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态传承 让民间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
——— 凤 阳 花 鼓 入 选 国 家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典 型 案 例 纪 实— 凤 阳 花 鼓 入 选 国 家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典 型 案 例 纪 实

○马顺龙

作为全国首批非物作为全国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凤阳花鼓

永远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永远具有深刻的文化内

涵和艺术感染力涵和艺术感染力，，凤阳凤阳

县以创造性转化县以创造性转化、、创新创新

性发展推动凤阳花鼓活性发展推动凤阳花鼓活

态传承态传承，，赋予凤阳花鼓赋予凤阳花鼓

新的时代特色新的时代特色，，凤阳花凤阳花

鼓的魅力历久弥新鼓的魅力历久弥新，，更更

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

20232023年年22月月 1212日日，，

由中央宣传部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文化和

旅游部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国家发展改革

委组织遴选的委组织遴选的5151个基层个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典型案例公布展典型案例公布，，凤阳凤阳

县县““推广凤阳花鼓艺术推广凤阳花鼓艺术，，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案案

例入选例入选。。这是凤阳县动这是凤阳县动

态传承态传承，，让来自民间的让来自民间的

艺术再艺术再““飞飞””入寻常百姓入寻常百姓

家的又一成果家的又一成果。。

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花鼓小锣”“双条鼓”
等，起源于明代凤阳府临淮县(今凤阳县东部)，是一种集曲
艺和歌舞于一体的汉族民间表演艺术，但以曲艺形态的说
唱表演最为重要和著名。

凤阳花鼓最早见于明隆庆万历年间周朝俊撰写的《玉
名堂批评红梅记》之《秋怀》，后被徽剧、京剧、秦腔、扬剧等
多剧种移植演出、流传，成为戏曲经典剧目。

清康熙年间，凤阳花鼓被改了曲词名，流传到北方地
区。《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在山西平阳观看了凤阳花鼓表演，
即席赋诗赞道：“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
腰都未忌，街西勾断路人肠。”

清朝末期，凤阳花鼓流传更广，甚至漂洋过海到了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家。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大中华”“胜利”等唱片
公司制作了大批唱片，使凤阳花鼓广为流传。

凤阳花鼓唱的都是民间小调，曾经作为底层劳动人民
的一种谋生手段，凤阳花鼓的舞蹈与小调的题材全都来源
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舞蹈柔美、曲目有近百种。经典曲目有

《凤阳歌》《鲜花调》《凤阳花鼓》《欢送大姐上北京》《全家乐》
《花鼓新声》《姑嫂二人对唱》《凤姐与阳哥》《柳岸春晓》《情
满小岗村》等。

一九四九年前后，党和政府重视挖掘整理传统民间节
目，培养和提高民间艺人表演水平，凤阳花鼓迎来了艺术发
展史上的春天。

20世纪50年代初，新文艺工作者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
专用小鼓伴奏演唱，表演者单手执鼓，另一只手执鼓条敲击
鼓面，“双条鼓”由此得名。

1955年春，新中国第一代花鼓女欧家玲、刘明英等带着
凤阳花鼓进入北京怀仁堂进行表演，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
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著名曲目《王三姐赶集》，并给予高度的
赞扬。这是凤阳花鼓继乾隆年间进入宫廷演出后的又一个
辉煌成就。

1958 年的《全家乐》首次融入花鼓灯的多种台步和身
段；1972年的《花鼓新声》首次以歌舞剧的形式出现在舞台；
1981年的《凤姐与阳哥》是歌舞、戏剧、音乐、舞美最高层次
的糅合实践；1994 年，孙凤城、陆中和、夏玉润等人在创作

《柳岸春晓》时，把“凤阳三花”（即花鼓灯、花鼓戏、双条鼓）
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极大丰富了舞蹈的语汇。

党的十八大以来，凤阳花鼓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过去提起凤阳花鼓，给人的感受总是妻离子散、凄苦

悲凉，而现在的凤阳花鼓则给人以清新淡雅、柔和飘逸、幸
福安详的感觉。”游客赵辉欣赏完凤阳花鼓后说，“凤阳花鼓
这一古老的艺术在散发泥土气息的同时，正在走向更为宽
广和丰富的艺术领域。”

近年来，凤阳花鼓形式更加活泼多样，气氛更加热烈欢
快，名声也越来越大，先后登上上海世博会、湖南吉首国际鼓文
化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重要舞台，尽显凤阳花鼓艺术魅力。

2006年5月20日，凤阳花鼓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编号Ⅴ-36。

2016年6月28日，凤阳花鼓新作《情满小岗村》应邀参
加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举办的向党汇报——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优秀曲艺节目展演，这是安徽省唯一
入选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凤阳花鼓第五次应邀进京
参加高规格节目展演。

起源起源··特色特色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联结民族情感、维
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
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
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
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
更好走向世界。

凤阳花鼓是民间艺术瑰宝，堪称我国近现代音乐的“酵
母”“鼻祖”，地位举足轻重。

从历史中走来，一路风雨一路歌，凤阳花鼓也曾一度面
临生存考验，原生态的凤阳花鼓曾有一段时间濒临人才断
层、走向衰亡的危险，这份珍贵的民间艺术遗产，需要保护。

凤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做好凤阳花鼓的“保
护、传承、发展、创新”文章，让这一传统艺术散发出新的活
力，让这朵艺苑奇葩开得更加旺盛、更加灿烂。

凤阳县实施了凤阳花鼓艺术保护工程，成立了凤阳花鼓研
究会和凤阳花鼓乡艺术团，组建凤阳花鼓艺术学校，筹建凤阳花
鼓艺术博物馆，组织凤阳花鼓民间艺人及其专业创作艺术家对
花鼓进行深度研究，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妥善归档保存。

2011年凤阳县被安徽省文化厅定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凤阳花鼓省级传习基地。同年，凤阳花鼓经批准，永久性
入驻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2008年的2月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传承人的孙凤城，是凤阳县红心镇荷塘底村人，离凤阳
花鼓发源地燃灯乡仅数里之遥。孙凤城的祖母、母亲在一
九四九年前就是当地出了名的花鼓艺人。不到5岁的孙凤
城，就跟着祖母、母亲学打花鼓，走村串乡、挨门逐户，敲着
花鼓乞讨，与花鼓结下了一生之缘。

为使凤阳花鼓走向更为宽广的艺术领域，孙凤城成为
凤阳县文化馆一员后，搜集、整理、创作出近百部凤阳花鼓
作品，其中40余部在全国、省、市汇演和比赛中获奖。另一
方面，着力做好凤阳花鼓的传承，除了对本地花鼓爱好者进
行传帮带，还在安徽科技学院、滁州学院担任客座教授，专
门向大学生传授花鼓技艺。退休后到深圳居住，把凤阳花
鼓也带到了南方的都市。

“凤阳花鼓这个传统的民间文化艺术，它是凤阳人民的
精神财富。我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凤阳花鼓的传承工
作。”孙凤城说。

近年来，凤阳县还通过将凤阳花鼓融入群众生活、乡村
振兴和城市发展之中，走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
新路径。主要包括：发挥文博图三馆、乡镇文化站、校外机
构等平台作用，开展传习传播活动，打造以凤阳花鼓为代表
的民间文化精品，服务群众生活；大力开展凤阳花鼓传习培
训，举办多期凤阳花鼓培训班，构建了从县、乡、村三级培训
体系，形成了花鼓培训惠全民良好氛围；以凤阳花鼓助力乡
村振兴，将凤阳花鼓节目送往各村，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推
出凤阳花鼓相关文创产品，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将凤阳花鼓
融入城市建设，推出凤阳花鼓城市吉祥物，设计建造了地标
建筑凤阳花鼓大剧院，将凤阳花鼓曲目“凤阳是个好地方”
标牌设置在各路口处；积极开展以凤阳花鼓为代表的对外
交流活动，不断扩大凤阳花鼓影响力，如2022年8月参加第
十九届群星奖广场舞决赛等；推动凤阳花鼓创新发展，创新
性编创凤阳花鼓健身操（舞），打造出集健身、娱乐、艺术于
一体的新型花鼓表演形式，并以广场舞、健身操、工间操等
形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凤阳县高度重视凤阳花鼓的传承与发展，2017年起，在
全县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先后建立1个省级、3个市级和31个
县级非遗传习基地，举办多期培训班，并在安徽科技学院、
滁州学院、凤阳科技学校及全县各中小学校开设花鼓兴趣
班、兴趣课或兴趣小组，让高雅艺术走进校园，课间操也改
成了凤阳花鼓健身操，真正做到“从娃娃抓起”，培养更多的
凤阳花鼓新生力量，让凤阳花鼓后继有人，形成了少儿、少
年、青年、中年、老年相结合的传承梯队。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打响凤阳花鼓品牌，凤阳县先后
举办了主题为“敲凤阳花鼓，唱经济大戏”的四届中国凤阳花
鼓文化旅游节，与央视合作，拍摄8集电视系列片《凤阳歌》。

历史将丰富的文化积淀在当下，各地形成一个个内涵
丰厚、且活态存续的“非遗代表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凤阳花鼓全书》应运而生。
2010年12月，凤阳县对《凤阳花鼓全书》论证立项，编

纂人员先后前往十余个省市和40余家科研院所、图书馆，征
集文字资料1000余万字和大量的影像和图片资料。历时5
年编纂，历经6轮次审核、校对，2016年5月28日，450万字
的《凤阳花鼓全书》出版，全书分为五卷：《文献卷》《文集卷》

《词曲卷》《史论卷》《音像卷》。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本系统

研究凤阳花鼓的专著，也是中小型国家级非遗艺术类项目
中首部集资料性、研究性、系统性为一体的著述。业界认
为，凤阳花鼓在历史发展演化进程中形成多种形态，诸如歌
舞、说唱、戏曲等，是一种集多种音声技艺形式为一身的全
方位、大概念的艺术样式。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典藏阅览部主任俞冰认为，《凤
阳花鼓全书》是中国中小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类
（除昆曲、京剧等）的第一部集资料性、研究性、系统性为一
体的专著，对我国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与保护
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

《凤阳花鼓全书》堪称撬动艺术研究新视角。该书所阐述
的“凤阳花鼓”，对第一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进行
了扩展，既有属于曲艺类的“花鼓小锣”，又有民间舞蹈类的“花
鼓灯”，还包括属于戏曲类的“卫调花鼓戏”，尚有以锣鼓演奏等
直称“打花鼓”的形态，是一种全方位、大概念的艺术，是沿袭明
清以来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凤阳花鼓不同释义的集合。比如

《史论卷》在全面系统阐述凤阳花鼓这一表演艺术时，遵循历史
和逻辑相统一，广征博引、旁稽博采，采用论从史出、史由证来、
证史一致、史论结合的方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文
化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凤阳花鼓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原因、
过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领域的流传、发展情况，以及
凤阳花鼓所涉及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文学、美术、民俗、宗
教等领域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词曲卷》集合凤阳花鼓具有代表
性的463首音乐曲目，包括原生态的、流传全国的和改编创作
的“凤阳歌”词曲，力求全面展示凤阳花鼓曲目中的“凤阳歌”及
其变化形式。业内专家认为，《凤阳花鼓全书》提出的学术观念
出新，编纂的角度出新，是迄今为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正式出版的首部巨作，同时也填补了我国有史以来凤阳花
鼓无完整详实文字、音像记载的空白。

“《凤阳花鼓全书》的出版不是终点，而是为研究凤阳花
鼓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项阳在为《凤阳花鼓全书》作序时
指出，此书是十分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值得下大
工夫和力气去深层把握。《凤阳花鼓全书》顾问吴庭美认为，
当下应该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
多角度，重新审视凤阳花鼓的文化内涵，把凤阳花鼓的研究
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其同类样态还有很多，如果每
种样态都能够像《凤阳花鼓全书》的编纂者这样倾力，必将
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得到有效揭示，如此方可让子
孙后代明确我们究竟有怎样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在此
基础上会有更好的承继和发展。

保护保护··传承传承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
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
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
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
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凤阳花鼓既能陶冶情操，也
有健身功效，理当得到尊重和善待，更需要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2012年，凤阳县组织文化馆副馆长肖庆红、体育局副局长梅
周成等有关专家和民间老艺人，对凤阳花鼓进行再创作，编创一
支更适合现代人健身需求的新舞蹈——凤阳花鼓健身操（舞）。
该健身操（舞）集表演和健身功能于一体，将健身动作与凤阳花鼓
相结合，集健身、普及于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极具观赏性
和健身性，既体现舞蹈的柔美又具有健身的力度和强度，整套动
作运动量适中，适合各类健身人群的演练，深受健身爱好者喜
爱。经过系统培训的100多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分赴全县各晨晚
练点，跟踪指导健身爱好者练习推广凤阳花鼓健身舞。

一时间，学花鼓健身操成为全县男女老少的新时尚。
2020年，凤阳县老体协与凤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对凤阳花鼓

健身舞进行改编，历时10个月，先后修改8次，编创出第二套凤阳
花鼓健身操（舞）。此套凤阳花鼓健身操（舞）的音乐元素和基本
造型，仍以凤阳花鼓的音乐，和丹凤朝阳、丹凤展翅、背手打鼓、簸
箕步、皮球花、左右摆鼓、四个方向打鼓等经典的双条鼓动作为基
础，再融入体育健身的基本步伐、肢体运动、队形变化等要素，并
以“凤”字为题命名每个动作，突出地方特色和科学健身功能，将
舞蹈与健身操有机融合在一起。与2013年完成的第一套不同之
处在于，第一套突出欢快热烈的气氛张扬，第二套侧重于柔美舒
缓的“凤型”个性展示。在音乐的配器编配上，融入了更多的民间
器乐和打击乐的传统元素。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单
会唱一支凤阳歌……”每天傍晚，华灯初上，凤阳城乡的文化广场
上，一群群男女老少在凤阳花鼓曲调的伴奏声中，跳着独具地方
色彩的凤阳花鼓健身操，是广场舞，也是地方独有的全民健身运

动，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
“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

生生不息的根脉。”作为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凤阳花鼓，是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民间艺术，她从民间来，之后走上舞台，
成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近年来，随着不断推广、创新和普及，从
校园花鼓韵律操，到凤阳花鼓广场舞，凤阳花鼓又最终回归了民
间，“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今，在国家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在凤阳县委县政府、文
化旅游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精心呵护下，凤阳花鼓这一传统艺术正
在不断推陈出新、翻奏新曲，散发出新的活力。在祖国艺术大花园
里，这朵艺苑奇葩正开得更加旺盛、更加灿烂，在传承历史文化、维
系民族精神、弘扬地方传统特色文艺、坚定文化自信中发挥更大作
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来自民间·回归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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