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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鼓音铿锵，满座悄然。一

束灯光，打在乐师齐兴峰身上。只见他半眯

着眼，手腕看似柔软，鼓槌一落在鼓面上，却

犹如惊雷。阵阵鼓点“吸引”来笙管笛锣，鼓

密，曲起……在位于陕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

紫云阁，舞台剧唐代宫廷燕乐《鼓》每日上演。

音自大唐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西安鼓

乐，是我国保存完整的大型合奏乐种之一。

通过东仓鼓乐社乐师们的创新演绎，西安鼓

乐穿越千年，绕梁不绝。

口传心授、代代传承，
吸引更多年轻人

大唐芙蓉园紫云阁三层，一间不大的屋

子里挤着十来个人，这里是东仓鼓乐社的化

妆间、休息室和教室。

一方长桌后，一名老人头发花白，一身蓝

布衣，脚蹬布鞋。他是赵筱民，鼓乐社的“台

柱子”。

从下午 1 点到晚上 10 点，鼓乐社一天至

少要排 4 场演出。演出间隙，赵筱民会一字

一 句 地 带 着 徒 弟 们 哼 吟 ，这 个 过 程 叫“ 韵

曲”。西安鼓乐保留着中国古老的记谱方式，

东仓鼓乐社的乐师们可识读传自唐宋的工尺

谱。谱子会识会背是基础，要演奏出来，只能

靠老艺人的口传心授。“鼓乐谱的音符需要通

过‘哼、嗨、哟、哎’等虚音来丰润修饰，鼓乐的

韵就在其中，有了韵才有鼓乐的离合、轻重、

缓急等丰富变化。这便是传统鼓乐的魅力所

在。”赵筱民说。

西安鼓乐源于唐代燕乐。盛时，西安一

度活跃着百余家鼓乐社，东仓鼓乐社便是其

中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西安鼓乐一度没落，

甚至全城难觅鼓乐声。

东仓鼓乐社社长范炳南打小听着鼓乐长

大，1978 年，他拜师西安鼓乐大师、当时东仓

鼓乐社的“挑梁”赵庚辰，并开始搜寻遗落在

各处的工尺谱和乐器。

1981 年，东仓鼓乐社恢复了活动，赵庚

辰在街坊邻里间传授鼓乐。看到鼓乐社后继

乏人，范炳南很痛心。他各方联系，自掏腰

包，为东仓鼓乐社寻找演出机会。赵庚辰也

在高校开设鼓乐课程，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

了解鼓乐。

开班收徒、复奏套曲，
重现古老乐音

一杆笛飞扬动听，让浑厚的鼓乐灵动俏

皮，鼓乐里的“花儿”主要靠笛来塑造。34 岁

的 胥 小 杰 就 是 东 仓 鼓 乐 社 里 的 一 杆“ 好 笛

子”，与他几乎同龄的 10 人，如今是社里的骨

干力量。

初习鼓乐时，他们还是十来岁的孩子。

2004 年，赵庚辰与范炳南有了收徒授艺的打

算，可问了一圈，愿意来学的寥寥。范炳南提

议：“走出去，找徒弟！”师徒二人走访渭南、大

荔等地招徒，在西安市长安区租下了一处农

家小院，唱曲声、管笛声、鼓铙声重新在东仓

鼓乐社响起。

“太难了。”这是胥小杰对鼓乐的第一印

象，“那些工尺谱就跟天书一样，我们背了整

整一个月，连乐器都没摸过。”

“韵曲”百遍，其意自现。一次演出，赵庚

辰演奏了《霸王鞭》，让胥小杰背的谱子“活”了

起来。旋律钻进耳朵，“曲子怎么这么好听，

打那会儿起，我就爱上了笛子。”胥小杰说。

西安鼓乐演奏时没有指挥，全靠鼓声来

引导统领。“整支鼓曲演奏的风格气质，都要

跟随鼓的节奏情绪，习鼓是最难的。”赵筱民

说。之前，这最难的部分由赵庚辰来教，“那

会儿他已经 80 多岁了，但还是一点点给我们

抠细节。”东仓鼓乐社乐师李唯说。

西安鼓乐中的坐乐是最复杂的，其中尤

以 3 支大套曲《八拍全套》《法鼓段全套》《别

子、湛全套》最难，每次演奏时长都在一个半

小时以上。“行内将能够整套完整演奏称为

‘穿靴戴帽’，第一次‘穿靴戴帽’就用了一年

半的时间。”范炳南说。

如今，东仓鼓乐社有三四人能够“掌鼓”，

经验丰富的乐师一人要会鼓、笙、管、笛、钹等

十几种乐器。

排演剧目、网络直播，
寻觅更多知音

没有听众，传统技艺何去何从？东仓鼓

乐社也面临过这样的窘境。

2005 年春节期间，没出正月，赵庚辰和

范炳南就守在小院里等着孩子们回来。不少

孩子觉得前途无望，不想再学。范炳南发愁，

挨个给他们打电话。他总是和孩子们说：“鼓

乐是民族瑰宝，要靠你们把鼓乐救活。”但是

不是能拿鼓乐当饭碗？他心里也没底。好

在，2006 年，东仓鼓乐社在大唐芙蓉园紫云

楼常驻演出，乐师们也拿上了工资。

一边演出，一边学习，近 20 年来，东仓鼓

乐社已经可以复原 3 支坐乐全套中的两套

半。2019 年，大唐芙蓉园开始为东仓鼓乐社

创排舞台剧《鼓》。这部剧讲述唐长安一名天

赋少年历经考验成长为一代传奇鼓师的故

事。演出融入了现代舞台元素，并在传统鼓

乐基础上创排了新曲目。

没想到，新曲目却难为了这些老乐师。

“简谱线谱要从头学起。导演都为我们捏把

汗。”齐兴峰说。但机会难得，每个人都跃跃

欲试。最终，舞台剧《鼓》成功上演，吸引了许

多年轻观众。

如今，鼓乐社还在寻找更多舞台。去年 4
月，东仓鼓乐社开始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截至

目前，全网播放量达 4.2亿次。齐兴峰很兴奋：

“让更多人体验到鼓乐之美，我们劲头更足了。”

“在原汁原味这个基础上大胆创新，传统

的‘根’不能变，鼓乐的‘魂’不能丢。”赵筱民

说。东仓鼓乐社保存的上千首乐谱，如今能演

奏的只有 300多首。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马西平

是赵庚辰的弟子，她十几年如一日，记录了大

量赵庚辰吟唱的曲子，将录音录像资料“翻译”

为线谱简谱，并结集成书。“口传心授的方式不

易传播，我希望能完成乐谱‘翻译’工作，让乐

音传得更远。”马西平说。

上图为东仓鼓乐社的乐师们正在进行直

播。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陕西西安东仓鼓乐社传承古音、创新排演

千年鼓乐复绕梁
本报记者 原韬雄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的西安鼓乐，是我国保
存 完 整 的 大 型 合 奏 乐 种 之
一。西安东仓鼓乐社不断探
索，既传承复奏古音，也大胆
创新，排演舞台剧、进行网络
直播。通过乐师们的创新演
绎，穿越千年的西安鼓乐，绕
梁不绝。

核心阅读
■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R

本报赣州 11月 13日电 （记者郑少忠、王丹）近日，世界

客属第三十二届恳亲大会（以下简称“世客会”）在江西省赣州

市龙南市举办。本届世客会以“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为

主题，200 多个客属社（侨）团及客属人士代表、知名企业家等

约 2500 名嘉宾齐聚龙南，参与此次恳亲大会。

本届世客会期间，举办包括客家文化学术交流会、客家青

年发展大会、首届客家民俗文化艺术节等多个活动。通过以

客家文化、农业、工业为主题的文艺展陈展演活动，以及客家

手工技艺、农耕、美食制作、脐橙采摘、温泉康养等体验活动，

全方位展示赣州“客家摇篮”和“围屋之都”风情，促进赣州客

家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同时，在世客会招商推介会上，

赣州全市各县（市、区）共签约项目 76 个，涉及新一代电子信

息、数字经济等多个行业，签约金额达 1014.75 亿元。

据悉，本届世客会为首次在中国内陆县级城市举办，世客

会始终致力于弘扬客家精神、传播中华文化，增进海内外客家

人的团结。

世界客属第三十二届恳亲大会举办

本报北京 11月 13日电 （记者陈圆圆）日前，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语言学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挪威、韩国等国

家 30 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以及出版机构代

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以“语言学传承与创新”为主题，在为期两天

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就语言研究如何延续重视材料与证据的

传统、传承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精神、面对大数据时代

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研究带来的便利与挑战，以及更好地服务

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期间，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江蓝生介绍了《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情况和

释义特点。据介绍，该词典共分 5 卷，收词约 15.8 万条，字数

约 1200 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时 18 年编纂，试

印本即将出版。

“语言学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济南 11月 13日电 （记者肖家鑫）黑陶、老粗布、烙

画……走进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的“山东手造”济北展示

体验中心，200 余件特色产品陈列其中。近年来，济阳区依托

当地特色文化，打造“济北手造”品牌，推进文旅融合、深耕文

化“两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济阳区瞄准“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定位，组

建工作专班，成立运营公司，重点打造推介了黑陶、老粗布、剪

纸、鲁绣等代表性品牌产品。济阳区还结合丰富的文化资源，

推出十大精品研学“一日游”线路，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先后带动相关产业增收 750 余万元。

济阳区委书记秦蕾介绍，济阳坚持把“济北手造”推进工

程作为落实文化“两创”要求、助力文化济南建设的重要举措，

努力盘活传统非遗资源，实现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同

发展。

山东济南济阳区发展特色文创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