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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花鼓之所以能做这么好，主要是

取决于政府支持。”

2月27日，凤阳县文化馆长刘汉寿向记

者介绍了凤阳花鼓的传承。

“编辑出版《凤阳民歌集》，编创《凤阳花

鼓全书》，创编大型歌舞《鼓乡情韵》，准备修

建大剧院……”刘汉寿不停地讲未来的工

作，却很少回顾往昔的非遗故事。

确实，凤阳花鼓已成为凤阳县乃至安徽

省的文化名片，在各类汇演中，凤阳花鼓必

不可少，而演员却成了大问题。

凤阳县文化馆负责编排凤阳花鼓的史

元林告诉记者，演员大多来自高校的音乐舞

蹈专业学生，因为最终无法解决工资待遇和

编制问题，很多热爱花鼓的学生最终还是选

择去做别的行业。“毕竟不能耽误别人的正

常工作。”

滁州职业学院音乐专业学生冯可就是

一名凤阳花鼓爱好者，她所在的专业大部分

毕业生即将准备从事教师行业。

“但怎么解决被传承者的职业问题，办

个学校？放在企业里？还是办专业团体，自

负盈亏？”冯可感到困惑。

“没有一个固定的体制、带编制的团体，

为了爱好放弃正式工作，这是不现实的。”凤

阳某小学老师吴晓彤说，她和十几名好友都

是凤阳花鼓的爱好者，多次参演，但由于工

作原因，原先的十几个人只剩下五六人在参

演花鼓。

刘汉寿同样为这个问题烦恼，他说，下

一步将成立凤阳花鼓艺术团，但让人挠头的

是，如何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待遇问题。

刘汉寿介绍说，凤阳县在普及方面做出

了很多努力，比如凤阳花鼓的传承发展在

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得到延伸，形成了系统

的花鼓艺术培训网络。

据刘汉寿介绍，凤阳县还将建立一座以

凤阳花鼓为主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

馆”，集展览、培训、演艺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并建立凤阳花鼓艺术学校、凤阳花鼓艺术研

究中心等，同时建立“凤阳花鼓传承人资料

数据库”，对保护传承发展进行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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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县实验小学老师葛强凤，一个

有着18年经历的舞者。1978年出生的

她创办的“凤舞少儿艺术团”在凤阳小

有名气。

从滁州师范学校艺术班毕业后，葛

强凤被凤阳县实验小学录取，成为一名

音乐老师，开始迷上了凤阳花鼓，在陆

中和等凤阳花鼓名师的指导下，葛强凤

尝试增加凤阳花鼓的舞台表现力，将花

鼓灯与凤阳花鼓巧妙结合，又将花鼓灯

的一些鼓点和节奏融进凤阳花鼓。

作为小学老师的葛强凤很快有了

自己的想法——培养出更多的小花鼓

选手、舞蹈演员。

2004年，葛强凤创办了凤舞少儿艺

术团。

“一开始只收了不到10个学生，那

我也要教！我只是想教喜欢舞蹈的孩

子们跳舞，把自己会的都教给她们！”葛

强凤说。

慢慢地，又来了十几个学生。后来

渐渐就多了起来。无论多忙，她始终亲

自为学生授课、做示范，手把手地教他

们每一个动作。如今，“凤舞少儿艺术

团”名声越来越响亮。

葛强凤的艺术团只是凤阳花鼓普

及的一个缩影，按照凤阳县文化馆馆长

刘汉寿的说法，目前已在滁州学院、凤

阳二中、县实验小学及县示范幼儿园等

数十所学校建立了凤阳花鼓培训基地，

开展凤阳花鼓的基本功训练和表演技

巧传授培训。而凤阳县实验小学更是

把“凤阳花鼓”的普及纳入教学课程。

葛强凤和她的“凤舞少儿艺术团”

“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凤阳花鼓经

历着波折的命运。”刘汉寿告诉记者。

据记载，朱元璋登基后第二年，即

耗费巨资，用时六年之久，在他的家乡

凤阳营造一座冠绝天下的豪华都城

——“大明中都皇城”。

由于家乡人气不旺、文化不盛，朱

元璋从江南大量移民到凤阳，江南富民

中大多数为地主权贵，很不习惯淮河流

域多发的自然灾害，经常有人出逃回

乡，官府发现后很快颁布禁令，凡逃跑

者格杀勿论。所以胆小的不敢明逃，就

想方设法暗中外逃。

为蒙蔽官府，有人最初用一个竹

筒，两头蒙上羊皮，制成小鼓，又随意折

两枝树条当鼓棰，这就形成凤阳花鼓的

雏形。为了充实和完善这门艺术，他们

还自编了花鼓词，扮做讨饭者，边唱边

逃。后来，这种办法被越来越多的人仿

效，都学着唱，凤阳花鼓便繁衍开了。

传统的凤阳花鼓多为二人表演，演

唱时，一人打花鼓，一人打小锣，口唱小

调，凤阳花鼓分“唱门头”、“坐唱”两种

演唱形式。

20世纪50年代初，文艺工作者对

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增加采用了一些新

的表现手法，剔除了小锣，专用小鼓伴

奏演唱，同时根据击鼓用的鼓条特征，

将其改称为“双条鼓”。

“以前凤阳花鼓的传承和挖掘主要

依托凤阳泗州剧团，但剧团被裁撤，戏

剧不景气，如果没有国家拯救非遗的政

策，凤阳花鼓就没有今天。”刘汉寿说。

从“摇摇欲坠”到“名扬天下”

由于大量出现在各类影视剧及歌

曲中，凤阳花鼓逐渐名扬天下。但真正

得到保护，还是在2006年被国家文化

部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后。

而这一年，和凤阳花鼓相伴了40多

年的孙凤城，已经从凤阳县文化馆退休

5年。

今年62岁的孙凤城出生在凤阳县

红心镇荷塘底村，离凤阳花鼓发源地燃

灯乡仅数里之遥。

在解放前，孙凤城的祖母、母亲都

是当地出了名的花鼓女。为了填饱肚

子，孙凤城的祖母、母亲四处敲花鼓讨

饭吃。当时，4岁的孙凤城，就跟着祖

母、母亲学打花鼓。

后来，母亲跟着父亲一起参加了革

命，孙凤城也终止了乞讨生活，步入校

园。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孙凤城

突出的表演才能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

赏识和赞许。

由于对凤阳花鼓的热爱，1971年，

孙凤城成为凤阳县文工团的一员，负责

凤阳花鼓编导，从此走上了凤阳花鼓表

演、创作、辅导教学的发展之路。

2007年底，文化部向社会公布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推荐名单。孙凤城作为曲艺艺

术、具有“东方芭蕾”之美称的凤阳花鼓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入选。

传承人四岁讨饭学打凤阳花鼓

文化名片传承下的
体制困境

“国家级60个，省级273个，市

一级641个”，翻看非遗保护名录，

安徽无疑是资源大省。

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非遗保

护上做了很多努力，但一个“老问题”

却无法回避：一边看着传承人年迈，

一边没有年轻人愿意学……非遗保

护已经成了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战”。

如何破解“非遗”传承与发展之

困？本报记者日前对多个国家级

“非遗”项目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今

日起推出“非遗之困”系列报道。

非遗“黑马”受困人才瓶颈
凤阳花鼓：解决不了编制和工资问题，面临后继乏人

从摇摇欲坠到名扬四海，凤阳花鼓在安徽众多国家级非遗名录里，异军突起，

如黑马一般遥遥在前。

或许是占有欢庆歌舞表演的“优越基因”，其普及力与推广力得以升华。

凤阳花鼓的突围，似乎为其它非遗项目提供了未来的发展经验，但它得益于政

府的大力支持，却始终困于体制中。

凤阳一小学老师在教孩子们表演凤阳花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