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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自如的演奏是迓鼓

表演的重要保证。在鼓点的

行进节奏和鼓谱的基本韵律

形成之后，根据演出的实际

需要进行必要的情绪性变

化、调度性转换就显得至关

重要。

从现存可查的有限资料

中一直有“昔阳迓鼓”三大流

派之说，分别是：以界都乡里

安阳沟村为代表的迓鼓舞，

以演绎宋代梁山故事为依托

的派系（称为“梁山派”）；以

白羊岭村、寨上村为代表的

迓鼓舞，以演绎明末清初风

云故事为依托的派系（称为

“明清派”）；以南思贤村为代

表的迓鼓舞，以演绎宋代杨

家将故事为依托的派系（称

为“杨家将派”）。这三大派

系的共同点是：表演人数相

同，表演风格相同，舞步动律

相同；不同点是：演绎的故事

不同，妆扮自然也不同。

“梁山派”的鼓点多姿多

彩、韵律流畅、对比鲜明、易

于传播，但流传下来的表演

阵图比较简单。

“明清派”鼓点单一且章

法怪异，难以掌握，不便传播

（白羊岭村没有传下来多少鼓

谱，也许和这个因素有关）。

这一派系的特点是重在摆阵

的变化多端，所以传下来的鼓

谱很特别、很丰富。

“杨家将派”有点另类。

首先这一派系对迓鼓的称谓

还有一个别称——音锣鼓。

当地的老百姓对音锣鼓普遍

熟知，却对迓鼓的名称比较

陌生。但这音锣鼓的整体形

态确确实实是迓鼓风骨。“杨

家将派”的风格可以说不论

是鼓谱还是阵图，都保持了

比较完整的传承。这一流派

的发现是近年来昔阳县非遗

保护的重要收获。

迓鼓“既是舞蹈鼓乐，又

是鼓乐舞蹈”的属性定位，基

本体现了其艺术特色的外在

特征。就其内在特质而言，

鼓的艺术特色可概括为鼓点

的抒情性、舞蹈的画面性和

整体的灵活性。

鼓点的抒情性：通常情

况下，人们对鼓乐（锣鼓）的

向往、期待、形容、赞美都是

和热闹的场面、热烈的气氛、

欢庆的色彩、欢快的节奏相

关联的，如“欢庆的锣鼓”“欢

快的锣鼓”“激昂的鼓乐”“激

越的鼓韵”等等。

这些向往和期待，这些

形容和赞美，都是建立在人

们对鼓乐（锣鼓）艺术欢乐

热烈、激情奔放的基本特性

基础上的。换言之，欢乐性

和 热 烈 性 是 民 间 鼓 乐（锣

鼓）艺术的基本共性特征。

然而，就鼓乐而言，“昔阳迓

鼓”是个例外。其鼓乐器的

配置、鼓乐谱（鼓点）的编配

和行进，无不体现着一种抒

情美。那四平八稳的节奏、

那行云流水的衔接、那对仗

工整的乐感、那悦耳动听的

韵律，决定了“昔阳迓鼓”的

抒情性特质和品格。就鼓

乐（锣鼓）而言，抒情性是迓

鼓区别于其他鼓乐的基本

特质。

舞蹈的画面性：昔阳迓

鼓注重的是画面（阵图）的摆

布，而不是舞步的技巧发挥，

这也是昔阳迓鼓的舞蹈属性

被长期忽略的重要原因。

画面造型是包括舞蹈在

内的舞台表演艺术的重要元

素。舞蹈的画面造型是建立

在特色的舞步和特别的技巧

基础上的。形体的语言表达

是舞蹈艺术的生命所在。而

“昔阳迓鼓”却淡化了形体语

言这一舞蹈艺术的生命特

征，强化了画面造型这些表

演艺术的构成元素，形成了

别开生面的、完全自我的舞

蹈艺术形式。

“昔阳迓鼓”的舞蹈画

面性特征，是由其双重身份

决定的，即它既是鼓乐的也

是舞蹈的。鼓者和舞者一

身兼顾，就要有所侧重、有

所取舍，简化舞步技巧，强

化画面造型，从而达到鼓乐

和舞蹈的有机统一和最佳

效果是必然的选择。而由

此产生的各种画面造型（阵

图）就成了表演者的追求和

观赏者的看点。

整体的灵活性：是指迓

鼓在实际演出中的灵活掌

握、灵活运用，可概括为空间

的可大可小、时间的可长可

短、演员人数的可多可少。

空间的可大可小，是指

迓鼓在演出时对占用的场地

没有太多太高的要求。不论

是走街串巷还是登堂入室，

不论是正式舞台还是临时地

摊，都能随时演出、发挥自

如。民间艺术的产生源于民

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民间

艺术的流传受生存环境和生

活条件的制约。从一定意义

上讲，“适者生存”也是民间

艺术的生命定律。昔阳迓鼓

正是在演出这一环节对场地

条件的无限度适应，才在深

深扎根于民间沃土的基础上

获得生命的活力，获得几百

年的流传。

时间的可长可短，是指

迓鼓在演出中的时间是可

以自由把握的。需长则长，

需短则短，长则演一两个小

时不觉得絮烦，短则说收就

收不感到残缺突然。这首

先是迓鼓的鼓点在设置上

为切换转合留下了充分余

地，而鼓点“长流水”（亦称

“过街”）的设置和运用是保

证 这 一 效 果 的 重 要 手 段 。

引鼓的演奏者心中有数，通

过鼓点的吆喝使时间的灵

活把握成为可能。

演员的可多可少，是指

参加演出的人员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传

统的迓鼓规定演员 21 人，这

从演出队伍上来讲本不算

太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数十年间，迓鼓作为昔阳

人喜爱的民间艺术形式，随

着时代的进步，根据实际需

要，在演出实践中有过一些

创新性改进。

体现在演员人数上变化

的，最早可追溯到 1959 年的

昔阳县第一个文工团（俗称

“老文工团”）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演出的迓

鼓，前台表演人数在 12 人到

16 人之间，把引鼓和小音锣

等放在幕内作为伴奏，前台

只留接鼓和大铙、大镲等，并

加说加唱进行表演，这一模

式在之后专业团体舞台演出

中被广泛运用，效果良好。

（下转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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