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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经济发

展面临转型升级、国家倡导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当下，非遗传承的意义不

需赘言。起源于商河县的鼓子秧歌，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

名录，充分说明国家对这一民俗的重

视，同时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即如

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地保护好鼓子秧歌。

多年来，商河县通过体系化的传

承与保护，将鼓子秧歌的发展与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和改善

文化民生有机结合，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在上级有关部门及当地县委、县

政府的支持下，商河县文化部门采取

多元化的保护途径，借助社会力量，

注重鼓子秧歌文化品牌的打造，营造

了项目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同时

也应该看到，非遗的传承保护非一日

之功，其发展任重道远。尤其在做好

融合文章方面，鼓子秧歌的传承仍有

许多工作要做。因此，促进鼓子秧歌

等非遗项目的保护，需要不断创新工

作理念和思维方式，实现各方力量从

“相加”到“相融”的转变。

近几年，国家、省、市、县对文化

建设的重视程度逐年提高，出台了系

列支持文化发展的政策文件，涉及非

遗保护层面的就有《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

同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月”

等平台的搭建，对提升全社会的非遗

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背

景下，有效整合多方资源、促进本地

非遗项目更好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非遗传承从“相加”到“相融”，需

要树立大格局理念。文化部门不能

把非遗工作限于本部门，而应多做联

合文章。比如鼓子秧歌进校园活动，

需联合教育部门；鼓子秧歌汇演，则

会牵涉公安、综合执法等更多单位。

同时，我们也经常思考非遗传承在全

县工作中是怎样的定位，在促进经济

转型升级、保障民众权益等方面能发

挥怎样的作用。

非遗传承从“相加”到“相融”，需

要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作为拥有悠

久历史的非遗项目，鼓子秧歌在商河

县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脱离群众

讲传承不可取，单纯依靠自发传承也

行不通。因此，商河县在鼓子秧歌传

承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

广泛动员民众参与进来，让商河县所

有居民成为传承人。这一过程中，文

化部门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业

内专家和传承人，做好项目的理论研

究、实践引领工作。

非遗传承是项系统性工作。今

后商河县将把包括鼓子秧歌在内的

非遗项目保护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强

化人才、资金和政策等的支持，让旧

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非遗传承：“相加”到“相融”
商河县文广新局局长 陈成金

昔日只为丰年舞 今朝鹊起遍城乡
——商河鼓子秧歌在生活中弘扬、在实践中振兴

李守奇李守奇 王王 玲玲

商河民众在杏园舞秧歌 商河县城鼓子秧歌队活动场景

20世纪 90年代商河县农村舞秧歌的场景 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商河民众进城参加鼓子秧歌展演

商河鼓子秧歌近年来不断走出国门参加文化交流

源于百姓抗洪斗争，富有浓郁乡土气息

扎根深厚民间沃土，体系传承成效显著

多方融入现代生活，带动效应日渐凸显

商河县少年鼓子秧歌展演商河县少年鼓子秧歌展演

第 35届商河鼓子秧歌汇演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东省商河县不大，但商河鼓子秧歌的名气很大。在网络上搜索

这个县城的名字，那些身着花花绿绿服装的舞者照片总会让你第一眼看到。外乡人谈起商河，

总会说一句：“哦，我知道，那里的人喜欢跳鼓子秧歌。”很多到过商河县的人，印象最深的也是随

处可见的鼓子秧歌元素：从街道两侧的宣传牌到广场的雕塑，从城乡各处的广场舞队伍到机关、

校园、企业的文艺活动，鼓子秧歌在商河就如森林中的树、江海中的水，已深深融入当地民众的

日常生活。

得益于商河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当地文化部门的体系化保护，鼓子秧歌这个拥有逾2000

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年来正逐渐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融入现代生活的步伐也

在不断加快。在国家倡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商河县“鼓子秧歌之乡”的名声正越

叫越响，并成为活跃当地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

发源于商河县的鼓子秧歌拥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今已有 2000 多

年历史。根据相关文献史料记载，商

河鼓子秧歌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始

于秦汉、成于唐宋、兴于明清。

当地文化学者介绍，鼓子秧歌起

源于商河百姓的抗洪斗争。在古代，

黄河决口、改道极为频繁，地处黄河

沿岸的商河深受洪水危害。为了生

存，商河百姓奋勇抗洪，在辛勤劳作、

喜获收成后，他们常会随手拿起锅碗

瓢盆、棍棒等用具，边唱边跳，表达对

抗洪成功、庄稼丰收的喜悦。随着参

与庆祝的人数逐渐增多，简单的舞蹈

动作与阵形开始显现，鼓子秧歌的雏

形就此形成。

唐宋时期，骁勇尚武的商河人民

将战争中的某些程式、动作用于舞

蹈，鼓子秧歌开始将“变幻莫测的舞

蹈阵式”“粗犷豪放的将士风格”“无

往不胜的英雄气概”等元素融合在一

起，并最终形成了其后广为人知的鼓

子秧歌特色，即磅礴恢弘的场阵、金

鼓齐鸣的声势。

上千年的传承发展进程中，商河

鼓子秧歌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丰富、

演化，但其核心艺术特色并未改变。

尤其在广大乡村，鼓子秧歌成为商河

民众增进感情、休闲娱乐的重要载体。

旧时，鼓子秧歌表演形式集“歌”

“舞”“丑”于一体，富有浓郁的乡土气

息和生活情趣。参与角色多以舞者

所用道具命名，包括潇洒飘逸的“伞”

角、粗犷豪放的“鼓”角、刚柔相济的

“棒”角、柔美多姿的“花”角、诙谐幽

默的“丑”角。

一场鼓子秧歌表演，所有舞者都

需不停跑动，故名“跑秧歌”。庞大复

杂的秧歌场子，有严密的组织形式，

必须达到“跑不散、舞不乱”，队伍整

齐划一、动静有序。其中，“伞”角是

全场指挥者，其一般左手握象征风调

雨顺的平顶伞，右手拿象征辟邪的牛

胯骨，多扮老者形象；“鼓”角人数最

多，也是表演的主体，左手握两面圆

形小鼓，右手持鼓槌，多由青壮年男

性扮演；“棒”角由青少年装扮，其双

手持木棒击打、绕耍与挥舞，打扮类

似戏曲中的武生；“花”角是女性角

色，分“地花”“跷花”，持扇、巾、花枝

等道具；“丑”多扮成“二癞子”“王先

生”等，跑场时暗中指挥，并在两场舞

之间插科打诨。

新中国成立后，跟随时代发展，

商河鼓子秧歌曾出现 3次鼎盛阶段。

第 一 次 是 20 世 纪 50 年 代 。 彼

时，农民喜获土地、欢欣鼓舞，自发

“跑秧歌”，鼓子秧歌在商河各乡村蓬

勃兴起，艺术风格进一步彰显。1955

年，商河鼓子秧歌代表山东赴京参加

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

获得优秀奖。第二次是 20 世纪 80 年

代至 90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产、生活

积极性高涨，对鼓子秧歌的参与热情

提升。这段时间，鼓子秧歌凭借独特

的地域文化特色，开始走出商河，走

向全国，多次收获荣誉。第三次是进

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

农民负担，农村人均收入不断增长，

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多，商河各村

纷纷开始组建鼓子秧歌队。多支队

伍的演出向专业化发展，并走向国

际，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传统民俗

的魅力。

植根于民间沃土的非遗，其传承发

展 离 不 开 对 既 有 资 源 的“ 消 化 吸

收”。也唯有对项目特色有深入的了

解与系统的梳理，非遗才能得到更加

全面而科学的滋养与保护。

近年来，商河县秉承“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总

方针，不断强化对鼓子秧歌的理论研

究。结合实地调研摸底，当地确定根

据“举伞”“扛伞”“插伞”3 个派别，因

地制宜，将全县划分为不同的鼓子秧

歌保护区，收集各流派历史资料，进

行分类整理，建立了鼓子秧歌理论研

究“大数据库”。

非遗传承，归根结底是“人”的传

承。作为民族记忆的瑰宝，对非遗传

承人的保护及对其技艺的研究、阐

发，具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性。为此，

商河县尤为注重对“人”的保护。通

过对鼓子秧歌国家级传承人杨克胜

等老艺人的录音、录像，当地登记建

档，形成了鼓子秧歌理论研究、咨询

的“专家库”。

“大数据库”“专家库”的建设，是

商河县推动鼓子秧歌传承保护理论

化、专业化、制度化的举措。在对既

有资源系统、全面地挖掘、整理后，当

地也没有忽略对鼓子秧歌新的时代

特色的研究。

最近几年，商河县每年定期聘请

国家级、省级、市级专家到当地进行现

场艺术指导。其间，专家组深入农村

一线，与鼓子秧歌爱好者面对面互动

交流，并开展实地调研，以期通过全

方位的关注，实现对这一项目的“全

链条”保护与发展。

同时，阵地建设也在有条不紊

地推进。为让民众能全面了解鼓子

秧歌的历史与现状，商河县以非遗

传承人为核心，建设了商河鼓子秧

歌传习所，并在 2015 年入选山东省

首 批“ 乡 村 记 忆 ”工 程 文 化 遗 产 名

录。成立两年来，传习所在激发民

间热情、保护文化生态、促进鼓子秧

歌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理论研究为主的静态保护和

以现实跟踪为主的动态保护，为鼓

子秧歌在民间的传承、传播奠定了

坚实基础。而在更广层面上，商河

鼓子秧歌的传承发展也更加丰富多

彩。尤其是每年定期举办的 3 项展

演活动，被当地民众称为“除春节、

中秋之外最喜庆、欢乐的节日”。

每年农历正月 十 四 ，商 河 鼓 子

秧歌汇演如期举行，全县各镇街最

优秀的队伍齐聚一堂，截至今年已

举办 37 届，观众数量不断增加。6

月，当地举办中老年鼓子秧歌展演，

集中展示中老年人参与传承鼓子秧

歌的热情。“十一”前后，举办少年非

遗传承展演，主要展示少年鼓子秧

歌的风采，也成为孩子们实现“秧歌

梦”的舞台。

只有与时代同步、与民众生活同

步，非遗才会有空间、有舞台、有潜

力。商河鼓子秧歌也不例外。从非

遗融入现代生活着手，商河县文化部

门近年来大力探索立体化传承模式，

促进鼓子秧歌融入现代生活。

在学校，商河县启动“鼓子秧歌

进校园”活动。坚持“非遗传承从娃

娃抓起”的理念，组织专家为孩子们

量身定制了适合少年儿童的鼓子秧

歌，并将其纳入教学课程。“鼓子秧歌进

校园”活动如今已实现全覆盖，当地少

年鼓子秧歌队伍达 36支，共举办县级

传承展演系列活动5届，累计培训中小

学学生队员3万余人，并多次受邀参加

国家及山东省、济南市的重大文化活

动。2016年，商河县又将鼓子秧歌教

学延伸至幼儿园，组建了一支平均年龄

不到3岁的“娃娃鼓子秧歌队”。

在城乡各个角落，“鼓子秧歌+广

场舞”成为商河县的特色。当地热衷于

广场舞健身的民众表示，融入了鼓子秧

歌元素的广场舞，不仅便于学习、利于

健身，更能在锻炼过程中增加对家乡的

亲切度和自豪感。毕竟，这是商河独有

的广场舞节目。而在怀仁镇储家村、沙

河镇习家村、郑路镇路家村等部分乡村

农闲时期自发组织的“秧歌大集”，成为

活跃乡村文化生活、促进文明乡风建设

的重要抓手。此外，鼓子秧歌还成为商

河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文艺活动

的首选节目形式，有力地凝聚了人心、

鼓舞了士气、彰显了特色。

“小到刚会走，大到九十九，人人都

会扭。”如今，鼓子秧歌于商河县963个

村（居）的根脉正越扎越深，在丰富民众

业余文化生活、活跃群众文艺创作、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正是因为全民

动员的基础，鼓子秧歌近年来为商河县

带来了诸多荣誉和高度的社会评价。

2006年，商河鼓子秧歌作为济南

市唯一的项目，获批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遗名录；

2012年，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商

河县“中国秧歌之乡”称号；

2013年，商河少年鼓子秧歌队参

加天安门广场万名青少年文体展示活

动，收获广泛赞誉；

2014 年，商河县《鼓子秧歌广场

舞》在山东省首届中老年广场舞大赛中

荣获第一名；

2015年，商河鼓子秧歌参加日本

新潟市“东亚文化之都”文化展演，再次

获得好评……

旧民俗变新时尚，鼓子秧歌焕发的

生机，给商河县带来的远远不止这些。

凭借鼓子秧歌形成的品牌优势，商

河县目前正积极打造鼓子秧歌“全产业

链”。吸引游客旅游度假的秧歌古村、

培训非遗专业人才的鼓子秧歌学校、演

绎原汁原味秧歌舞的鼓子秧歌节等，均

已实现开放或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同时，商河县还正在探索将鼓子秧歌

元素与设计制造业有机融合，借助国

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东风，助

力当地经济转型升级。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得益于体系化的传承和保护手

段的不断创新，昔日只为丰年舞的商

河鼓子秧歌，正逐渐成为当地民众不

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

商河鼓子秧歌如今正与当地温泉等旅游项目有机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