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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凤阳花鼓曾被誉为“东方芭蕾”，被视作民间瑰宝，在几百年的传承与发展中，见证

着社会的发展，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诠释着凤阳人民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追求。如
今，这一传统艺术正在推陈出新、翻奏新篇，散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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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专刊副刊部

外地游客眼中的滁州

夏日的滁州，阳光透过云层洒在
大地，让这座城市显得格外宁静而美
好。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我踏上了
滁州这片历史悠久而充满魅力的土
地。在这里，古老的街巷和现代的建
筑巧妙地融合，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
展现着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风貌。
作为一个外地游客，我被滁州的古朴
和现代的共生所吸引。

在滁州的公园和广场，我看到了
很多本地居民和游客在这里散步、健
身、聊天，享受着悠闲惬意的时光。其
中最让我着迷的是那独具魅力的凤阳
花鼓舞。每一次欢快的鼓声敲击心
房，每一个舞者轻盈的舞步勾勒出美
好的图景，让我深陷其中。凤阳花鼓
舞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更是滁
州文化的一张名片，通过它，我仿佛看
到了滁州人民勤劳、热情、乐观的生活
态度。

那日，当夕阳斜照，广场上升起
一阵阵悠扬的鼓声，那是凤阳花鼓舞
的序幕。这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舞蹈，
仿佛一朵灿烂的花朵，绽放着丰富的
历史和优美的艺术，又似一场梦幻的
盛宴，在古老的广场上徐徐展开。作

为外地游客，我被凤阳花鼓舞的美所
深深吸引，每一个舞步都如诗如画，
勾勒出一幅幅令人陶醉的画卷。

待夕阳褪去，月光洒在石板路
上，仿佛为舞者们敷上了一层银色的
轻纱，而绚丽的灯光则如璀璨的星
辰，点缀着夏夜的滁州、华美的舞台。

“咚——”花鼓轻启，如诗如画

的旋律从指尖溢出，如同心跳的韵
律，将整个表演带入一种神秘而又
悠扬的氛围。舞者们手持花鼓，翩
翩起舞，鼓点如潺潺流水，如诗意的
文字在空中绽放。手中的花鼓成为
音乐的一部分，舞动间散发出令人
陶醉的悠扬旋律。乐曲在耳畔荡
漾，如一阵微风，轻轻拂过心灵深
处，使人沉浸在一种超越时空的艺
术境地。这并非单纯的舞蹈，更是

一曲古老的诗篇，让人仿佛听见了
岁月的低语。

凤阳花鼓舞仪态之美，如蝶翩
飞。舞姿轻盈飘逸，腰肢柔美，手臂舒
展，步伐矫健。每一个舞蹈动作都流
露出舞者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
追求。整个表演场面充满了青春的活
力和艺术的韵味。看那舞者们手臂舒

展，舞步轻盈，步伐间仿佛是在一幅宏
伟的画布上挥洒着多彩的颜料。而眼
神之中，是一种深沉而又激昂的情感，
仿佛在述说着一段悠远的故事。

凤阳花鼓舞的美，是一种历史的
叙述。凤阳花鼓舞将古老的广场点
缀得如诗如画，仿佛是历史和这片
土地融为一体，每一次的起落，都是
对滁州文化传承的深情致敬。这不
仅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心灵的

洗礼，让人在表演中感悟到一种超
越时光的情感共鸣。凤阳花鼓舞的
美不仅仅在于表演本身，更在于它所
传递的文化内涵。舞者们通过舞蹈
的形式，表达了对家乡土地的热爱、
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凤阳花鼓舞的历史悠久。而今，
这一传统文化瑰宝在滁州得到了传承
与发扬，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文
化符号。凤阳花鼓舞，承载着滁州人
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它宛如一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滁州这座古老城
市的文化宝库中。在这夏夜的幕布
下，我深陷于这场艺术的魅力之中，感
受到了滁州文化的博大精深。每一次
花鼓的轻敲，都是对岁月的回响，每一
次舞姿的翩跹，都是对生活的颂歌。
而这场凤阳花鼓舞的表演，已然成为
我心中滁州之美的独特标志。

作为外地游客，我对滁州的印象
是深刻而美好的。这里不仅有悠久的
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承，更有现代化
的城市发展和独特的文旅魅力，而凤
阳花鼓舞是这座城市文化繁荣的生动
写照。

凤 舞 滁 州
□杨涵斌（来自四川省广元市）

如果要问，哪个地方掌握了文化
传播流量密码，称得上全球闻名的“好
地方”？那答案毫无疑问，一定是《凤
阳花鼓》中唱的凤阳县。作为与凤阳
仅一河之隔的蚌埠市五河县临北乡
人，一个在淮河北岸生活了54年的教
育工作者，凤阳县发展的见
证者、记录者，在时代变迁中
深深感受到了凤阳花鼓非凡
的震撼力。

45 年前，那时我仅有八
九岁，在家门口看到了姑嫂
二人敲打凤阳花鼓小锣数门
头乞讨，第一次听到“凤阳本
是好地方”花鼓唱词。当时
父亲跟我说，凤阳是个好地
方，十年倒有九年荒，那时候
的凤阳花鼓就是当地人荒年
或秋收后外出乞讨、卖艺谋
生的代名词，与贫穷相连。

20世纪90年代，我去凤
阳游玩。通过凤阳朋友的介
绍，我了解到了凤阳花鼓的
起源和表演艺术。

凤阳花鼓流传至今已有
约 600 年历史，最初的表现
形式是两人演唱，或姑嫂、或
姐妹等二人组合，一人击鼓，
一人敲锣，口唱小调，叫“唱
门头”。

自古以来，凤阳北部淮
河水患频发、南部丘陵地区
旱灾不断、加上战乱，当地百
姓为了躲灾避乱，四处流浪
乞讨，将凤阳花鼓唱遍了大
江南北。

朋 友 介 绍 说 ，1949 年
后，凤阳民间艺术家们不断
创新，为凤阳花鼓等民间艺
术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赋
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升了
凤阳花鼓的艺术魅力。1978
年冬，小岗村在全国首创“大
包干”后，凤阳“一年翻身，改
变面貌”，成为改革之乡、石
英之乡、花鼓之乡、曲艺之
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凤
阳花鼓一直随着改革开放在
创新中发展，催化和影响了
许多艺术门类的发展，参加
国内重大艺术活动屡获大
奖。我这个与凤阳仅一河之
隔的外地人进入凤阳，都会
看到凤阳日新月异的变化，
欣赏到当地人用凤阳花鼓展
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的真实变
化，凤阳花鼓非遗传承人曾先后受邀
到意大利、美国等地演出，在国际舞台
绽放异彩，凤阳花鼓进入繁荣发展的
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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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9月，凤阳县举办了

首届凤阳花鼓文化旅游节，之后，又举
办了三届，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
的方式，开展招商引资，经济社会步入
了提速阶段。

“民间艺术来自民间，还应走进百
姓生活之中，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凤阳朋友与我微信聊天时介
绍，凤阳持续开展凤阳花鼓
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
军营、进景区传承普及活动；
建立省、市、县各级凤阳花鼓
传习基地、传习点近 30 个；
还将花鼓制成旅游纪念品，
在全县各旅游景区等地销
售，扩大知名度。同时，凤阳
还创编了《凤阳花鼓健身舞》

《凤阳花鼓工（课）间健身
操》，供百姓健身之用，其中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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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五河县有很多人
会跳凤阳花鼓舞。每到夜晚
降临，人们便聚在一起舞动
鼓条，踏着鼓点，演绎着凤阳
花鼓舞、花鼓健身操。我的
同事也有会跳的，她们说，花
鼓健身舞集表演和健身功能
于一体，把健身动作与凤阳
花鼓相结合，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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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
赵辉感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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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1月，我再次来
到凤阳，和朋友一起驱车来
到“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在“当年农家”，欣赏到了年
逾古稀的陈玉芝、邓凡兰表
演的传统凤阳花鼓。两人是
姑嫂关系，都来自燃灯社区，
她俩用凤阳传统的花鼓小锣
技艺倾情演绎 45 年来发生
在凤阳的巨大变化。

在邓凡兰的记忆中，凤
阳花鼓曾是荒年外出乞讨、卖艺谋生
的代名词。而如今，凤阳花鼓不仅成
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更是众多游客来
凤阳必须“打卡”体验的文化项目，经
过凤阳艺术家们的不断创新创作，凤
阳花鼓变成了赞美祖国、展示凤阳、歌
颂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民间艺术，成为
了新时代的“振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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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徽凤阳的初步了解，缘于20
世纪80年代初，从收音机里听到“咚
咚隆咚锵”的《凤阳花鼓》。花鼓中
这样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
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
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
卖，身背花鼓走四方……”那时候，
我在合肥农机校读书，半导体成了
随身听，我从那花鼓调和播音员的
解说中，知道了凤阳的贫穷，知道了
农村“大包干”从凤阳小岗起步。站
在教室的玻璃窗前北望，我常想，那
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竟然成为农村
改革的发源地？

再次聚焦凤阳，是在 2016 年，我
参加“组工干部学沈浩”学习教育，了
解到凤阳小岗村虽然率先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并没有彻底摆
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作为安徽省选
派农村任职干部，沈浩来到凤阳县小
溪河镇，依靠和带领群众发展经济，
努力让小岗村老百姓渐渐过上好日
子。在沉浸式学习中，我们学唱《凤
阳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
响，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
翔，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
将……”脍炙人口的皖北民歌小调，
花鼓小锣作为伴奏乐器穿插其间，很
是好听。我们对照视频，踩着节拍，
载歌载舞，体验和感受小岗人民过上
好日子的快乐心情。

对着视频学唱，不如到小岗走一

走，看一看，听一听。身临其境，那种
体验和感受无法在视频中模拟。凤
阳，小岗，花鼓，成了我的心心念念，
期待有朝一日走进凤阳，奔赴小岗。

机会终于来了。2023年盛夏，我
和同事一道，乘坐大巴，行程四个多
小时，来到滁州，走进凤阳县小岗村，
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感受乡村巨变，
聆听时代回声。

走进大包干纪念馆，沿着馆内
“溯源、抉择、贡献、巨变、展望、关爱”
六个展区依次参观，重温改革开放四

十多年来小岗村的沧桑巨变。走进
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依次参观“沈
浩生平、村官六年、浩气长存、沈浩旧
居”四大展区，为沈浩同志舍弃小家、
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所感动。两馆
犹如两部史书，珍藏了凤阳小岗的改
革开放史、奋斗发展史，记录和展现
了沈浩为了群众的利益，扎根基层的
务实作风和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
从两馆走出来，脚下似乎增添了一股
无形的力量。

来到“当年农家”小岗村旧址，一
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呈现在眼前。房
子外墙用泥巴粉刷，屋顶铺着茅草，

古朴凝重，土里土气。庄子里有旧时
的油坊、酒坊、酱坊、画坊、剪纸坊、花
鼓工坊、生产队部、普通民房等。当
年的农村生产生活用具，譬如船形打
稻机、水车、碾子、犁耙、水缸等成为
展品，比比皆是。民房之间的甬道，
铺放了许多石磨盘，远看犹如铜钱，
嵌于地面。一柱柱石磙立在路边，当
成隔离柱。硪、坛、钵、石舀，东一处
西一处弃在路边，散而不乱，无不显
示小岗人的豪气。每一件旧物件，都
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年农村生产生

活场景，“大包干”前的小岗风貌，历
历在目。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
地方。自从改革开了放,凤阳一片新
气象……”一阵铿锵的锣鼓响，凤阳
花鼓非遗传承人邓凡兰、陈玉芝老
人，头裹毛巾、身穿蓝褂，从泥巴屋里
走出来，站在茅草亭子下的表演台
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乐滋滋地
为游客表演《新凤阳花鼓》。两位老
人，一人右手执鼓，左手执鼓条敲击
鼓面，“咚咚”有声；另一人手执小镲，

“嚓嚓”配合，每唱一段，穿插交换位
置。小巧的花鼓，在老人手上灵活地

击打，优美的小调唱腔，听起来是那
样的亲切悦耳。台前的游客，情不自
禁地跟着节拍哼唱起来。我靠在一
根木柱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台上两位
老人表演，打开手机拍摄视频，制作
抖音和视频号推送，很快赢得朋友和
陌生人的关注和点赞。

来凤阳，走小岗，近距离欣赏凤
阳花鼓舞，聆听原汁原味的皖北小
调，新时代乡韵乡风扑面而来。冒着
高温酷暑来到凤阳小岗，颇有收获，
此行不虚。

走在小岗村的改革大道、友谊大
道上，不时遇到卖花鼓的村民，我和
同事各买了一只花鼓。我想，花鼓执
在手里，敲在手上，敲在自己想敲的
每一个地方，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啊。它是纪念，是提醒，也是无言的
砥砺和传承。

在小岗村，无一例外，我看到村
民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当
年的小岗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得益于
党和国家一系列好政策，得益于小岗
人的不懈努力，小岗大变样。如今的
小岗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第八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乡村振
兴示范村和乡村治理示范村，成功入
选全国唯一一个以村命名的国家级
农业科技园区。

小岗巨变，是凤阳乡村振兴的一
个缩影。从小岗回来，有人问我此行
的感受，我一时语塞，竟然不知用什
么词语来表达，只好重复着说：“凤阳
真是个好地方！”

凤阳是个好地方
□疏泽民（来自安徽省安庆市）

▲邓凡兰（左）和陈玉芝（右）在小岗村“当年农家”表演花鼓小锣 黄贝君/摄

▲浙商在滁州——滁州长三角（浙江）城市推介会上展示的凤阳花鼓舞 计成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