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产业周刊

“将来古荥人觉醒了，让他们再花
钱去别人那儿把对花鼓给学回来！”

“过去我们所谓的非物质遗产，民间文化是生活
文化，它从来不是一个学术的对象。现在进入了学
术领域，把它作为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文化学的、历
史学的时候，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过去没有专门的
专家。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的无形文化遗产每一项后
面都是一群专家。我们没有专家，一旦文化遗产申报
成功了，问题就显现出来了。”70岁仍为文化遗产保护
而战的冯骥才认为，现在是四级保护体系，国家一级、
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加起来我们有4000多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后面没
有专家，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孔宪法说，这些东西没有人重视，要不是区文化
馆的李馆长，对花鼓可能就绝了。在对花鼓进校园之
后，李馆长又促成了东赵村对花鼓队伍的。当时，东
赵村的书记请孔宪法去教对花鼓，有七八十人学，大
多数是村上的妇女，教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十套都掌
握了。

“后来，李馆长还把小学生队伍和东赵的队伍集合
在一起，在古荥进行了一场大型演出，我是总指挥，当时
请专人录了像，作为申遗的视频资料。”冯骥才多次强调，
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我们现在拿它发财，我们要留
给后人，要给后人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原
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古荥是菜区，种地忙，劳动的劳动，上学的上
学，对花鼓作为一种消遣，有它没它都能生活。”孔宪
法拿出他唯一保留的有关对花鼓的一张照片，指着
照片说，这里面在世的只有四个人了。“他们路鼓还
可以勉强打，能对花的只有我自己了。我已经尽力
了，没办法，只有将来古荥人觉醒了，让他们再花钱
去别人那儿（东赵村）把对花鼓给学回来！”

采访完孔宪法，记者前往惠济区文化馆，在民俗馆
陈列室见到了两面大鼓、几把鼓槌和一本鼓谱，孤寂的
让人有些心酸。一旁的“刘翠云”和“大头和尚”面具，
夸张和戏剧化的笑容里，隐约让人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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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花鼓上“活着的记忆”
中原农民群体娱乐的年代

出郑州市区，往西北方向沿邙山方向走约15公里，便到了古荥镇。就是这片土地，被人们称为“一镇
三宝，一步三叹”——西山黄帝城早已被专家确认为“中华第一城”，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代冶
铁遗址的发现不仅轰动了全国，也震撼了世界；古荥阳城墙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这三宝，作为河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纪公庙与荥泽县城隍庙，也是古荥镇的两大宝。然而，
另外一些“活的艺术”却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古荥对花鼓，即是如此。对花鼓也叫鼓戏，是一种群体性的锣
鼓表演形式。古荥对花鼓起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古荥镇为荥泽县县府所在地，每条街都有一支小型鼓乐
队。当时民间经常搞一些祈雨、赶庙会的活动，而每有这些活动各街鼓乐队都要参与打鼓助兴。古荥“对花
鼓”就应运而生了。2008年，对花鼓入选郑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在市区的一个小胡同里的一间平房内找到了古荥对花鼓的传承人孔宪法。老先生今
年已经72岁高龄，自2009年把鼓谱等物品上交惠济区文化馆保存后，他便离开了古荥。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文/图

提起对花鼓，正和记者聊着家常的老
人突然沉默起来。“现在的年轻人，没人想
学这个！”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当时，（生产）
队里为了把对花鼓传承下去，提出来年轻
人愿意学的，每学会一套，给十块钱！

“不收学费，倒给钱都没有人来学。不
学就不学吧，现在玩得东西多，早就不是那
个群体娱乐的年代了。”孔宪法从五六岁
时，就开始打对花鼓。他觉得对花鼓等民
间音乐和舞蹈给农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
精神上的愉悦。

孔宪法说，最早古荥的对花鼓是从黄
河边的广武镇传过来的。“当时，逢年过节，
庙会集会，还有求雨祈雨时，古荥公社各个
村各个队的民间文艺队伍便都活跃起来。
有舞师的，有踩高跷的，有划旱船的，还有
一些表演性的舞蹈，比如《大头和尚柳翠
云》。古荥村有单鼓，但表演性不太强，听
说黄河边的村子里有四面对花鼓，在热心
村民李贻进的张罗下，他们从那里请来了

两个师傅，来到古荥村南街教授。”
“父亲和叔伯们都非常认真，引得村民

们都来观看，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孔宪
法说，以前在黄河边的那几个村子，对花鼓
都是中老年人才学，在古荥，年轻力壮的，
还有小孩子也都学了起来，使得整个队伍
更具表演性。

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广武镇有集会，古荥
的对花鼓队伍前往捧场。“大家早早下车，先把
路鼓敲了起来，雄赳赳气昂昂地进村了。”

“我和同龄的小孩子在第一组，中间是
年轻的，后面是老人的。初试身手，便把所
有人都震了！”孔宪法回忆起当年的盛况，
无限感慨。

从那时开始，古荥对花鼓便名声大振。
20世纪50年代，古荥的“对花鼓”在郑州市人
民公园演出以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
利，我国著名词作家田汉闻讯来观看，观后又
专程到古荥采访，并记下了鼓谱。这让“对
花鼓”的队员们受到了很大鼓舞。

对花鼓表演队伍一般由20人组成，每
人各执一件乐器，边击边舞。对花鼓的表
演气势雄壮，动作刚健有力，技巧复杂，只
有古荥镇能够演出。对花鼓的表演，可以
围一个圆场子，称作交鼓槌，也可以边行进
边打，称作路鼓。行进的步伐有前进步、后
退步、横退三种，不行走的只有站步一种。

“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在河南省人民剧院演
出，还有省人民会堂都去过。”

“四面对花鼓拉开架式后，随着鼓点的
变化，一个动作一个花，无论从哪个角度拍
摄，都很对称、漂亮。使用的乐器有：大鼓、

大锣、铙和锱钗。”
对花鼓的演奏不仅具有其他鼓乐队的

喜庆热烈，而且富于历史文化内涵。它的
每个段子都围绕一个主题，都联系着一个
历史故事。各种乐器都须按“鼓牌子”——
鼓谱击打，不能随意乱敲，所以节奏动听，
引人浮想联翩。表演的形式还分文戏、武
戏两类。文戏一般是边走边打，称为路鼓，
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或者横着走步。
文戏有：《不递照》《老常套》《四摆头》《铁曲
连》4个牌子；武戏有：《三请诸葛》《秦王点
兵》《小虫吵嘴》《狮子滚绣球》等 14 个牌

子。文戏与武戏区别在于文戏表演时，演
员之间没有互相交槌，而武戏则有。敲起
来更是震撼人心，场面气势雄壮，动作刚劲
有力，技巧复杂高超，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张庄的狮子曾经是古荥公社的一绝，
后来南街对花鼓名气大震，狮子队便邀请
我们和他们一起演出。远近闻名。”

“保留下来的鼓谱现在只有十套，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整理了出来。当时区
文化馆发现对花鼓传承的不好，特意让我
在小学里教授。一共40面大鼓，队伍非常
壮观、漂亮！”

“除了对花鼓，当时颇受欢迎的还有
《大头和尚刘翠云》。我演过大头和尚，和
打对花鼓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孔
宪法说，表演者头戴大头面具，和尚手持拂
尘，刘翠云手执巾帕。随着过场结束，舞蹈
进入高潮，两人相互追逐戏舞，表演时有
扭、摆、追、拉等即兴动作，十分夸张，所以
最能赢来大家的笑声。

流行于中国各地的民间舞蹈“大头和
尚”，亦称大头舞、跳罗汉、罗汉舞。有些地
方，根据舞蹈内容，叫《大头和尚戏柳翠》
《月明和尚逗柳翠》等，多在节日里或喜庆
活动时表演。所谓的“大头和尚”，就是表
演者套着大光头面具，穿着和服、便裤、山

袜与和尚鞋，手拿佛珠，或蒲扇，或拂尘，扮
成出家人模样，可以在广场街头、可以在庭
院明堂甚至在船舶店铺等几乎所有人们需
要的场所进行表演。它表演时的人员可多
可少，道具简单，造型滑稽，没有语言，表演
夸张，诙谐幽默，老少皆爱观看，与其他的
民间舞蹈相比而别具韵味，随时都洋溢着
一种热闹和欢快的气氛。

孔宪法说起《大头和尚刘翠云》的来
历，听父辈们讲，古时候有个刘员外，听说
附近一个和尚修行比较高，为了阻止他得
道，便买来了一个女的来调戏这个和尚，结
果和尚道行被破坏，含恨终生。和尚死后，
为了报复刘员外，便投胎到了刘员外家。

这个女儿被刘员外取名为刘翠云。刘翠云
长大后，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总爱
调戏男人。

记者查找资料得知，“大头和尚”的舞
蹈原本出自民间故事《月明和尚度柳翠》。
《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上元佳节,百戏
之雅驯者,莫如南十番，其余装演大头和
尚。”宋代《东京梦华录》和《古今小说》、明
代《西湖游览志》和《帝京景物略》等书中都
有跳大头和尚的记载。

本来是和尚度化女施主的故事，硬生
生被农民们演绎成了“隔世报仇”故事，在
戏谑中向民众普及着“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的朴素道理。

“我每个月工资1300元，拾来的废品能卖一两百，一年下来能存
个万把块，这不比去教对花鼓舒服？”

“四面对花鼓拉开架式后，随着鼓点的变化，一个动作一个花，
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都很对称、漂亮。”

中原人民是怎么演绎民间常演常兴的舞蹈“大头和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