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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乾县
“

蚊龙转鼓
”

是陕西省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 ， 流传于陕 西关 中 。 蚊龙转鼓起源于明代嘉庆年 间的 宫廷 乐舞

至今已有 ４００ 多年 的历 史 ，
以乾县大王村保存 ６００ 多 年的 《梁 式族谱》 为佐证 。 乾县蛟龙转鼓是陕西民 间 鼓舞艺术的一 朵奇

葩
，
是三秦文化的骄傲

，
它鼓舞结合 、

八面威风
，
体现出 中 国古代宫廷乐舞的 大 气磅礴 ，

三秦人 民 的精神风貌 。

关键词 ：
蛟龙转鼓 ； 民 间鼓舞 ； 非物质文化遗产

鼓舞表演迎接其他 ４队 。待 ４个鼓队从梁 氏鼓队 中 间穿过后 ，

丄 “—ｒ二 、

々 ？ 从 ‘５ 只諷
－

起热情起鼓 ， 鞭声齐鸣 ， 人潮涌动 。 其他未参加

ｐ表麵酿 ， 进人关雜 ， 烧■头 ， 祈天＿ 。 在五队集
们用

ｊ
磬和跳跃来

芒
收 向

ｔ＝东周
体表演 中 ， 哪

－

对打乱 了鼓点 ， 就宣告失败 。 最后五队齐聚
列国

，
》 ： 秦俗

：
农
＾
毕 ， 二

ｍｕ
。 凡

在关帝庙姻圈 ， 集体表演蚊龙转鼓 。 这种 习 俗延续了２ 〇〇

？

０

！！？＊± 多年 ， 耐
一

起转鼓表演 ， 撕感情 ， 娜平时生活中 的矛
《合梁传》 曰 ： 五奋身熟为有年 。 在原 社会 ， 通 吊在丰盾 促进和 ｉ皆乡村

■

建设
收之年 、 国泰民安时都会耍社火 ， 用祈天敬神的方式为来年

’

祈福 。 人们德始农耕文化与 民俗活动織联紐一

起 ， 给司 东军出生于 １ ９ ３９ 年 ３ 月 ， １ ９ ５３ 年在吴世友老师麵

ｓ
统教授下学习 了 蚊龙转鼓的各项表演技能技巧 。对于非常热

ｕ爱乾县蚊龙转鼓的司东军先生能够让这民间转鼓艺术再次

受人龍 ， 聽觀 要
＿

树＿会絲同乡
—

起探索钻
王镇ｇ村的 《梁氏族 １？ 》 为佐 １ ＩＥ ’ 大

＾
村梁姓祖 ｌｅ ｉｆｉＳ；

：

研 ， 与艺友切雜艺 ， 交流学习 。 １ ９ ９８ 年 ， 他在蚊龙转鼓
明洪武元年 ， 年轻麵思 明 因受战争的苦难 ， 从河雜中 州

传承眉睫之祸麵况下 ， 尽 自 己的努力 ， 与几位同乡老艺人

－趟起了保护倾＿文化 ；
ｉｔ产随动 ，倾恠县领导和

许多人的帮助下 ， 让流传了 ４〇０ 余年的 明代鼓舞艺术又失而

５ｆ－

ｉ

？
￡
＾＊得 ， 重新燃起了希望 。 麵龙转鼓的表演从曾经只有几十

人祖伍扩大购今故上百人 ， 使雛雜到 了保障 。 司

便 口老还 位
＾

的赏＾
相
＾东军积极配合县委 、 县政府将

“

蛟龙转鼓
”

申报国家非物质
忠还乡之时皇帝恋恋不舍特赐他乐器 、 珠宝 、 玉杖等 。 梁忠ｊｆｔｆ

ｆ司东军先生嫌龙转鼓表演方便主要雛总娜和编
返乡时他把此鼓舞带 回 了家乡 ，

此鼓身巧 蚊
芒
酿 ’

导的工作 ， 在整个表演 的过程中他如 同大型乐队指挥
－

般 ，

是无论如何不可缺少的
－

部分 。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练习和研

宄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再加上本身丰富的工作经验 ， 对于
ｎ ＼ｆｓ＾ ，

整场表演的指挥工作完全是如鱼得水 ， 他全面的掌握指挥的
利归 领 要领 ，

具备 良好的心理素质 ， 每逢演出准备开始前 ， 他都会
经

ｗ整个队伍总帅 的势头 ， 头戴金冠 ， 身披红袍 ， 手拿指挥旗 ，

芽 ， 结 时
？＾

与
？

乾ｍ
人民
ｉｆ？ 脚穿黑马靴 ， 身上和手旗上都秀有象征皇家宫廷的龙醒图

案 。 双手击鼓开始 ，
手旗上Ｓ飘扬 ， 指挥者带领全队

－

起舞
乡

”

。 ２０

＾

７ 年乾县乾州蛟龙转鼓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非物质
动 ， 整场气势充分体现 了宫廷乐舞 的特点和 当今的秦人文

＿化。 曾多次在陕西及全国重大文化表演中表现突出 ， 表演民

族艺雜强 ， 争得多家媒体报道及观細称赞 。 司东军先生
承
ｔ
系

Ｍ ，

，将 自 己对转鼓的深厚感情和丰富 的生活阅历融入到每
一次

Ｓ２Ｓ的表演中 ， 以最真诚的表演状态去感动着每
一

位观众 ， 启发
为 中心 向该村司 、 吴 、 曹 、 梁 四大家族世代相传 。 蚊龙转鼓

舞蹈 、 曲牌 、 鼓点 、 表演技法全靠 民间艺人记忆和 口传心授这么多年来 ， 司 东军先生克服了各棚难承担和参与 了
流传下来 。 从明代至今 ４〇〇 多年

Ｊ
’ 由于战争 ＇

、 ３
荒 、 灾难

多次重大活动的总指挥和编导的任务 。 如 ： １ ９８２ 年 ， 咸阳
等原因 ’

几个时期几乎失传 。 新中 国成立后 ’ 尤其是改革开 “

秦都音乐会
”

和西北音乐周
“

长安音乐会
”

 ； １ ９９９ 年 ， 咸
放 以来 ’ 在省 市县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文化艺术界专家 的指导眺视台春节晚会 ； 蕭 年的 中 国乾陵唐风文化展开幕式
Ｔ ， ？等活动 。 每

一

次真诚出色的表演 ， 都会受到了观众以及各界
大众 。

＾＾领导 、 专家的赞不绝口
， 他们高调的演出也被各界媒体所关

注 ， 《陕西 日报 》、 《中 国社会报 》 、 《华商报 》 、 《陕西社会文

＾ 化》 、 《风采人物》 杂志及各大醜都可＿到細表演时每
蚊龙转鼓凝聚着当地群众对先祖梁忠 的思念与缅怀之情 ， 更

是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蚊龙转鼓每逢正月：

十五 由梁氏 、 吴氏 、 司 氏 、 曹 氏 、 宋氏五队为单位组成各小ｌ ｇ
？

组 ， 均 左
Ｕ？

时鼓 ，
源于原始社会 ， 最初鼓为舞蹈的主要伴奏之

－

。
它

分 ’ 大
ｆ

同
昃ｕｓｊ

足
二 ｉｓｎ 的节奏鲜明 、 清晰 、 是最能抒发 、 表达人们的内 心情義界

由梁氏鼓队布阵在关帝庙前 ， 夹道排成两对 ，
用热情奔放的

．
１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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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绪的
一

种打击乐器 。原始社会的人们常常会用这种击鼓两种形式 。

“

座鼓
”

表演时 ， 鼓摆放前排 ， 锣置于中 间 ， 铙
舞蹈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 内心的喜悦和悲伤 。他们 自 己狩猎生钹排在最后方 ， 两号手站与鼓阵两侧 ， 鼓手只敲而人不转鼓 。

活 ， 靠着充分的想象力与集体的智慧制作简单实用 的工具 ，


“

转鼓
”

表演时 ， 阵型发生变化 ， 鼓排成
一

个大圆形或多个

来战胜大 自然带给他们的各种困难 ， 每当取得胜利时他们都小圆形 ， 指挥居于鼓阵中央 ， 号手居于两侧 ， 在转鼓表演的

会舞装 自己 ， 披上各种美丽的兽皮 ， 模仿者动物们之间的举过程中两鼓槌猛击于鼓 ， 铙手排成半圆形于之外侧 ， 号声
一

手投足 ， 有的挥舞的武器 ， 有的做 出狩猎时战胜动物取得胜般是出现在鼓乐 的前奏 ， 蛟龙转鼓的鼓手是主要表演者 ， 在

利的样子 ， 就这样 ， 他们常常用这种简单又欢乐的击鼓舞蹈围着鼓转跳时潇洒的舞步可谓一绝 ； 转鼓的鼓阵阵型有 《梅
的方式来 自娱 自乐 ， 来展示着这

一

群体的勇敢与智慧 的力花形 》 、 《
一字阵》、 《月 牙形》 、 《五角星 》 等形式 。 表演起来

量 。大气磅礴的气势 ， 技艺精湛乐手 ， 催人奋进场面 ， 耐人寻味 ，

蚊龙转鼓所用之鼓 ， 直径 ５０ 厘米 ， 高 ２ ８ 厘米的扁鼓 ，具有三秦之雄风 ， 秦人之剽悍 ， 秦韵之风采 ， 倍受群众喜爱 。

鼓帮绘二龙戏珠图案 。 木质鼓架 。 鼓槌 ， 两根长约 ３０ 厘米蛟龙转鼓鼓队排列有序 、 鼓声震天 、 舞步潇洒 、 节奏张

的木棍 ， 上扎五撮红麻缨 。弛有度犹如波浪排 山倒海 。 转鼓表演共分三个部 曲 ： 第
一

部
２ ． 大锣分 ， 长号引 呜 ， 响彻云霄 ， 随后锣鼓齐鸣 ， 好似蚊龙从海中
锣 由响铜制成 ， 属于金属体鸣乐器 ， 没有固定音高 ， 由腾空跃出 ， 故名蚊龙出海

；
第二部分 ， 为整个鼓舞表演的髙

锣体、 锣绳和锣植三部分构成 。 锣身为圆型弧面结构 ， 锣槌潮 ， 表演者用 快速度的节奏 ， 带着紧凑的舞蹈动作猛烈击鼓 ，

为
一

木槌 。 锣体大小规格不等 ， 小型锣在表演时 以左手提锣这时鼓槌上下飞转 ， 鼓舞者不断地跳动旋转 ， 整个鼓舞表演
身 ，

右手拿槌击锣 ： 大锣在演奏时须悬挂在锣架上进行表犹如
一

条蚊龙在天空翻腾 ， 被称为蚊龙翻背 ； 最后部分 ， 鼓

演 。 。 其声音低沉 、 洪亮震撼 ， 余音悠长久并具有很强的穿舞在刚进有力 的鼓点中并配合着马号的长鸣声结束三部 曲 ，

透力 。 锣擅长用于营造紧张和不祥的气氛 ， 艺术特点十分独故名为蚊龙摆尾 。 整个鼓舞的表演可 以循环反复的表演 ， 其

特 。鼓舞 乐曲 《风搅雪 》 、 《长流水 》 和 《十样景 》 三部曲 ， 鼓舞

蚊龙转鼓 中所使用 的锣为大锣 ， 因面尺寸较大故称大动作主要有 、 高跳击鼓和鲤鱼翻身等 。 蚊龙转鼓的鼓舞表演

锣 。 其直径约 ３０ｃｍ ， 厚度约 ｌ ｃｍ ， 锣 心直径约 １ ０ｃｍ 的平面 ，特点为
‘

跳
，

和
‘

转
，

， 其舞步技巧为
“

原地跳
”

与
“

异地

锣体为圆形 ， 锣面扁平 。 其音色明亮浑厚 ， 具有很强的穿透跳
”

， 其步法为
“

公转
”

与
“

自转
”

。

力和震撼力 。 锣乐器相配的锣槌均为木制 ， 可与鼓槌混用 ，

约 ３０ ｃｍ 。 演奏时左手提锣于胸前 ， 右手执锣槌敲击于锣面 。胃 ？

３ ．

＾乾县蚊龙转鼓是我省非物质文遗产 的重要代表性鼓舞

铙俗称绕拔 。 肝古代汉細青铜打击乐器 ， 最早獅种遗存 。 我Ｈ正处于经济 、
文

能为军事战争中传递号令之用 。 流行始于商代末期 ， 麵 响
化 、

＾
术大繁雜时代 ， 蛟龙转鼓的时代感和当代意识的表

麵成 ， 形制与拔基本相似 ， 都呈 圆片形 ， 区别在于 ， 铙的
现 ， 必须 以 民族传统文化为载体 ， 以弘扬民漏神为前提 。

碗顶平而小 ， 钹的碗顶圆而大 。 麵大而薄 ， 多为圆弧形 ，

才能使民族精神的展现和传统文化形成有机的统
－

， 并有具

底細 陷 ， 边缘稍有翘起 。 尺寸相晒铙与钹 ， 铙的音响效
有创新意识和深刻的 内涵 ， 才能赋予蚊龙转鼓强烈 的时代精

果低沉而余音悠长 。 铙的形制大小不
一

， 种类繁多 。神和激励人民的
＾
史感召力 。蚊龙转鼓编导理解时代精神和

蛟龙转鼓中其音响洪亮而强烈 ， 穿透力很强 ， 善于烘托民族传统文
＾
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 ， 立足于传统文化的肥沃

气氛 ， 在蚊龙转鼓中所 占的 比例也是最大的 ， 如 ２９ 人的乐土地中 ’ 融三秦民间艺术之精髄 ， 并善于从人们司空见惯的

队 中
“

铙
”

占到 了
一

半气势 （ 除指挥外 ） 》 因此铙是鼓队中传统民间鼓舞中给予创新 、 发展和突破 ， 赋予新的思想 内 容 、

是非常重打击乐器 ， 絲肝强奏 Ｂｔ ， 极具顏力 ， 鮮表 新晒神醜、 雜人娜象 、 麵鼓舞韵律 ， 让观众看之

现
－

种奔放激情 ； 用于弱奏时 ， 其作用类似鼓点 ， 属于节拍
耳 目

一

新 ， 别开生面 ， 产生巨大的鼓舞力量 ， 达到 了
一

个更

乐器髙的艺术审美境界 。 这种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气魄的作品 ，

４ ． 马号是创新紧扣时代节拍 的产物 ， 是我民应该遵循民间舞蹈来自

马 号是属預簧气鸣乐器綱唇赖发声响 ， Ｓ嚇振＿＆巾＃以广ｇ

动时 ， 气流通过号嘴进入马号管体 ， 随管 内空气变化而振动 普及流传审慎把握的原
巧
尺度 ， 也可算是民间舞蹈和

一

般创

发音 ， 依靠启闭活塞装置或伸缩号管改变马 号号管长短 ，作舞蹈区别的
－

个重要标志 。

发出不同的音高变化 ， 后 由像牵牛形状的喇叭 口来扩大它的基金项 目 ： 本文系 陕西省社会科学艺 术项 目 （ ２０ １ ６ ） 年
音量 。 其发出 的音高 、 音色取决于吹奏者的唇肌紧张程度度课题 ，

项 目 编号 ： （ＳＹ０４２） ； 陕西省教育科学
“

十三五
”

和技术功底 ， 同样的管长可以吹奏出 由低到高大约 ８ 个到十规划 ２０ １ ６ 年度课题 ，
项 目 编号 ： ＳＧＨ １ ６Ｈ １ ９３ ； 陕西省教育厅

几个ｆｅ音 。 属于 自然泛音乐器 ， 构造简单 、 轻便 ， 也被称２０ １ ６ 年科学研 究计划项 目 项 目 编号 ？ １ ６ＪＫ １ ８ １ ３ 。

为步号 、 军号和青年号 。 在蚊龙转鼓中用 的是单圈马 号 ，参考文献 ：
’

＇

■ｆｅ约 ５０ｃｍ
’ 主要用于植染气氛 。［ １ ］ 丁科民 ， 李开方 ． 《 中 华舞蹈志 ？ 陕西卷 》 ［ Ｍ］ ？ 上

四 、 姣龙转鼓鼓舞的表演特点海 ． 学林出版社 ？２００９ ： １ ００
－

１ ２０

乾州蚊龙转鼓是群体鼓舞艺术 ， 其人数和器乐配置可大，

［ ２］ 袁 富 民 ？

《 乾县 志 》 ［Ｍ］ ． 西 安 ？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可小 ，

一

般由二十至五五人组成 ， 其乐器配置为八锡 、 八鼓 、２００３ ： ８５
－

９０

十六铙钹 、
二马号构成 。 鼓队最前方为鼓者也就是指挥 ， 手［ ３］ 梁挺． 《 中华又化的律动 ： 陕 西鼓舞》 ［Ｊ ］

？ 地方文化

执指挥棒或小旗 ， 上下挥舞 ， 如同乐队指挥 。 鼓队两侧各有
研究 ． ２０ １ ３（４ ）

一

位马号手 。 他们
一

边前行 ，

一

边表演 ， 形成气势壮观的鼓［４］程鹏民 ，
党 允彤 ？ 《关 中地区 民 间舞蹈又化的 发展

舞大军 。 表演者头饰金冠 ，
脸戴面具 ， 身穿宫廷古装 ，

足蹬现状》 ［Ｊ ］ ？ 音乐 天地 ２０ １ ３ （ １ ２ ）

马靴 ， 雄姿英发 ， 威风八面 。 鼓舞结合 ， 形成 了
一

种边击鼓

边舞蹈的表演形式 。 在表演形式上分为 《座鼓 》 与 《转鼓 》张静 ：
女

，
咸 阳师范学院音 乐学院讲师

，

硕士 。

？１４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