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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期间，仁风镇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不少庄户
剧团纷纷行动起来，以走村串乡巡演的方式，为群众献
上一道道丰盛的节日大餐。

在这些庄户剧团中，有不少旧派鼓子秧歌队伍的
表演特别引人注目。所谓旧派鼓子秧歌，相对于我们
目前所熟知的以司坊、流河为代表的现代仁风鼓子秧
歌而言，虽然在表演套路上基本一致，但是在表演要素
上，除了现代仁风鼓子秧歌中所具有的大伞、小鼓、花
等角色之外，又保留着丑角，在整个表演气势上，喜庆、
诙谐、欢悦中不乏威武。其中桥南王鼓子秧歌队、张染
鼓子秧歌表演队比较富有代表性。

桥南王、张染这两支鼓子秧歌表演队，不但是近几
年仁风镇极大传承和保护鼓子秧歌成果的体现，还见
证着一段鼓子秧歌近30年来充满艰辛的发展史。

历史上，仁风鼓子秧歌曾被广泛流传，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仁风镇（含原王圈
乡）曾有50多支鼓子秧歌表演队伍，桥南王、
张染鼓子秧歌也在其列，每年从正月初一到十
五，各村的鼓子秧歌表演队伍就开始演练、串
村巡演，颇受群众喜爱。到了20世纪90年代
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群众经济观
念日益增强，广大鼓子秧歌队员迫于生计，纷
纷外出打工经商或在家创业，没有更多的精

力、时间参与鼓子秧歌演出；再加上电视机、影
碟机等影视媒体的普及，群众越来越热衷于追
求影视艺术，而传统的鼓子秧歌不能满足群众
的文艺需求，不少村的鼓子秧歌队伍被迫解
散。桥南王和张染村的鼓子秧歌队伍也未能
幸免。

与此同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流河、司坊
两个村的鼓子秧歌队伍，虽然有不少队员外出
打工、经商，但是这两个村鼓子秧歌骨干，能够

积极适应当时的形势，吸收一些影视舞台元
素，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不断改良创新，
发展成现代仁风鼓子秧歌。20 多年来，仁风
鼓子秧歌经过参加国内外系列重要演出活动，
其知名度越来越高，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不断
得到彰显，已成为济阳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
片。

而与之对应的旧派鼓子秧歌却发展滞后，
尽管有不少原鼓子秧歌村想重新组建秧歌队
伍，但是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却力不从心，这
令人非常痛心。

鼓子秧歌历经繁盛、磨难和创新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
以及上级部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越来
越重视，仁风镇将传承和保护鼓子秧歌纳入党
委、政府的重要议程，以“打造以鼓子秧歌为代
表的文化品牌”为目标，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正
确指导下，不断完善村级文化场所建设，加大
传统鼓子秧歌的传承、保护、挖掘的力度，在一
些曾经的鼓子秧歌专业村，将原鼓子秧歌骨
干、队员重新召集起来，充分发挥他们原有的

鼓子秧歌特长，重新组建鼓子秧歌队伍，并广
泛吸收新队员，尤其是本村籍在校大学生，不
断强化培训，积极培养鼓子秧歌新生力量。

“记得当时队伍解散时，我才 25 岁，当时
迫于无奈只能放弃了表演，现在队伍重建了，
我却52了。看到村里的鼓子秧歌队伍重建，
说不出来的兴奋，尽管有些剧烈的动作不能表
演了，但是我依然记忆犹新……现在，我必须
珍惜这次机会，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艺
术，完完整整地传授给年轻人……”近日，张染

村鼓子秧歌队员王大叔按捺不住内心的感动
说道。

此外，仁风镇还结合精准扶贫、美丽乡村
建设、移风易俗等工作，通过群众一事一议，包
村“第一书记”协调资金等方式，广泛筹集资
金，购置配齐大鼓、小鼓、笙箫、唢呐、大伞、彩
扇、服装等演出道具，不断完善鼓子秧歌队伍
建设。

截至 2017 年，仁风镇已重建桥南王、张
染、史家等10支规模较大的鼓子秧歌队伍，其
中桥南王、张染两支鼓子秧歌队伍人数在 80
人以上。

政府因势利导，重建鼓子秧歌队伍

目前，仁风镇这些重新组建的鼓子秧歌队
伍，除了每天的日常排练之外，还积极参加全
县、全镇春节、元宵节期间的文艺演出，将中断
了20多年的旧派鼓子秧歌展现在世人面前，
不断满足广大群众节日的文化需求，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其中桥南王鼓子秧歌队，还于农历
正月十三参加了全县元宵节民间艺术展演活
动，获得二等奖，首战告捷，并引起了济南市文
广新局的高度重视——该局于农历正月十六

到村进行了现场录制，对桥南王村的鼓子秧歌
给予高度评价。

此外，这些重新组建的鼓子秧歌队伍，还
逐渐地改变了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村容村貌，使
群众追求、热爱传统艺术成为一种新风尚，使
村庄治安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使村庄的形象得
到大幅提升，并有效推动了全镇的移风易俗、
美丽乡村、村级治理等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这些村庄鼓

子秧歌队伍建设和管理，积极发挥其文化惠
民、文化扶贫的作用。并结合今年改革开放
40周年、济南解放70周年等纪念活动，牢牢抓
住仁风鼓子秧歌赴西欧成功演出25周年这一
时间节点，积极开展鼓子秧歌的宣传与推介活
动，推进鼓子秧歌传承发展取得重要突破。同
时，紧紧抓住中国非遗博览会长期落户济南的
机会，结合全镇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及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挖掘提升鼓子秧歌传统艺
术，积极打造鼓子秧歌文化产业园，持续擦亮
文化品牌，打好文化牌，唱好旅游戏。”仁风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 （温建坤）

演出惠及乡邻，秧歌舞出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