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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鞭鞭鼓鼓舞舞已已舞舞进进孩孩子子们们骨骨子子里里
“非遗”项目在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杨杰晶

一招一式有模有样
文化遗产有了传承

花鞭鼓流传于商河一带，
新中国成立前花鞭鼓称为花鼓。
新中国成立后专业人员称它为
花鞭鼓，花鼓在表演时身背腰
鼓，手持花鞭。而如今，放学后在
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的操场上，
孩子们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稚
嫩的少年，正用自己的方式向古
老的民间艺术致敬。谈到最初选
择花鞭鼓舞时，学校杨老师谈
道：“花鞭鼓舞是优秀的文化遗
产，我们希望学生们在练习过
程中，了解传统，了解商河历
史，将这项艺术传承下去。”

花鼓队员表演时身背腰
鼓，双手各持一尺多长的花鞭，
鞭头用牛皮结成疙瘩，双边同
时挥舞，变换各种姿态，鞭头击
中鼓面中心，打出各种花点，发
出清脆响亮的声音，花鞭沸腾似
金蛇狂舞，令人眼花缭乱，目不
暇接，鼓音咚咚，像战马奔腾，使
人情绪振奋，人潮沸腾。学校多
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县参加演
出，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孩子没
学习花鞭鼓舞之前，只知道商
河有鼓子秧歌，学习之后，才被

花鞭鼓舞深深吸引，商河人不
仅要懂得鼓子秧歌，也要了解
花鞭鼓舞。”学生家长说道。

成立花鞭鼓舞队
“非遗”成校本课程

据学校负责人介绍，从
2011年开始，在商河县教育局
和商河县文广新局的支持下，
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成立了花
鞭鼓舞队，作为学校课程，第二
实验小学已经把花鞭鼓舞列为
普及教学课程，成立了“班队”

“级队”“校队”。三年级以上的
孩子（1500人左右）在音乐老师
张淑霞、吴玲、崔雯雯、李英的
带领下都学会了花鞭鼓舞。

为了更好地规范花鞭鼓舞
的动作要领，让孩子们熟练地
掌握打花鞭鼓的技巧，老师们
音乐课精心指导，放学后带领
孩子们努力练习。他们将优秀
的学生选拔出来参加学校的校
队，聘请张坊镇老艺人张继福
和商河县文化馆的老师进行指
导，组织师生排练、创新，为学
生排列队形。他们把花鞭鼓舞
视为宝贵的舞蹈创作素材，曾
多次挖掘整理，经过创作，花鞭
鼓舞无论在鼓点的变化、挥鞭
的姿态和腿部的动作上都有了
很大的发展。“根据小学生的特
点，张继福老人为学生量身制

作的鞭子和小鼓，并对原有阵
型就行了改良，学生们学得很
带劲。”学校负责人谈道。

学生学习花鞭鼓舞，“挨
打”是不能避免的。对此，花鞭
鼓舞传承人张继福也曾谈道

“练习过程中，鼓点节奏把握不
好，鞭子就容易打到自己，我刚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身上也是
青一块紫一块。”就像学生庞诗
卉说的那样：在练习花鞭鼓舞
的时候，由于不熟悉鞭子的打
法，而常常抽到自己身上，那是
无比的疼痛，但我们要忍着，不
怕苦，不怕累，不怕疼，心中只
有一个信念，无论遇到多么大
的困难和挫折都要坚持不懈、
努力练习下去。

由于花鞭鼓舞人员众多，
才能打出各式各样的队形，这
就需要学生们首尾呼应，聚精
会神。“花鞭鼓舞增强了学生们
团结一致的信念，只要团结一
致，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他
们。”学校李老师说。

如今，商河县第二实验小
学的花鞭鼓舞队伍越来越壮
大，学生们学习积极性也越来
越高。在谈到未来规划时，学校
负责人说：“我们将继续加大训
练力度，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
和队列队形训练，真正做到在
传承中创新，让民族文化在我
们手中发扬壮大！”

花鞭鼓舞的传说

皇皇帝帝御御赐赐““黄黄龙龙绳绳””

葛相关链接
花鞭鼓舞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如今这一传统文化瑰宝也走进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成为商河县

第二实验小学小学的校本课程。作为学校课程，第二实验小学已经把花鞭鼓舞列为普及教学课程，成
立了“班队”“级队”“校队”。经过7年的发展，花鞭鼓舞带着那份浓浓的乡情，正在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
落地生根。

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跳花鞭鼓舞。

学生们参加演出。

花鞭鼓舞资料图

据传，清朝光绪二十九年
时，商河县以卖唱为生的王立
礼、王立义两兄弟流落到北京
卖艺，后来与广饶县陈官乡的
花鼓艺人张延水相识，他们一
起拜流浪在京的著名艺人李
桂珍、李明雄兄弟为师，学会
了花鞭鼓舞。王立礼和王立义
俩兄弟对于花鞭鼓舞很感兴
趣，经常在一起苦练技艺，终
于练成了高超的水平。清宣统
三年，王立礼和王立义俩兄弟
因技艺精湛，被宣召入宫献
艺，表演时拴鼓的绳子断了，
宣统皇帝下令拿来一捆黄龙
绳送给兄弟俩。时至今日，村
上每逢办喜事都用黄龙绳捆
绑嫁妆，黄龙绳的故事一直被
人们口耳相传，成为一段佳
话。而王立礼、王立义两兄弟
因声名大增，后回乡发展，并
把这种舞技传给了当地的老
百姓。

之所以称之为花鞭鼓舞，
是因为表演花鞭鼓舞的主要
道具是鞭和花鼓。鞭的长度为
50厘米，分别拴在两个鼓槌
上，此鞭是由两牛皮条制作
的。从鞭头开始向上分别系有
两个疙瘩，鞭子粗如小指，上
面缠有各种彩色毛线；花鼓的
样式同腰鼓相同，两个鼓面用
牛皮所蒙，鼓面的直径为15厘
米，鼓棒是由木料制作的，颜
色为大红，鼓长30厘米，此鼓

系有一条红绸带，以便背在肩
上。跳花鞭鼓时一般使用腰
鼓 ,用小锣小镲伴奏。花鞭和
花鼓合起来舞蹈，就成了花鞭
鼓舞。

表演时，表演者身背腰
鼓，双手各持一尺多长的花
鞭，鞭头用牛皮结成疙瘩，双
边同时挥舞，变换各种姿态，
鞭头击中鼓面中心，打出各种
花点，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
花鞭沸腾似金蛇狂舞，令人眼
花缭乱，目不暇接，鼓音咚咚，
像战马奔腾，使人情绪振奋，
人潮沸腾。舞者斜挎腰鼓于左
胁下,双手各持一鞭,鞭杆长22
厘米，鞭条长50厘米 ,鞭梢系
成疙瘩。表演有前八步、后八
步、鹞子翻身、鲤鱼跳龙门、古
树盘根、张飞骗马、苏秦背剑、
二龙吐须、金丝葫芦、菊花盖
顶、黑狗钻裆、就地十八滚等
30余种。

花鞭鼓舞原来在商河县
张坊乡王辛庄村、王佃乙村、
刘安村和苟家村等几个村广
为流传，现仅有苟家、刘安两
村有老艺人的子孙承袭。新中
国成立后专业工作者把花鞭
鼓舞视为宝贵的舞蹈创作素
材，曾多次挖掘整理，经过创
作使花鞭鼓舞无论在鼓点的
变化、挥鞭的姿态和腿部的动
作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本报记者 李云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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