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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鼓秧歌是晋蒙一带广为流传的一种民族舞蹈，历史久

远、生动有趣、形式活泼。本文从艺术价值的视角，通过参

考文献搜集和现场调研，从传说故事、演出方式、艺术特性

等层面，剖析主要演员鼓子和拉花的表现特性和当今民间舞

蹈的文化价值，在传统舞蹈艺术的适度承继和发展中，找寻

民间舞蹈与当代舞蹈艺术文化的关系，发掘民间原生态舞蹈

进行创作，健全山西民间舞蹈高等专业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重视中小学和社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一、踢鼓秧歌的起源传说

关于踢鼓秧歌的发源，大概有十种不一样的表述：

一是居住在朔县贾庄乡的民俗艺术家高如海听前辈艺术

大师席生、赫旺、刘国君的叙述，流传最为广泛。隋末，杨

广死后宫里剩余很多嫔妃和婢女。这些嫔妃和婢女整天哭，

因此李渊让瓦岗寨的英雄杀了她们，但他们没有杀嫔妃，反

而是和她们一起玩耍起来，踢，拉，因此有踢鼓秧歌；第二

种是根据朔城区赵福仁听前辈说的：北宋董平回家探母，被

契丹兵俘虏，但全是反宋组织，就释放出来了董平。元宵节

期间，他经过朔州，与当地的舞厅艺术家们一起在街上演出；

第三是董平在回家路上被政府逮捕。他的好兄弟饰演艺术表

演人员，在街上演出，解救董平，劫富济贫。这一行动获得

了平常百姓的支持。在每年到来的元宵节，大家扮成梁山英

雄都在街上跳舞；第四，宋江被诏安后，缺乏一些战士。他

们被流放长城附近，以教练秧歌的名义在练习战士，提早准

备东山再起；第五，正月十五时梁山英雄卢俊义被政府抓获。

梁山英雄扮成艺术表演人员，解救卢俊义，劫富济贫。为了

表彰英雄的行为，把英雄们改编成一个故事，在街上歌唱跳舞；

第六种是根据当地艺术家们的代代相传，踢鼓秧歌发源于宋

元，发展于明朝，兴盛于清末民初；第七种是在神池中普遍

传播。光绪为皇的时候一个恶霸做了全部的坏事，义士邀约

来源于全国各地的英雄在市场上饰演各种角色，并在庙会期

间设下伏击，用美丽的女人把恶霸吸引住并且抓住他。今后，

大家每年都会聚在一起庆贺这次壮举，慢慢就有了踢鼓秧歌。

第八种是梁山英雄在解决农户义军腊部后接纳招安。梁山英

雄发觉当时政府腐坏，回绝了，朝廷害怕他们再次造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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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杀之以绝后患。阮氏家族的人决定全家人穿着打扮出来，

一路用踢鼓秧歌演员的方式走来，最后逃走；第九种和第十

种是遵循《水浒传》中三位祝家庄梁山英雄进山的情景和《忠

义水浒传》中的故事。

二、表演形式

怀仁踢鼓秧歌的演出角色有：净——落毛、生一鼓、疯

公子、拉花、末——大脚婆、货郎、老先生、小和尚、赖媳

妇等角色。其中，落毛、疯子、大脚婆、老先生、货郎、小

和尚、赖媳妇各有一名，鼓子、拉花数对。演出方法包含秧

歌队阵容的大摆阵、街头演出的过街场、唱简易故事的小场

和两支舞队友善合作。对耍、对赛、天下太平等字样互相竞赛。

在全部演出中，落毛是全队的领队，是全场的总具体指导，

要能做到在表演中调整队伍队形、掌控全场调度。他不但能跳，

并且还需要会歌唱，尤其是在即兴表演中歌唱，需要张嘴就

会赞歌，吉利话，且需要与实际情况密切融合，是秧歌队的

核心角色。疯公子和大脚婆是舞队的领导者，演出时要与落

毛紧密相互配合，不能离开落毛对整个队伍的引导。落毛、

工资、大脚婆、老先生、货郎、小和尚等角色的舞蹈非常少，

乃至仅有一种固定下来的动作，很多全是靠即兴表演，自己

演戏。

朔州踢鼓秧歌的关键活动过程是坐观灯：（1）即把村里

有名的人穿着打扮成一县之长，坐在八抬彩轿子上，走在秧

歌队前，是文艺队的大统率；（2）烧香：演出前，所有艺人

先拜神，别名为烧香祭风；（3）入户拜年：即入院，秧歌队

一进门就跳开场舞，一直跳到门口。随后向主人家鞠躬祝福；

（4）压街镇邪：也便是说秧歌队晚饭后越过街道、百姓所居

之处边跳舞边走，鼓声和乐声响彻云天，灯火通明，希望通

过表演来驱邪，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5）广场演出：即在

广场跳大场和小场，人民群众围着看红火；（6）灯场表演；（7）

转旺火；（8）下城。踢鼓秧歌有三种表演方式：过街场、大场、

小场。过街场便是边走边跳舞。表演队形有梅花阵、天地牌子、

满天星、迷魂阵、接秧歌礼场等。大场是广场活动的基本方式。

演出者不低于 16 人，一般 32 人至 64 人，多为 108 人。有 80

多个传统式综艺节目，队形转变丰富多样。

平鲁踢秧歌当天，先是踢鼓秧歌队举办拜人典礼，拜村

里的长者或德高望重的老年人，随后去村里的家家户户拜年。

秧歌队还务必在压街镇邪活动完毕后表演九曲黄河阵（即由

361 盏灯构成的在广场上表演的灯阵）开展灯场游乐。表演大

概可以分成东西路两大派，怀仁和大同是一种类型，演出总

数一般在 17 人左右，伴奏乐器选用鼓、大锣、大镲。浑源县

传统式踢鼓秧歌有 17 人，头对鼓手是阮氏两兄弟，两对鼓手

是阮小七和刘唐。头对拉花两人全是顾大嫂，两对拉花两人

全是胡三娘。后八角则是或帅或丑、亦正亦邪，以搞笑、吐槽、

开玩笑为秧歌队热场子的人物。

每年正月十五神池踢鼓子秧歌演出会持续 4-6 天，过程

分成秧歌、轰秧歌、码秧歌三个环节。艺人团队由鼓道、前八角、

后八角、络毛、女歌手、经手、杂工约 30 人构成完整的演出

实体。落毛与怀仁踢鼓秧歌一样，是整个队伍中的中心人物，

他没有固定的位置，负责统领整个秧歌队的行走前进方向、

队形以及所要表演的场子，他四处串走，是秧歌队中活跃气氛、

调动观众的重要人物。

三、艺术特征

踢鼓秧歌与中国戏曲和武术相融合。朔州坐落于雁门关

外，但隔着中原和少数民族，也是历代朝廷和少数民族的必

争之地。为了自己和亲人的安全，大多数当地人都把练习拳

脚和学习基本的武术动作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由此可见，踢鼓秧歌中舞蹈的一些动作就是来源于武术。平

鲁区传承人杜成印老师说，最主要的武术动作来源就是大洪

拳和小洪拳。踢鼓秧歌时，鼓子的表演动作以腿部姿态为核心，

善于高踢腿，气势强劲，力量充足。姿态的关键是踢、跺、走、

跳等，如连三跨五、蹲步甩髯等。

踢鼓秧歌的演员服饰与中国戏曲中的一些服饰也有相同

之处，包含：长衫、花旦外褂、老生衣、髯口、鼓子的布鞋、

拉花的绣花鞋等。例如鼓子戴梁全，灰黑色短衫，五颜六色

裤子，灰黑色虎靴或布鞋，腰间也有白色腰带。踢鼓秧歌的

角色来源于与中国戏曲中的旦角、生角和小丑角色有很大的

类似之处。后来踢鼓秧歌持续演化，艺术表演人员也分发挥

了充足地想象力，并根据自己的审美做出了一些变化和更改。

踢鼓秧歌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融合的产物。首先，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地带。山区地带总面积占山西省总面积的

40%以上。山坡又高又陡，路面崎岖不平，造成走路时用腰为

发力点的习惯性，维持人体均衡。因而，踢鼓秧歌的表演动

作离不了踢、走、扭等。再有，踢鼓秧歌普遍流传于山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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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毗邻内蒙古。在与内蒙古少数民族长期性沟通交流、互

相影响、互相渗入、互相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产生了农业文

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形态。晋北民间舞蹈踢鼓秧

歌在这一与众不同的混合文化地域，展现出热情大方的艺术

风格。从踢鼓秧歌的表演中能够看得出，踢鼓秧歌与此同时

也承继了汉族的传统式动作和蒙古族的舞蹈风格。踢腿的力

量和扭动有草原生活的粗犷和豪放。拔泥步、跌籽、兔漩涡

等动作可以自由旋转也可平稳前进。在鼓子和拉花的演出中，

舞者有时候在贴近后忽然分离，有时候在转过身后忽然终止，

踢腿和转过身，适度的合作，展现出角色的英勇和聪慧。

四、继承与发展

在黄建新《“非遗进课堂”对晋北踢鼓子秧歌教材内容

建设的意义》一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建在高等职业教育

课堂上，为晋北踢鼓子秧歌的适度承传和保护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健全踢鼓秧歌理论研究，借助高校平台打造出大量表

演踢鼓秧歌的杰出人才。课堂上学习踢鼓秧歌有益于踢鼓秧

歌的动作清晰化使训练更加科学严谨。教材内容的撰写以鼓

子和拉花的动作为主，有拔泥步、狮子抖大毛、挖步、连三

跨五、蹲步甩髯为原型，从这当中提炼出平稳深沉的动律；

以兔漩涡、小女跑等动作为原型，提取出俏丽的动律。

自 1952 年以来，踢鼓秧歌丰富的民间表演形式就让专业

人员为之心动，为艺术工作的开展作出了许多迄今为止都十

分丰富的奉献。一群老表演艺术家开始梳理和创作踢鼓秧歌，

并慢慢将其搬上舞台。例如邱书芳等人在山西歌舞剧场演出

的《落帽》。在表演实践层面，在华南师范大学 2017 年 12

月举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进校园活动中，赵林春教授展

示了踢鼓秧歌女班课堂教材内容和经典剧目，因此得到了全

部参加活动的专家的高度称赞。踢鼓子秧歌的理论知识发展

并不欠缺，有数不胜数的关于山西民间舞踢鼓子秧歌的论文。

近些年，《山西民间舞》《走向课堂的地方艺术——踢鼓子

秧歌的当代演化》等书发行出售。在赵林春教授主编的《山

西民间舞》一书中，从角色、服饰、道具等层面详尽详细介

绍了踢鼓秧歌。

通过搜集、观察和调研山西北部原生形态踢鼓秧歌，发

觉传统式踢鼓秧歌在社会上的发展远比不上以前兴盛。仅有

一些传承人和喜爱踢鼓秧歌的演出者从业有关工作。会跳踢

鼓秧歌的人愈来愈少。大多数人都在为生活、工作和学习奔

波操劳，也没有人愿意关注传统民间舞蹈艺术，年轻人不想

花时间学习。近年来因为疫情的原因，春节、元宵节等节日

的演出活动总数早就降低，能在街上看到表演的数量也在逐

渐减少。踢鼓秧歌演出的节目与其他表演艺术形式结合，传

统式踢鼓秧歌舞蹈也在一点点流失。在调研过程中，当我对

表演人员了解踢鼓秧歌的文化发展、主要表演表现形式和演

变过程时，我发现几乎没有人能讲出这些内容，甚至从来没

有关注过。在访谈平鲁区杜成印老师和杜村娥老师时，他们

也多次提到踢鼓秧歌的承传并不可观。他们期待大量的年轻

人可以参加踢鼓秧歌的传承和表演，乃至每年冬天都是会教

大家免费学跳踢鼓秧歌。踢鼓秧歌在中小学的承传也很欠缺。

平鲁区共有5所小学，分别是平鲁二小、平鲁六小、敬德小学、

启明小学和实验小学。在平鲁二小课程的实践当中我发现，

许多同学们对于这项传统民间艺术连名字都不清楚，只会用

土话叫出来，知道每年过年的时候会在街上看到，可对其发展、

源流表现形式甚至是什么活动都不清楚。父母对自己孩子的

艺术的发展也没有给予充足的重视，认为这都是“不务正业”

的活动，只希望孩子能在学习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学校虽然

有舞蹈教室、合唱教师等艺术训练场地，但由于受到学业成

绩的压力只能以学习文化课知识为核心，对素质教育的关注

并不充分。

学习踢鼓秧歌可以让我们充分了解这个传统的民间舞蹈

艺术，在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大冲击的情况，保护和继承传统

文化刻不容缓，不能让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晶付之

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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