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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声响亮的锣鼓，促烈清
壮、缓急抑扬；一张张淳朴的脸庞，
笑逐颜开、喜气洋洋。敲打起手中
的锣、鼓、镲、铛、铙、钟等乐器，鼓
声隆隆，沉稳而浩大，锣声锵锵，热
烈而有力。

在东光县东光镇徐庄村非遗
传承基地，20多名身着红色衣裤
的村民组成的锣鼓队，整齐有序地
举着各自乐器，站位、穿花表演，锣
鼓声传递出的饱满情绪，和舞蹈表
演交织融汇、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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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描 二 维
码，了解观州锣
鼓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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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余年代代传3

朱观峰仔细地擦拭自制的乐器朱观峰仔细地擦拭自制的乐器

观州锣鼓是流观州锣鼓是流
传于大运河两岸传于大运河两岸、、东光东光

县一带县一带、、极富民族和地域极富民族和地域
特色的打击乐特色的打击乐。。

20192019 年年，，观州锣鼓观州锣鼓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化遗产名录。。

观州锣鼓观州锣鼓

在现场看到的每一首观州锣鼓代表作，
都尽显音域宽广、深厚、高亢的艺术风格，带
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域特点，加上
巨大的锣鼓声和村民们的活泼可爱的表演，
可谓震撼大地、气势磅礴、耐人寻味。

“东光古称观州。观州锣鼓的历史可上溯
到清中晚期或更早，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至少
已经传承了200多年了。它已经深入东光人的
骨髓。”省级非遗观州锣鼓代表性传承人朱观
峰说，“每逢重大节日，都会有我们锣鼓队热
火朝天的表演。”

据悉，观州锣鼓以古本《锣鼓经》为基础，
经历代传承人不断加工改造、创新丰富而来。
艺人们运用鼓、锣、铙、钱、铃、钟、梆子、木鱼、
手锣、磬、沙锤等打击乐器，通过单独演奏或
配合演奏的形式，来表达各种生活情趣。

观州锣鼓的乐器种类繁多、样式各异、内
容丰富。

在朱观峰家的一个房间内，一整面墙上
挂着鼓谱歌诀、另一整面墙上则挂着 30余个
种类、上百件乐器，其中有他的爷爷朱震天传
下来的、已有 200多年的铜铛子，还有他自己
创新制作的各种铜制和木制乐器。

一个鸡翅木的小板凳，在凳面上掏几个
洞，用木槌敲打便能发出清脆的响声；把一块
香椿木锯成板，再将一个侧面做成锯齿状，既
能像木鱼那样敲打、又能在锯齿一侧滑动发
出声音……在这些乐器上，还系有挂坠和龙
头，表演起来颇有动感。

在一间南房里，朱观峰制作乐器用的电
钻、电刨子、电锯等各类工具，也是一应俱全。

“现在年纪大了，有的是时间，闲着没事就
喜欢为锣鼓队研究制作乐器。”朱观峰笑着说。

如今，68岁的朱观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
都倾注在了传承观州锣鼓这一技艺上。

观州锣鼓乐器虽多，人们也都能依照世代
传下来的口诀习练着。“鼓能打出多种音，高低
长短点按闷，咕噜噜嘟碌碌，弹抖单双飘波
音……”这是朱观峰整理编写的《司鼓歌诀》，
还有《持铙口诀》《持槌口诀》《综合歌诀》等。

“我们现在保存的古曲谱30多套，其中有
流传了上千年的传统曲目《天地通》《家兴通》

《万古谣》……”朱观峰说，“还有‘文场’‘武场’
曲目。文武场，俗称‘文吵子’‘武吵子’。”

观州锣鼓以民间生活场景为原型的曲目
有“大斗鸡”“小斗鸡”“句句双”“大四绕”“小
四绕”等，称为“文场”。以冷兵器时代为背景，
体现兵争格斗场景的曲目有“海潮”“龙摆尾”

“猛虎出洞”等，称为“武场”。
“观州锣鼓虽据传来自道教，但从流传的

曲目和使用的乐器上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
是受兵家、道家、儒家、佛家等影响，再综合了
戏剧特点形成的。”朱观峰说。

在表演时，演员们既能演奏传统曲目和文、
武场，还能为秧歌、高跷、狮舞、落子等伴奏。

“就说套子中的帽子吧，敲起来是这样
的，嚓咣咣嚓咣、嚓咣咣嚓咣、嚓咣咣、嚓咣
咣……嚓咣嚓咣嚓、咣嚓咣嚓咣咣嚓。这种
敲法是很有激情的。”朱观峰说。

经一代代传人口传心授，加之近年来朱
观峰和徒弟刘国栋的提炼加工，观州锣鼓不
仅越来越广受好评，更极大地丰富了文艺百
花园。

豪放粗犷、具有穿透力的观州锣鼓，是东
光县的农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产生的
独具特色打击乐表演。

“观州锣鼓有据可考的是，晚清时王校店
村精通道家法事音乐的锣鼓艺人王传芳，把
这门艺术传授给连镇王新建村的王世伦。民
国年间，王世伦传授给了王书朋和我的曾祖
父朱震天。曾祖父又传给了我的祖父朱云堂、
父亲朱家明。我的技艺既有家传，还有跟南皮
县寨子镇张厚信师父学习，以及四处求教掌
握的。”朱观峰介绍。

一度，人们对观州锣鼓表演的需求越来
越少，逐渐让这些热闹非凡的乐器，冷淡了下
来。朱观峰并不甘心让有着悠久历史的观州
锣鼓衰落下去，每逢农闲时节，他总要约上村
民们一起排练，以防手里的活儿生疏。

2006年，朱观峰成立了观州锣鼓队，如今
有100多名男女队员。他们当中有不惑之年的
赵中兴、马秀杰，有花甲之年的王锦秀、李凤
强，更有有古稀之年的马艳江、鲁东来。近年
来，观州锣鼓队得到县委、县政府，以及县文
旅局和镇里的大力支持。

每逢节庆日，十里八乡都来邀请观州锣
鼓队去演出。队员不仅统一服装，连锣、鼓、
镲、铛等乐器也以彩绸装饰。大家虽然忙得不
亦乐乎，但是内心格外愉悦。

观州锣鼓的鼓谱，不依靠文字记载，单单凭
借口耳相传。如今，刘国栋在掌握了曲谱和技艺
后，协助朱观峰创办了“东光县观州锣鼓培训人
传承保护基地”。师徒二人搜集整理了近百套鼓
谱、撰写了《韵味锣鼓》《观州锣鼓经》等。同时，努
力推动观州锣鼓进乡村、进校园活动。

悠悠大运河，潺潺长流水。观州锣鼓就随
着流水敲响了数百年。

如今，当朱观峰和他的队员们，又抡起槌
儿、敲起钗，打击韵味、打出感情时，不禁令人
感叹那徐缓时如潺潺流水、急骤似大浪奔腾、
轻敲如鸾铃叮当、重击似霹雳轰鸣的观州锣
鼓，在讴歌人们新生活的同时，也体现出文化
传承的重要。

离开村子时，那锣鼓声依然不绝于耳。同时
在耳边回响的还有朱观峰的话：“我特别希望和
热爱观州锣鼓的人们一起，恢复那些已失传的
锣鼓音乐，也盼望年轻人加入到队伍里来！”

观州大鼓观州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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