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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鼓子子秧秧歌歌
要要进进京京演演出出出出了了了了
路家村鼓子秧歌队入选选民民俗俗文文化化展展演演
本报见习记者 张飒特

路家村鼓子秧歌队

入选民俗文化展演

在郑路镇路家村，记者惊奇
地发现，在这个处处散发着艺术
气息，人人充满着艺术情怀的村
子里，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墙上都
挂着跳鼓子秧歌穿戴的服装、道
具，村里的鼓子秧歌队更是家喻
户晓。

“过年很热闹，可年后一下
子就闲下来了，我就想能否组织
一个队伍跳秧歌。”郑路镇文化
站退休老干部刘焕金告诉记者，
五年前，在刘焕金和村民路来民
的组织下，这支鼓子秧歌队成立
了，最初全队只有十几人。“一有
时间，我们十几人就找个空地操
练。”秧歌跳得蒸蒸日上，后来又
陆续吸纳了数十人。如今，这支
由五十余人组成的鼓子秧歌队，

不仅平日里在全村组织各类展
演，每逢国庆节、中秋节、春节还
到各街镇免费巡演。

由文化部农村文化遗产促
进会主办的“民俗文化展演活
动”将于春节期间在北京举行。
刘焕金介绍，中央电视台农业频
道前不久派人来村里审核鼓子
秧歌表演，如果通过就能代表山
东省到北京参加展演。“我们跳
的秧歌得到了节目组的赞赏，同
时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让我们
在表演情绪上再充实一些。”刘
焕金告诉记者，一听到节目组这
样说，大家心里就有底了，“这就
表示我们队入选了。”

白天忙农活

晚上练秧歌

得知路家村鼓子秧歌队能
代表山东省到北京参加展演，

可把村民们高兴坏了。“这不仅
能展现咱商河人民的热情，更
是为省里争荣誉的好事啊！”路
来民告诉记者，从去年国庆节
后，秧歌队就进入了紧张的排
练之中。白天大家都忙农活，只
有晚上才能抽出时间练习，在
村里文化大院的广场上，由队
长刘焕金和路来民进行指导，
每晚练习两个小时，目前已经
连续训练三个月之久。

刘焕金告诉记者，为了这次
赴京演出，大家特意换了新行
头，演出的所有服装、道具均由
队员自己购买。为了达到跟实际
演出同样的效果，秧歌队每周都
统一穿戴好演出服进行一次演
练，仅化妆这一项就要花费一个
多小时。

刘焕金介绍，每晚秧歌队在
练习之前，都要进行十几分钟的

“课前辅导”，把动作要领、表演注

意事项等先给大家讲授，然后再开
始练习。据了解，这支鼓子秧歌队
中，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50多
岁，别看队员年龄有差距，可跳
起鼓子秧歌来一样卖力。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恰巧碰
见刘焕金和路来民正带领两位
年轻学员练习打鼓。刘焕金告诉
记者，节目组觉得秧歌队里的女
队员偏多，让他们换上两名男队
员，几天前才纳入村里两个刚放
寒假的大学生。为此，刘焕金还
特意从县里文化馆请来了有着
多年交情的老友专门向两个新
队员教授鼓子秧歌。

排练时间

一天也不放过

据了解，整套鼓子秧歌跳
下来需要 9分钟，这需要“伞、
鼓、花、丑”四部分的完美配合。

刘焕金坦言，为了能在短短几
分钟内给观众呈现出鼓子秧歌
的磅礴气势，队员还需要更大
强度的练习。“这次赴京演出既
是压力也是动力，咱们作为‘鼓
子秧歌之乡’的一分子，就要把
鼓子秧歌展现给世人，将鼓子
秧歌精神传承下去。”刘焕金
说。

由于这次赴京展演是在春
节期间，鼓子秧歌队在腊月二
十九这天就要抵达北京，因此
队员们将无法与亲人团聚过
年。无法在家过年，队员们虽略
感遗憾，但更多的是对这次赴
京参加展演的期待。“只要还有
一天能练习的时间我们也不放
过，能在北京参加演出，这是以
前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以后
续家谱的时候说不定还能写上
我一笔呢。”路家民笑着告诉记
者。

鼓子秧歌队的表演很精彩。 杨宇佳 摄

春节将至，当大家正为过年忙得不可开交
时，商河县郑路镇路家村鼓子秧歌队却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排练。据悉，自2015年2月17日到25日

（农历腊月二十九到正月初七），这支鼓子秧歌队
将赴北京参加由文化部农村文化遗产促进会主
办的民俗文化展演活动，总共演出16场。届时，作
为山东省唯一一支入选队伍，路家村鼓子秧歌队
将为京城观众奉上精彩的民俗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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