彦德都是西峰本地有名的唢呐

艺人，在耳濡目染中，他对唢呐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马自刚介绍说，他的外公和舅爷能吹

出或者敲打出音乐节奏，但不懂乐谱，所以

只能向他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教授。后来

跟随舅爷吹时，遇到了梁平正老师，也由此

开启了他真正的学艺之路。他拜师于梁

平正，掌握了系统化的唢呐演奏技法。从

此，唢呐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成为一

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他不仅吹唢呐，而且对唢呐进行过

改良。原来的唢呐大都是用八瓣竹篾箍

制而成，存在做工粗糙、音色不准、音量

不平衡、演奏不便、费劲费气等诸多缺

点。马自刚便将原来各个调的木杆、竹

竿唢呐，改为通用的降 B 调唢呐，并且对

指法和用气方法作了革新。革新后的唢

呐音色洪亮、省气省劲、演奏更加方便。

在那次活动上，他的唢呐声响起，

像一种热烈的召唤，四周的人会纷纷向

甘肃展台靠近，向他和他的徒弟围拢。

在他的唢呐声里，仿佛能看到阳光纷纷

扬扬地落在成都平原上，也像一群群飞

跃的鸽子，在天地间盘旋，一会儿在高

空中越过，一会儿在低空中徘徊。那种

感觉让人流连忘返。

也是那一次，让我对唢呐有了新的

认识。回来后便到处搜寻关于唢呐的

书籍阅读，寻找唢呐的源头。根据文献

记载，早在公元 3 世纪，唢呐便随着丝

绸之路的开辟传入我国，经过几千年的

发展，使唢呐拥有独特的气质与音色，

已成为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管乐器。

明代武将戚继光曾把唢呐用于军乐

之中，他在《纪效新书·武备志》中写道：

“凡掌号笛，即是吹唢呐。”明代后期，唢

呐已在戏曲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用以

伴奏唱腔、吹奏过场曲牌。而在以戏曲

音乐为基础的民间器乐中，唢呐也成为

离不开的乐器。据清乾隆二十六年修订

的《庆阳府志》记载，鼓乐是明代婚丧习

俗礼仪中的一部分。庆阳唢呐从清代开

始逐步成熟，至民国达到兴盛。

在甘肃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陇东

到河西走廊，从陇南到天水，每个地方几

乎都有唢呐的痕迹和音符，其中庆阳唢

呐，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在全国都有影响力。

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唢呐始终是

抒情的，它用音质的雄壮、粗犷，吹着黄土

高原的诗意，吹着人们红红火火的日子。

在它的音符里，黄河奔流，时代的列车呼

啸而过。它吹出了西北人的豪放，也吹开

了春天的花朵。

唢呐声声，音符在时代的旋律里起

伏，回荡。

□ 草川人

庆阳唢呐：吹奏高原的诗意

农 历 甲 辰 龙 年 的 春 意 即 将

到来。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有着

“龙文化”的传承习惯。因此每逢龙

年到来，舞龙、点龙灯、唱龙戏，比比

皆是，数不胜数。作为书法人的龙

文化活动，吟龙作诗，写榜书大龙

字、龙对联、龙中堂，是龙年的一项

重要内容。

为 了 实 现 龙 年 写 好 龙 字 书

法的心愿，我也创作了很多幅龙

年行书和草书书法作品，内容有

中堂，有斗方，有团扇等。虽然

写了不少，但一笔草书象形龙字

始终没有表达出来，思索斟酌几

日 ，总 不 能 达 到 心 满 意 足 的 效

果。随之，我静下心来，翻阅自

己 多 年 来 书 写 龙 字 书 法 的 相 关

资 料 ，忽 然 看 到 了 本 人 35 年 前

出版的《行草墨迹》书法作品集，

当翻到龙字书法作品时，突然灵

感迸发，豁然开朗，喜不自禁。

这个草书象形“龙”字，承载

着愉悦、兴奋和美好的回忆。那

个时期，我看到什么就练习什么，

尤其是受书法环境的影响，一个

时期注重象形字的学习和研究，

而且下了不少功夫。这个“龙”

字，就是那个时期创作的。当时，

还专门用竹子制作了专用的笔，

既有木质的硬度，也有毛笔的柔

软性，练习了好长时间，一次偶然

的机会，留下了至今无法再现的

一笔草书龙字。第一笔的点使用

泼墨法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象形龙

头，这是点睛之处，凸显了龙的大

象，细想起来，历经书法人生走过

的路，是符合“返璞归真”这个书

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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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旋鼓舞于 2008 年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这一古朴而粗犷的群众性娱乐活动

在武山土地上经久不衰，加之不断

的创造与革新，成为武山地域文化

中的瑰丽奇葩，光鲜照人。

武山旋鼓舞又称“羊皮鼓舞”或

“扇鼓舞”，是流传于天水武山一带

的地方民间舞蹈。表演道具羊皮鼓

其形似扇非扇，如芭蕉叶面，半圆形

外圈用铁铸成，上面蒙着去毛的羊

皮，鼓面直径一般为 30 厘米，槌柄

缀着 9 枚看似古币的铁环，俗称“九

连环”，鼓槌由藤条或羊（牛）皮编织

而成。

武山地处西秦岭北坡，古时是

野兽经常出没的林莽之地。据考

证 ，最 早 羊 皮 鼓 为 当 地 放 羊 娃 所

制。在狼群出没时，放羊娃敲打羊

皮鼓，震耳的鼓声吓退狼群，以保羊

群。又相传小狼崽一般在每年端午

前后出生了，出生的狼崽要得天花，

放羊娃们就在狼崽出天花的时候，

在各个山头打起羊皮鼓，用粗犷而

震耳欲聋的鼓声恐吓狼崽。所以，

每年到农历四月初一，放羊娃的羊

皮鼓就在各个山头“嘭嘭嚓——嘭

嘭嚓——”响起，到了端午节形成聚

集性旋鼓的盛大场面。

武山各地都有固定的庙会，时

间一般是在春耕结束夏收未到的闲

月里，有些庙会活动唱大戏、灯戏，

有些庙会活动以旋鼓为主。这时的

旋鼓以娱乐为主，寄托着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有些庙会是

在颗粒归仓后的秋天举办，人们用

旋鼓来庆祝庄稼丰收。所以，武山

旋鼓与传统农业的农事活动息息相

关，鼓声“嘭嘭”，坠环“嚓嚓”，舞动

起来，酣畅淋漓。

旋鼓也有好多种套路，各个套

路的击鼓声点、节拍和步伐各不相

同。时而鼓锣交替各敲两点，迈步

前进，中间队列组成球状，外边单列

侧身横跃，交叉变换队形，这便是

“狮子滚绣球”；时而三列纵队跳跃

上前，中队旋成球，两侧队如龙翻

腾，鼓击 5 响，9 页环 2 响，此叫“二

龙戏珠”；时而鼓击 7 响，队列呈“S”

形旋鼓，此叫“烟雾缠山”。鼓声从

1 响直至 11 响，步伐队列变幻出奇，

组合成各种不同的套路和名称。还

有“十字填梅花”“八门套九星”“齐

王乱点兵”“白马分鬃”“太子游四

门”“蛇蜕皮”“九连环”等。每变换

一个套路，都由领队的“鼓头”用鼓

声点示。随着套路的变化，步伐也

随之变化，有时纵跳，有时横跨，有

时左右踮步，有时坐马式狂奔，剽悍

莽撞，粗犷勇猛。

武 山 旋 鼓 舞 经 过 代 代 言 传 身

教流传了下来。父辈们手把手教

下一代如何迈步，如何敲打鼓面，

如何跟着节拍摇动铁环。为了便

于 小 孩 参 与 ，又 按 比 例 缩 小 了 扇

面 ，创 作 出 了 小 孩 子 能 拿 得 动 的

旋 鼓 。 在 传 承 中 不 断 创 新 ，从 最

初只有男性参与的祭祀活动走向

了全民健身娱乐活动。随着女子

旋 鼓 队 的 加 入 ，旋 鼓 逐 渐 地 在 粗

犷 豪 放 中 糅 进 了 舞 蹈 成 分 ，红 妆

英 姿 ，豪 情 俊 美 。 尤 其 是 过 年 的

时候，村村耍社火，旋鼓舞也成了

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武山县每

年 也 举 行 旋 鼓 舞 比 赛 ，各 个 旋 鼓

舞 队 伍 同 台 表 演 ，在 比 赛 中 相 互

交流。武山旋鼓舞也屡屡在中国

艺术节、全国锣鼓大赛、伏羲文化

节 等 大 型 艺 术 节 会 中 亮 相 ，产 生

了广泛影响。

2023 年 11 月 ，甘 肃 省 十 四 届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天水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

《天水市武山旋鼓舞保护传承条例》

进行了审查，并予以批准，由天水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

行，对于进一步保护传承好武山旋

鼓舞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旋

鼓舞的文化品牌影响力，将起到重

要的促进作用。

□ 郭永强

经久不衰的武山旋鼓舞

舞蹈《丰收》

舞蹈《春色》

歌伴舞《让世界看到中国乡村幸福笑脸》 戏曲荟萃《盛世陇原》

武山旋鼓舞 （资料图）

非遗
撷英

文化
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