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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舞舞鼓鼓子子秧秧歌歌，，1166支支队队伍伍刮刮起起最最炫炫民民族族风风
12个乡镇汇演争霸，韩庙镇代表队拔得头筹

千千年年鼓鼓子子秧秧歌歌，，还还是是““商商河河味味””
看秧歌得看动作和阵型，学秧歌还得传承和创新

在商河，提起鼓子秧歌，多数人都能跑一段。鼓子秧歌到底有多久的历史？商河鼓子秧歌有几
种流派？看秧歌要看哪些要素……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特意采访了商河县文化馆馆长徐静，为大
家揭开鼓子秧歌的神秘面纱。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邢敏
通讯员 王 玲

千年秧歌三种起源
跑秧歌增进感情

在大多数商河人的记忆
中，鼓子秧歌是从出生就有
的东西，有人曾戏言“还真不
知道啥时候有的，反正鼓子
秧歌的年纪比我大。”徐静告
诉记者：“难怪大家有这样的
看法，鼓子秧歌距今已有2000
多年的历史了。”据徐静介
绍，鼓子秧歌孕育于春秋战
国，形成于唐宋，兴盛于明清
时期。

对于鼓子秧歌的起源，
社会各界说法不一。徐静提
到，商河鼓子秧歌起源有三
种说法：起源于抗洪斗争后
的庆祝活动；起源于祭祀活
动；起源于军事战争。徐静
说：“每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
证据，目前我们更倾向于庆
祝活动，就像现在这样过年
跑秧歌一样，表达了大家迎
接丰收庆祝团圆的心情。”据
记载，商河鼓子秧歌起源于
百姓的抗洪斗争。古时候，黄
河决口和改道极为频繁，黄
河岸边的商河百姓深受其
害。为了生存，他们群起奋勇
抗洪，辛勤劳作喜有收成后，
情不自禁随手拿起锅碗瓢
盆、棍棒等用具唱起来跳起
来，抒发抗洪胜利、庄稼丰收
的喜悦心情。

无论何种起因，经过多
年的发展，跑秧歌一直是商
河大多数村庄交往的重要方
式。“早些时候，通讯交流不
如现在发达，逢年过节村庄
之间跑场秧歌，成了彼此增
进感情的重要方式。”徐静
说。村里的族长或者有名望
的人领着村里的秧歌队外出
跑场，所到之处，村里也要派
上有名望的人“接秧歌”，不
仅进村、离村要放鞭炮，还要
备好烟酒糖茶等厚礼。“即使
这样，如果两个村没有什么
交集，人家也不会随便跑
的。”

如今，很多队伍仍会到
村里、镇政府驻地、城区等地
方跑秧歌，接秧歌的人仍会备
好烟酒等迎接。“现在生活好
了，但礼还是那个礼，来家门
口跑场秧歌是看得起咱，秧歌
队伍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跑
的。”商中路商户王先生说。

三种流派各具风情
动作场阵大有看头

鼓子秧歌旧时表演形式
集歌、舞、丑于一体，富有浓
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
秧歌的角色多以舞者所用道
具命名，如“伞头”、“鼓子”、

“拉花”等。表演时，舞者自始
至终都在不停地跑动，所以
叫“跑秧歌”。庞大繁杂的秧
歌场子有严密的组织形式，
跑不散、舞不乱、整齐划一、
动静有序。

在今年的汇演过程中，
十几支队伍都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细细看来，每支队伍
形色各异，除了丑、伞、棒、花
的排列不同外，表演者手中
伞的拿法也各有千秋。徐静
说：“根据表演者拿伞方式的
不同，商河的鼓子秧歌可以
分为扛伞、插伞、举伞三个流
派。”

据了解，将伞扛在肩上
为“扛伞派”，动作舒展，主要
分布在县城以北，以赵奎元、
三帽等村为代表；将伞插在
腰间，动作飘逸，为“插伞
派”，以孙集镇的杨庙村最为
著名；动作铿锵有力，将伞举
过头顶，则为“举伞派”，贾庄
镇栾洼村是典型代表。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
看门道”，在观众台，看着一
个个代表队跑得气势磅礴，
观众们也是激动不已。一个
秧歌队跑得好不好，究竟看
什么呢？徐静给出了答案，评
判一个秧歌队主要看动作和
场阵两点。秧歌动作讲究稳、
韧、抻三点，在这三点的基础
上，动作需要尽情舒展，力求
看起来有气势，此外还要有
韵味。看场阵就得看花样，原
始的“双十字街”、“单十字
街”、“牌坊架”、“里四外八”
等相互融合，才使得秧歌队
伍各具特色。

汇演频现老韵味
要挖掘原始商河味

最近几年，秧歌汇演期
间，徐静都是最忙碌的人。汇
演前要开动员会和准备会，
汇演期间要安排每个代表队
的站位，汇演之后还得点评
反思。看多了想多了，以至于
谈起哪个代表队的演出，她
脑海中都能迅速翻出画面。

“今年的汇演，出现了很多原
始阵型，这让我很意外。”

她说，往年的阵型很多
都是后来创新的，很多乡镇
跑出来都大同小异。今年的
汇演，几乎每个乡镇的阵型
都不一样，这让徐静看到很
多“老韵味”。徐静以孙集镇
晋家村秧歌为例，晋家村一
直有跑秧歌的传统，但近几
年由于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较
多，秧歌队伍难以集结，曾经
中断过一段时间。今年，村里
重新组织起来，把以前擅长
的老阵型又都拾了起来。村
里的高跷表演，是12个乡镇
中唯一的高跷表演。徐静说：

“晋家村丑角用的‘独杆子
轿’很久没人用了，这些老韵
味还挺让人怀念的。”

记者了解到，商河鼓子
秧歌源自民间，普及率高、流
派众多、风格不一，要保持其
本真性、差异性，仅靠广大群
众的自发性传承很难保证。
徐静告诉记者，由于中青年
壮劳力外出打工，越来越多
的秧歌队以老年人居多，跑
秧歌的队伍正在减少。为此，
商河县文广新局制定了“静
态+动态”的保护方案。

静态保护主要是搞好鼓
子秧歌资料建档和理论研
究。按照举伞、扛伞、插伞三
种派别，将全县划分为不同

的鼓子秧歌保护区，收集各
流派历史资料进行分类、整
理，建立理论研究数据库；将
以国家级传承人杨克圣为首
的各流派鼓子秧歌老艺人登
记建档，形成理论研究、咨询
的专家库。动态保护是对鼓
子秧歌进行动态化管理和指
导，商河县文广新局适时聘
请省、市舞蹈界专家前来进
行艺术辅导，并深入农村对
演出进行指导，在注重保持
鼓子秧歌原生态特色的基础
上，不断提升其人文内涵。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对每个
乡镇保存鼓子秧歌比较好的
村子进行了走访录制，今年
打算重点扶持一些村，希望
将最原汁原味的鼓子秧歌传
承下来。”徐静说。

传承迎来幼儿园娃娃
融入舞台先得保留动作

商河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的小朋友在汇演上的表现，
将汇演带向了高潮。有的小
朋友甚至没有伞高，但跑起
秧歌却是有板有眼。徐静说：

“看孩子们的演出真的很不
错，当时教的时候可没少费
劲。”对于一群活泼好动的小
朋友，最大的都不满6周岁，
想要记住成套的秧歌动作确
实是难事。徐静根据小朋友
的年龄特点，将动作重新整
合，在保留原始动作的基础
上，将动作进行简化，并分解
讲解，一点点地教给小朋友
们。

第二实验幼儿园的小朋
友们只是商河县鼓子秧歌传
承的一个缩影，商河县第一
实验小学、韩庙镇站南小学
等学校都已经将鼓子秧歌列
入校本课程，并在国内比赛
中屡屡获奖。“秧歌传承要从
娃娃抓起，要让孩子们从小
爱上鼓子秧歌。”

鼓子秧歌一直以来是一
种广场艺术，只要有跑秧歌
的队伍，观众可以从四面八
方观赏。近几年来，随着演出
任务的增多，鼓子秧歌开始
走向舞台。受表演场所、表演
时长等因素的影响，鼓子秧
歌都要经过一系列改编。在
创新过程中，如何保持秧歌
的原汁原味，这一直是徐静
思考的问题。

徐静谈到，在改编过程
中，她会将现代舞蹈的队形，
比如说不对称分布等因素融
入进来，也会在小学生表演
中加入现代舞蹈的技巧如踢
腿、下叉等基础动作。“这些
都是为了适应舞台和大家的
审美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在
此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保留商河鼓子秧歌
的原始动作。”徐静说。

徐静认为，无论是何种
形式的改编，伞、鼓、棒、花的
基础动作不能动，否则就失
去了商河的味道。徐静说：

“在商河，一直有‘商家的鼓
子、杨庙的伞、三里庄的棒、
袁窦的花’的说法，我们希望
将每个村庄的特色，将咱商
河的特色一直保持下去。”

本报2月15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王玲） 2
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上
午，商河县第三十七届鼓子
秧歌汇演在全民健身广场举
行，12支参赛队伍和6支表演
队伍同场竞技展示风采，掀
起元宵佳节商河民俗文化高
潮。最终，韩庙镇代表队荣获
一等奖。

当天一早，全民健身广
场的看台上就坐满了市民。
市民刘先生说：“我6点多就
来到看台了，当时已经聚集
了不少人。”不到7点的时候，
整个看台上已经座无虚席。
趁着比赛没开始，不少代表
队抓紧在空地上训练。来自
青岛市崂山区的董女士一
家，亲朋好友组团40人来看
秧歌。董女士说：“早就听说

咱这儿的秧歌好看，还上过
央视少儿春晚，今天一定要
大饱眼福。”

上午9时，汇演在孙集镇
鼓子秧歌代表队的鼓声中拉
开序幕。现场锣鼓喧天，气势
恢宏。各镇（街道）秧歌队伍
风格各异，特色浓郁，孙集镇
是插伞流派的翘楚，伞插腰
间，动作飘逸；扛伞派是殷
巷镇的专长，伞扛肩上，动
作舒展；贾庄镇则是举伞
流 派 ，伞 举 头 顶 ，铿 锵 有
力；白桥镇女子鼓子秧歌
英姿飒爽，独树一帜；韩庙
镇 站 南 回 族 鼓 子 秧 歌 以

“疯”和“狂”见长，激情澎湃，
节奏分明……穿插表演的幼
儿、少年、老年鼓子秧歌更是
传统与创新兼具，令人耳目
一新，全面展示了鼓子秧歌

立体多元化传承发展的丰硕
成果。

此次汇演较去年不同
的是，商河县第二实验幼
儿园的小朋友加入演出，
孩子们用特制的伞、鼓，给
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童趣
的 演 出 。市 民 李 女 士 说 ：

“娃娃们都跳得这么好，咱
商河的鼓子秧歌后继有人
了！”

商河县文广新局的工作
人员说，本届鼓子秧歌汇演
盛况空前，广大市民热情
高涨，摄影爱好者和外地
游客踊跃前来，大型摇臂、
多旋翼航拍飞行器争相拍
摄，并首次实现微信同步
直播，演出效果、观众人数
及信息传播均创历届汇演
活动之最。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张 政

“疯秧歌”跳出特色
狂练20天获得一等奖

汇演过程中，站南村的
秧歌队一上场就让人眼前一
亮：清一色十来岁的大姑娘
小伙子，青春靓丽，同样高的
个头，整齐划一的步伐，就像
来了一支部队。头戴回族特
色的白帽子，取代了传统的
秧歌头巾。小伙子一身白色
的秧歌服，镶着蓝色的花边，
外面套着黑色的坎肩，稳重
之中带着跳跃；姑娘粉色的
秧歌服外镶有蓝色的花朵。
鼓声隆隆，小伙子跳得刚劲
有力，闪转腾挪间尽显阳刚
之气。姑娘扭得舒展大方，挥
舞鼓槌时柔美中力道中藏。

据站南村村民介绍，站
南村秧歌的动作结构十分严
谨，观赏性强，以“疯秧歌”闻
名，特点就是突出一个“疯”
字，但疯而有节奏，狂而不
乱，是一种快节奏、力量型
的舞蹈。鼓子表演分为“甩
鼓子”、“疯鼓子”、“路鼓
子”、“三百六”，随着大鼓
节奏的变换，鼓式起伏跌
宕，错落有致；“花伞”表演
犹 如 骑 士 驾 驭 飞 奔 的 战
马，气势恢宏，场面壮观；
鼓伞配合，进退有序，舞姿
优美，节奏分明，使人激情
澎湃，呈现出力与美的自然
结合。“我们村的鼓点是战鼓
的鼓点，全县也就我们用这
样的鼓点。”村干部董文胜
说。

了解站南村的人都知
道，站南村的秧歌跑了得有
十来年了。2005年，丰富老百
姓的文化生活成了站南村的
头等大事。经过村集体、镇政
府等多重商议，他们将目光

放在了鼓子秧歌上，中断了
多年的鼓子秧歌开始在这个
少数民族村里重新焕发生
机。参与其中的韩庙镇人大
主席白俊胜说：“当时就希望
村里人没事的时候，跑跑秧
歌乐和乐和，加上村里有基
础，大家热情都很高。”就这
样，2005年的腊月里，韩庙镇
站南村的鼓子秧歌队伍成立
了。

让村支部书记董建民津
津乐道的是，2005年腊月组
建的队伍在2006年县里的汇
演中拿了一等奖，“就练了20
多天，能拿第一让我们挺吃
惊的。”吃惊之余，站南村秧
歌队的每一位表演者心里都
明白，这个第一拿得不容易。
白俊胜说，为了学好秧歌，站
南村从县里请来了专家，并
请来村里的老艺人，多方学
习，将少数民族风情融入到
传统的秧歌演出中。

鼓子秧歌成校本课程
帮孩子拓宽眼界

与大多数村庄一样，正
月初七八，站南村里的青壮
劳力就开始走向自己的工作
岗位，村里失去了跑秧歌的
主力军。为了不丢掉这份传
统，村里的娃娃们开始接棒
演出，所以站南村秧歌队实
际是站南小学的学生们在

“当家”。白俊胜说：“没办法，
村里人打工忙生计，抽不出
空来，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咱得学下去。”

说话间，白俊胜带着记
者来到了站南村小学，这里
是鼓子秧歌的“大本营”。上
午10点左右，正值学生们的
大课间。记者看到，学生们各
自活动时，不少都跑起了秧
歌。教室门口的乐队打着鼓
点，一直没有停过。校长李传
鹏说：“一年到头，我们学校

里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孩子
们没事的时候，喜欢跑跑秧
歌。”

李传鹏谈道，跑秧歌是
站南村的传统，为了让孩子
们继承和发扬这份传统，站
南小学将鼓子秧歌列入了校
本课程，每周有一节课专门
用来学习鼓子秧歌。学校还
邀请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民
间老艺人来学校授课，让学
生们系统专业地学习。“我们
会请白集等民族村的老艺人
来教学，目的就是希望孩子
们学到具有民族特色的鼓子
秧歌。”

2016年对于站南小学秧
歌队是忙碌的一年。3月份参
加县里的演出、6月份去宁
夏、8月份去济南、9月份参加

“十艺节”……丰富多彩的演
出活动，让孩子们很充实。宁
夏是六年级的杨海佳去过最
远的地方，当她和小伙伴们
在宁夏收获阵阵掌声时，小
姑娘内心的自豪感难以用语
言描述。在那个处处有着本
民族特色的地方，给大家带
来一场具有民族特色的演
出，掌声无疑是最好的礼物。
每每提及此事，小姑娘仍记
忆犹新，“听到大家的掌声，
真的很高兴。”争取去更多的
地方，收获更多的掌声，成了
这个小姑娘心底的秘密。

李传鹏说：“我们希望有
更多的演出机会，让越来越
多的孩子走出去，拓宽一下
眼界，也让更多的孩子收获
自信。”

董建民一直收藏着2007
年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的奖杯和奖牌，
那是站南村外出演出获得的
第一份荣誉。他告诉记者，
这很有纪念意义，鼓子秧
歌会一直跑下去，要让更
多的人知道站南村的鼓子
秧歌跑得好。

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激情碰撞

鼓鼓子子秧秧歌歌成成为为站站南南村村新新名名片片
在今年的鼓子秧歌汇演中，站南小学秧歌队作为韩庙镇的代表，在12个乡镇中拔得头筹。

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在举伞跳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获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14日上
午，记者来到韩庙镇站南村，再次走近这支少数民族秧歌队伍，探索更多属于他们的故事。不得
不说，鼓子秧歌已经成为站南村的新名片。

葛延伸阅读

独具民族特色的鼓子秧歌。 杨福利 摄

站南村在汇演中。 杨福利 摄 鼓子秧歌中的“丑”。 王永伟 摄

汇演现场。 王永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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