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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人文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鼓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不仅被尊
奉为通天的神器，还是战场上助威的号
角。自古以来，人们将鼓用于祭祀、庆典、
喜庆丰收等活动中，并在发展中形成了
独具一格的鼓舞文化。“以乐致哀、虽悲
犹喜”的昭通“四筒鼓舞”便是独具地域
的民间特色的一种，其用舞蹈形式表现
了对生命的渴望以及对死亡的抗争，从
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慰和快感，更是
对生命的赞美、热爱和追求。

伴随“白事”而存在的传统习俗
“以乐致哀，虽悲犹喜”，提起昭通“四

筒鼓舞”，大家都很容易想到这句话。简
单的八个字的句子，既高度概括了“四筒
鼓舞”的艺术特点，又生动体现了“四筒鼓
舞”的文化内涵。

翻开尘封的历史篇章，有关四筒鼓的
文字，在地方志书中已难觅其踪。民国

《昭通志稿》中赫然有载：“四筒鼓，形长，
削木为之，两头蒙以皮，多丧礼用之，以为
跳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记载：

“昭通市乐居坪子乡陈氏家族，明朝时从
南京迁（往）云南昭通定居，至今十四代。
（清）康熙二年(1663年)九月建家祠时，就有
四筒鼓置于祠堂内。”通过以上这些文字记
载，可推测四筒鼓舞或许是在明代随移民
流入昭通的，至今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除了史料记载，昭通民间也有几种传
说涉及到“四筒鼓舞”的起源，虽然这根据
不够充分，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强调老
人去世应该热热闹闹地送上山安埋。在
外地人看来，“四筒鼓舞”声音浑厚洪亮、
节奏欢快明朗，形式古朴简约、气氛十分
热烈，似乎与丧礼中应有的悲伤凝重的气
氛极不协调，让人很难理解，更琢磨不透，
然而正是这种伴随“白事”而存在的传统
习俗，却将昭通民间丧礼中“四筒鼓舞”与
众不同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幽静的乡村，四筒鼓配合着其他打
击乐器，奏响震耳欲聋的打击乐合声，瞬
间就把现场的气氛调动起来，男女老少纷
纷围拢，先睹为快，无不啧啧称奇。一旦
展演开来，乐声高亢激烈，地上尘土迎风
飞扬，舞队似游龙飞凤敏捷，令围观者眼
花缭乱、应接不暇、叹为观止。

在演化和传承中独具地方特色
每一种成熟舞蹈，都不可能在较短的

时间里形成个性和特色，需要从表演实践
中不断总结、升华。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
的“四筒鼓舞”，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中保持
了地方特色，至今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
力。作为“四筒鼓舞”中重头的打击乐器，
四筒鼓的大小、制作，也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适用有所不同，起初长而粗跳打笨拙，
后来尺寸缩小跳打就轻便了许多。现在
昭阳、永善、大关等县(区)四筒鼓舞队沿用
的是改良产品，以梧桐树材做鼓身，将长
40厘米、宽 5厘米、厚 1厘米的梧桐木片箍
成 40厘米高、直径 28厘米的筒，筒内放两
颗小石子，两端蒙上牛皮，钉铁钉，再箍上
铁环扣，系上鼓带；鼓槌是一根长 20厘米
的坚韧的细木棍，敲击时音色浑厚、洪亮。

在昭通，有老人去世时，葬礼一般都
比较热闹，特别是高寿之人亡故，被称为

“白喜事”，葬礼更加有排场，多数人家都

有请“四筒鼓舞”表演的习俗，目的是让生
者与逝者告别，让亡者早升天堂，让亲人
节哀顺变。在邀请形式方面，可以由丧家
礼请，称“坐堂鼓”；也可以由死者娘家礼
请，称“后家鼓”；或由女婿家礼请，则称

“家祭鼓”，表演形式、内容则完全一样。
在跳法方面，按照坝区和山区来区分，分
为“高桩”和“矮桩”。“高桩”步伐沉稳、舞
蹈粗犷有力；“矮桩”动作平缓、轻松。舞蹈
时，通常是每拨九人，均腰缠红绸，其中四
人斜挎筒鼓于左胯前，边击鼓边舞蹈，鼓点
节奏、音调可随意变化，大体与舞步、舞姿
协调。其余五人分别持锣、钹、铙、镲、铛，配
合鼓点打节奏。舞者绕圆作顺时针或逆时
针运动，也在行进间舞蹈。在整个四筒鼓的
乐舞中，虽有其他乐器参与，但四筒鼓始终
处于核心地位，所以便以四筒鼓为名。

据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
任杨志坤介绍，“四筒鼓舞”的基本动作源
于汉族生产生活，因流行地区不同而不
同。流行于山区的“四筒鼓舞”，动作特点
为高桩、弯腰、低头、顺拐，脱胎于山区农民
生产劳动时的姿态。流行于二半山区的

“四筒鼓舞”，矮桩、直腰、顺拐、平视。流行
于城郊的“四筒鼓舞”则提胯、甩脚、扭腰、
甩头，显然吸收了花灯、腰鼓等外来舞蹈成
分。尽管有所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惟妙惟肖地模仿人们劳动、动物和植
物，有的以形传意、有的神情兼备，其舞蹈
丰富多彩，有近百种套路，多为动物游戏
型、技巧表现型。常见的有：“小牛擦背”

“公羊打架”“猴子捞月”“喜鹊登枝”“新人
坐轿”“苫竹盘根”“老羊挥痒”“二龙抢宝”
等，上一个套路与下一个套路，用“攒鼓”过
渡。在什么场合跳，主要视当时的环境条
件和舞者的体力，通常每个鼓舞队均能演
跳二三十个套路，完整的套路组合形成了
丰富的单人舞、双人舞、三人舞、四人舞和
集体舞，再加上音乐节奏热烈鲜明，舞步原
始古朴、粗犷有力、铿锵沉稳、潇洒豪放，极
富独特的个性色彩，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让“国字号”名录焕发新光彩
任何文化艺术的产生、发展、演化都

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更需要的是兼
容并举、去粗取精、吸收众家所长。近年
来，“四筒鼓舞”在发展中发生变化，除钹、
彩锣等，其舞蹈节奏、动作也由舞者心领
神会的默契，变成由持锣者指挥，增加了
形式感，丰富了表演，同时也保留了传统

“四筒鼓舞”粗犷、朴拙的乡土神韵。
现在人们出殡时，跳“四筒鼓舞”的不

多了，可能是因为嫌它太吵的缘故。而在
时代的发展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四筒鼓舞”也出现在
喜事场合了。如今，已经成为庆祝丰收、
表达喜悦的一种民风民俗，在喜庆节日里
和各种比赛活动中跳得更多一些。

20世纪80年代，“四筒鼓舞”被原云南
省文化厅列为首批重点整理、发掘的民族
舞蹈。当时在昆明举办的首届中国民族艺
术节期间，以“四筒鼓舞”为素材，精心编演
的《高原鼓舞》《乌蒙鼓舞》《龙鼓舞》等文艺

节目在昆明和西双版纳演出，引起轰动，好
评如潮。《龙鼓舞》被特邀参加广州“欢乐节”
演出活动，受到海内外舞蹈界专业人士一致
好评，曾经“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地方民间传
统舞蹈终于走出乌蒙山，登上了大雅之堂。

进入21世纪后，历届市、县（区、市）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及利用工
作，在机构组建、经费安排、项目申报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不遗余力推动非遗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可圈可点。市、
县（区、市）文化和旅游局作为职能部门，切
实增强做好“四筒鼓舞”传承利用工作责任
感和使命感，在资料收集、图片视频拍摄、
项目申报、平台搭建、宣传推介、人才培养
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这一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实现精彩转身：2006年，

“四筒鼓舞”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单；2021年，“四筒鼓舞”正式
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获一个名录不容易，毁一个名录很简
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没有高度的文
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四筒鼓
舞”作为非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不可再生资源，做好“四筒鼓舞”保护传
承工作，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新时代文旅人
的神圣使命，当前对“四筒鼓舞”最好的保
护就是要坚持守正创新，促进其融入旅游
产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实现人民的“四
筒鼓舞”人民共享。为擦亮这块“国字号”
非遗名片，文化和旅游部门组建后，昭通

市文旅系统牢牢抓住高质量融合发展主
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思路，以
东西部对口协作为契机，以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己任，科学规划非遗保护工
作，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线
上线下两轮驱动，创新融合两翼齐飞，实
现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融合共生，让“四
筒鼓舞”这一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间
传统舞蹈绽放新光彩、焕发新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国内一档大
型民俗文化类综艺栏目《醉美乡音》走进
昭阳区，除了感知当地大山大水大峡谷的
景观风貌，更被“四筒鼓舞”这一特色民间
艺术所吸引，专门为“四筒鼓舞”拍摄了一
段传承历史小故事。不仅如此，近年来，
以“四筒鼓舞”的相关材料为素材，精心创
作的文艺节目，频频“亮相”省内外各种大
型知名平台。2018年，《群英汇》昭通专场
节目在 CCTV3 综艺频道隆重上演，由昭
通市基层文艺团队表演的“四筒鼓舞”《乌
蒙鼓魂》大放异彩，以其粗犷、大气、动人
心魄的鼓声，变化万千、独具魅力的造型，
古朴多样、形式奇特的编排，展现出乌蒙
山乡一幅雄浑磅礴的动态写意画，赢得现
场业内专家的高度认可和全国观众的广
泛好评；2022 年 9 月，昭通传统舞蹈在
CCTV10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上亮
相，独具特色的“四筒鼓舞”备受关注。

把古老传统舞蹈技艺发扬光大
作为一种汉族的、独特的，且具有浓

厚地方色彩的舞蹈，随着丧葬制度的改革
和跳“四筒鼓舞”人员的锐减，已造成艺人
的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状况，这一古老
的传统舞蹈正面临着逐步的消亡，保护传
承迫在眉睫。

今年88岁的孟文富，是昭阳区洒渔镇巡
龙村村民，也是省级非遗项目“四筒鼓舞”代
表性传承人。在他家，有一间屋子专门存放

“四筒鼓舞”表演所需的道具和乐器。一提
到经典的“四筒鼓舞”套路，他便激动不已。

孟文富从小随同自己的表哥学习跳
“四筒鼓舞”，继承了原汁原味的“四筒鼓
舞”，20 岁时就独自组建了一支四筒鼓舞
队，活跃在昭阳区境内和周边地区，现在
他依然精神爽朗、步履矫健。当聊起“四
筒鼓舞”总能侃侃而谈：“我们这里的‘四
筒鼓舞’以前是在丧葬时跳的，不清楚这
鼓舞是从何时出现的，只知道以前就有。
这舞我跳了 60多年，是一代代传下来的。
这些年，我通过刻苦学习、研究与交流，已
熟练掌握所有套路，而这些套路都是靠上
辈人对下辈人的口耳相传，没有严格意义
的师承关系，人人都可以学。过去，谁家遇

‘白事’，主人家都会邀请我们四筒鼓舞队
前去表演，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加之乐
声高亢激烈，所以极容易活跃现场气氛。”

如今，孟文富一家倾情于“四筒鼓舞”，
不但自家做出了名气，还传承技艺、倾囊相
授，带动更多人参与。他说：“‘四筒鼓舞’
是昭通独有的一种汉族传统文化，如果不
教给别人的话就会失传。现在，来我这里
学‘四筒鼓舞’的有三四十人。希望更多年
轻人加入进来，让这一门古老的传统舞蹈
技艺在传承中发扬光大。”

（图片由昭阳区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如果说大理是以波光潋滟的洱海、苍
翠横绝的苍山而著称的话；丽江是以幽幽
古巷、青青石板、小桥流水的高原水乡而
芳名远播的话，那彝良县小草坝风景区，
则是以它原生态的粗犷、诡谲、幽邃引人
入胜，使人流连忘返，一往情深。

小草坝的天麻

车子一开到小草坝林区的边缘，山，变
得格外青翠；天，变得格外湛蓝；水，清澈见
底，潺潺流淌。这是一片尚未被开垦的处
女地，这是一片尚未被污染的世外桃源。远
近的山，无论是横无际涯的群山系列，还是
近处一簇簇的小山，都青黛苍翠，如笼如
盖。随着向导的指挥，我们越过一片碧绿可
爱、野花红艳的草地，来到一面山坡前观看
人工种植天麻。在中国，购买药用价值最高
的天麻，许多人认可“小草坝天麻”。清乾隆
年间，小草坝天麻曾贡献给皇帝祝寿。1978
年的广州交易会上，小草坝天麻因被冠以

“中国小草坝天麻”而闻名。国际交往、馈赠
礼品自然会赠送最具特色的小草坝天麻。

物华天宝，神奇的小草坝天麻在中华
大地上享有盛誉。但小草坝不光在外地人
眼中是个神奇难解的谜，连本地区的人对
它也不甚了解。小草坝林木茂密、涧深峰
削，云雾缭绕、空气润湿，奇异的环境产生
奇异的物品，任何珍稀的东西离开特定的
环境都会产生变异。所以，小草坝天麻只
能在小草坝生长。在群山簇拥、流水潺
潺、林木叠翠的这面山坡上，我们看到了
真正的小草坝天麻，一塘一塘的天麻，若
无人指点，简直看不出它的生存状态来。
主人小心翼翼地挖掘，一个一个晶莹玉
润、氤氲可鉴的活天麻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些天麻长如手掌、状如纺锤，色呈乳黄、
饱满丰盈，透过那一触即破的表皮，可以
看见里面呈乳白色的肉体。对于天麻的
成因和人工种植的技术，通过科技手段就
可以解决，但大自然的许多奥秘，却是难以

探索和难以把握的。但有一点，没有小草
坝的特殊地理位置，没有这里的险山奇水，
没有这里的流彩溢翠的植物群落，没有经
过各种植物根部流淌出来的饱含多种微生
物、多种营养成分的活水，没有浓稠的云雾
轻泻的流岚，没有遭受任何污染的自然环
境，就没有驰名中外的小草坝天麻。人们
为了“中国小草坝天麻”这个辉煌的名字，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珍爱小草坝这个美
丽、神奇的地方吧！

小草坝的群山

在中国，名山大川可谓多矣。以我有
限的经历，算是见过一些声名显赫的雄奇
山川。原以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
不是云”，谁知深入到小草坝的深处，我还
是深深地被这里的山所震撼、倾倒了。先
不说远处那云遮雾绕、神秘莫测的大山，单
是峡谷深处的山，就足以令人心旌摇曳、目
眩神迷。中国画在画山时创造性地引进了
若干种技法，近代画家也创造性地引进西
画技法，极大地丰富了画画的技法，但在神
奇的大自然面前，一切技法都黯然失色
了。小草坝的山，雄、奇、险、峻、秀全占齐
了。有的山峰高耸入云，站在崖下但见山
峰虚虚实实、缥缥缈缈，云雾是这里的常
客，当乳白色的云雾遮住山的大部分时，看
到的就是小岛似的山头了。当云雾消失
时，你就会感到大山的雄奇，蓝色的山体使
人想到了历史的悠远和大山的坚固，横无
际涯、高耸入云的大山使人感到大自然的
神奇、壮观和人的渺小，同时也使人感到大
自然的浩然正气激荡人间，人间的浩然正
气飘逸自然。在“渴驼饮泉”一带，这里的
山是真正撼人心魄的。沿路而下，青冥横
绝、林木蓊郁、流水潺潺。这里的山以险、
奇、诡而使人震撼。江南一带的山，小巧、
圆润、玲珑、秀气，“水如青萝带，山如碧玉
簪”，江南的山养育了温和、秀美、纤巧、清
丽的江南女子，而小草坝的山则雄、奇、诡、

丽皆全。这里的山崖笔立陡峭、峻峭险拔，
有的山崖垂直而下、岩石嶙峋、千姿百态，
变幻丰富，人临崖下，触目惊心；有的山崖
纹理清晰，线条流畅，或折或叠，阳刚大气，
正气浩然；有的山崖互相紧连，既有整体的
雄浑气魄，又有个体的千变万化，一些山崖
状如牛首，一些山崖状似骏马，一些山崖如
金鸡晓唱，一些山崖如马首是瞻。光是“渴
驼饮泉”一景，就以形似神仙而取胜。中国
画讲究似与不似之间，这道景观就是此神
韵，加之山前有淙淙流水，一幅诗意盎然的
画就活脱脱出现了。“高台远瞻”“环河磐
石”“赤溪红壁”“燕岩石峰”等景点，更是美
不胜收，难以言状。

小草坝的瀑布

瀑布是大自然脉搏的跳跃，是大自然
抒写情感的琴弦。小草坝风景区的奇妙之
处，就在于有奇峰诡崖，有林木蓊郁、野花
灿烂，有云遮雾绕、神秘幽邃，有怪石嶙峋、
工夺造化，有流水环绕、处处潺湲。在小草
坝的领地，到处都有清澈见底、沁凉纯净的
山泉水。在路边，在崖壁下，甚至在陡坎
上，随处可见从土地上、岩石内、树根下渗
透出来的清泉水。在人类自以为是地球的
主宰，到处乱砍滥伐使地球一片疮痍，人类
终于受到了惩罚，水已经越来越枯竭的时
候，在这里看到到处渗透出来的泉水，你会
觉得格外的惊喜。小草坝是个尚未遭受摧残
和蹂躏的“丰盈女子”，小草坝是个藏在深山
人未识的“村姑”，现代工业和人的愚昧、贪婪
还没将她毁灭，她像一个一尘不染的“健康少
妇”，充盈的乳汁就是四处横溢的泉水。

郁郁葱葱、浩浩莽莽的山林有流水，
有流水就有瀑布。小草坝瀑布之多、之美
是出乎人们想象的。所谓“九峰十八涧”
之类的太小气了，沿着红紫沟而进，但见
藤萝倒挂、树木如笼如盖，溪水湍急、喷珠
溅玉，一张张飞瀑从天而降悬挂在山崖
上。小草坝的瀑布以险以奇而取胜。究

其雄壮，自然不能和贵州黄果树瀑布相
比，但这里的瀑布群之密集，就成为其特
点了。“三叠水”瀑布是由三级瀑布组成的
——第一级瀑布从千米之高的大山奔泻
而来，其气势真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
直下，撼人心魄，让人惊魂未定；第二级瀑
布又轰然而下，叫人荡气回肠；第三级瀑
布以雷霆万钧之力，以坚韧顽强的勇气将
一块巨大的岩石冲成一个有一百平方米、
十余米深的小潭，潭边水声轰鸣，银瀑飞
泻，喷珠溅玉，空气氤氲。站在瀑布边，人
的胸襟变得宽阔起来，心灵受到自然的涤
荡和洗礼，灵魂得到了升华。

小草坝瀑布群落不仅是以瀑布本身取
胜，试想，如果一个岩石裸露、树木稀少的
地方只有瀑布而无其他，会是什么样子？
小草坝的瀑布，是个与森林、与河流、与奇
花异草、与山峰雾岚连为一体的最具整体
美感的瀑布群。这里山青、水净、树木峥
嵘、岩石怪异。谁会见到葱绿岩石变成有
生命的东西呢？这里的岩石都穿上了一
寸多厚的苔衣，像巨兽在山上在水边爬
行。谁见过枯木上长了繁密的植物呢？
这里的枯木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植物园，
枯木上的奇花异草胜过人工精心培植的
盆景千倍万倍。

小草坝瀑布叠水多达30余处，散布于
13条溪流之上，隐藏于崇山密林之中，形态
各异，如多叠、高悬、扇流、梯形、水帘瀑等，
云天高悬、断崖千仞，飞流直下，美不胜收。

小草坝的森林

在小草坝林区，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
一个绿字。如果从天空鸟瞰，小草坝无疑
是块晶润的翡翠，这是乌蒙高原最为难得
的翡翠，它嵌在茫茫群山中，也嵌在人们对
美的渴求的心中。这里的绿，绿得明丽，绿
得纯粹，绿得人心疼。高低起伏的群山，被
浓密的森林像绸缎一样包裹起来，使得本
有联系的山更加浑然一体，如同大海中碧

绿的波，迤逦起伏、激荡澎湃。小草坝林区
的空气，是湿润氤氲、纤尘绝无的，空气纯
净得像刚刚沏开的春茶。这里的林木，以
种类繁多、浓密而见长，树林里古木参天、
高大伟岸；杂树生花、鸟语花香，藤萝倒挂、
熊啸猿啼。其中朝天马自然保护区面积占
6293公顷，不仅植物种类繁多，各种生物种
类齐备，珍奇植物繁多，计有高等植物1200
余种，野生脊椎动物96种，有珙桐、水青树、
十齿花、鹅掌楸、连香树、木瓜红、含笑花、
香果树等国家濒危保护植物29种，大花四
照花等省重点保护植物5种，椴木、南方红
豆杉、刺楸等国家珍贵树种10种，黑熊、猕
猴、鬣羚、大灵猫、白鹇、红腹角雉、白腹锦鸡
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种。由于植物
类型、生物种群独具特色，植物区系成分复
杂，被植物学家誉为“小巧玲珑的保护区”。

珙桐花俗称鸽子花，是一种非常珍稀
的树种。每年六月，绽放出满树花朵，由
于花朵洁白，酷似白鸽，花盛开时就如同
栖满振翅欲飞的白鸽。杜鹃花是小草坝
的骄傲，成片绽放的杜鹃花，灿若云霞，瑰
丽无比。杜鹃花盛开时，流光溢彩，绚丽
缤纷，高高的山崖上成片杜鹃花随形附
势，蔓延而下，犹如火山爆发的岩浆，使人
心情激荡、灵魂放飞。

从审美的角度，我还是更喜欢小草坝
林区的一些造型奇特的树木，这些树木大
多生长在悬崖绝壁上，因其地势的险恶，
得天地精华孕育，采流云飞霞轻逸，纳朝露
吸月华，故每棵悬崖绝壁上的树造型都特
别美，特别怪异，有的树长臂舒展，飞瀑流
泻；有的树弯曲扭拗，苍劲古朴；有的树状
如华盖；有的树状如行僧；有的树酷似犀
牛；有的树酷似猿猴；有的如顽童嬉戏；有
的如少女静读。千姿百态，难以形容。最
奇的还是一柱如峰的山峰顶，陡峭险峻的
崖壁上，竟然长着一棵高大壮硕华美的大
树，那树根之下，见不到厚厚的土层，只有
岩石狰狞，更没有流水浇灌，但却长出了如
此的大树，叫人击节称可，叹为观止。

小草坝的天麻、群山、瀑布和森林
夏天敏

四筒鼓舞，又称“跳鼓”“跳丧鼓”，因舞者四人身挎“筒鼓”击之舞之而得名，是昭通民间较有特色和影响力的传统祭祀舞
蹈之一，其舞姿朴素、节奏鲜明，主要流传于昭阳区、永善县、大关县等汉族居住的农村，具有“以乐致哀、虽悲犹喜”的特殊功能，
其舞蹈形式与文化内涵和昭通先民的生死观念有着密切联系，集传统性、实用性、艺术性、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历
史价值和艺术价值。2006年，“四筒鼓舞”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2021年，“四筒鼓舞”正式入选第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四 筒 鼓 舞
黄 桦

在昭鲁坝子广为流传的“四筒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