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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鼓是我国民间打击乐器中的“总指挥”。当上震云
霄、下撼心灵的大鼓擂响，人们藉此表达着思想、抒发着
情感，并欢庆胜利和丰收的喜悦。

来到泊头市齐桥镇东毛三庄村，便听到一阵阵“咚咚
咚”的鼓声。这声音是从村民张福存家传出来的。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鼓制作代表性传承人张
福存和儿子张金播正在试敲一面快要做好的大鼓。父子
俩边敲边侧耳细听，并商量着是否再把一根勒鼓的绳子
加紧些……

在这里，张家手工大鼓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200余
年。从一板一皮、到一钉一卯，他们坚持严格选材，制作出
的大鼓更是严丝合缝、质地精良、鼓声雄浑……

“我们张家祖传大鼓制作技艺，
是清朝嘉庆年间，太祖张明也从外地
迁到毛三庄村时带来的，传到我这已
经是第六代了。我年轻时跟父亲张宝
路学习做大鼓，到今天已有 40 年
了。”虽已年过花甲，张福存却依然保
持着极高的工作热情。他笑着说，“每
天都动手做大鼓，一点儿不敢懈怠，
更不会觉得累！”

我国自古注重礼仪，礼乐文化更
为礼乐之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鼓文
化自商周以来作为中国礼仪、礼乐、
礼制中独有的文化体系，得以传承发
展至今。无论皇家还是民间，凡是祭
祀祈福、民俗节庆，亦或是婚丧嫁娶、
做寿庆生，都会邀请器乐班子击鼓奏
乐。鼓，也因此成为重要活动的必备
之器。

“在古代战场上，擂响战鼓可以
振人心、提士气，所以就有这‘击鼓进

军、鸣金收兵’的规
定。”抚摸着一面大
鼓，张福存笑呵呵
地说。

张福存说，早
在清乾隆年间，毛
三庄村生产的大鼓
就 有“ 御 鼓 ”的 美
誉。据传，乾隆帝沿
运河下江南，行至
毛三庄附近，听到
岸 上 有 敲 鼓 的 声
音，便循声上岸来
到张家鼓作坊。好

客的毛三庄人为客人打了 10余套鼓
点。乾隆帝被清脆、宏亮的鼓声震撼，
大悦，顿封为“御鼓”。

在制作大鼓的院内，没有现代化
的机器。一面面大鼓从这里被制作出
来，并受到远近鼓乐队的喜爱，靠的
是艺人们手中的锤子、刀子和拉锯等
再简单不过的工具，加上他们丰富的
经验、娴熟的技法。

虽然张福存的厂子以生产大鼓
为主，但是库房里存放着的鼓却大小
不一。“这个小鼓直径6厘米，那边的
大鼓直径两米多。我做过最大的鼓是
直径两米二的。再大也能做，就是没
有那么大的牛皮了。其实，做大鼓费
劲，用工用的多，最少得六七个人踩
鼓，人少了蒙皮蒙不紧。”张福存说。

毛三庄村生产的大鼓，鼓身上下
两面的鼓皮大多用牛皮，并用密集的
钉子把皮固定在鼓身上，成为鼓的发
音体。鼓身是鼓的共鸣体，中部装有
金属制的鼓环，用以穿系鼓带或者作
为提手。

“我们张家大鼓的质量可是有口
皆碑的。古时候，老人们卖鼓时，曾经
把大鼓扔进运河里，泡半个小时后捞
上来，用鼓槌敲打声音依旧如初。”张
福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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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制作的大鼓，虽没有华丽的外表和过多的装饰，
却以声音清脆宏亮、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在我市及方圆数
百里赫赫有名，并通过网络销售到了全国各地。

“从选木材、开板、煮板、定形、绷皮、喷漆、打磨、抛光、
踩鼓等，我们手工制作一面大鼓，要经过 40多道工序。”张
福存说，“无论从选皮、选木料，还是制作鼓身、鼓面，每一
道工序都是十分严格的，都是精益求精的。”

据介绍，制鼓时需将黄牛皮经过硝皮、晒干、钻孔等处
理，再把牛皮固定在鼓壳上，用专用工具将牛皮扩张绷紧，保
证鼓的音质。其次是准备鼓身，根据鼓的大小，把木材刨成一
个个尺寸相符且弧度相同的小鼓板，将它们沿缝隙黏合到一
块，鼓面就制作而成，整个过程张弛有度。

“就拿木材处理来说，我们买上好的椿木，用电锯刨出
板来，先将木板煮软，然后再弯出弯来烤干。烤干了之后，
开始攒腔，组合成鼓身，再平口、安鼓圈、安‘鼻子’。”张福
存说，“这之后的蒙皮、踩鼓、上浆、制鼓棒等工序，都有严
格的要求。”

“蒙皮更是个技术活儿。这就需眼到、心到、手到，一点
儿也不能含糊！”张福存说。

在现场，张福存和儿子张金播、儿媳毛林知等人，分东
西南北四个方向拉开牛皮，将泡好的皮子周边用挂勾均匀
地挂牢，挂钩的另一端则挂于地勾上，再转动螺丝均匀拉
紧。当上面一切准备好后，他们启动了大鼓底部的千斤顶，
使操作台板和鼓一同升高，鼓皮被自然拉紧到一定程度。
之后，还要通过踩鼓，来调节鼓皮的松紧度。

“把鼓面绷得越紧，鼓声才更响脆。”张福存介绍，调好鼓
声后，上钉、贴装饰布、上漆、上鼓环，一个鼓就制作完成了。

为了给大鼓调音，使皮面弹性得以拉伸，张金播纵身
一跃到一个大鼓上，双脚不停地踩着大鼓。张福存则听着
声音不停地调整着大鼓外面固定架上的螺丝。在这对父子
身上，显示出来的工匠精神，与他们的
作品一样成为一种文化传承。

张家祖传大鼓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不但有纯熟的制作手艺，还要
懂得音乐、鼓谱，凭感觉和经验精心制作。

今年44岁的张金播自幼酷爱民间鼓乐。“6岁时，我就能打出整
套鼓谱，七八岁时就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作大鼓。现在，大鼓
制作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了。”谈起制鼓，文质彬彬地张金
播难掩深情。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张家大鼓，张金播和妻子毛林知通过网
络直播平台推广自家的大鼓。每天忙完了手里的活儿，夫妻俩
便迫不及待地在库房里打开手机进行直播，跟全国各地的鼓
友畅谈交流。

张金播说：“在直播间里，和这么多喜欢大鼓的人交流制
作大鼓的技艺，还给大家按鼓谱秀鼓艺，是我们两口子最快
乐的时光。”

通过直播平台，张金播也为大鼓的销售开辟了一条新的
渠道。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由于纯手工做鼓的工序繁琐、劳
动强度大、经济回报小，有很多人已经改行。齐桥镇从原有的
10多家鼓作坊，到现在只剩下张福存和张金播等极少的人
在坚守。

“爷爷的技艺特别高，名声也大。他老人家在世时，
经常有人来请教，他都耐心传授。我是在父亲的严格
传教之下，将技艺打造成熟的。”张金播说，“近些年，
泊头市和镇上给予我们很多支持和关心，这也让我
更加有信心把大鼓制作技艺坚守好、传承好。现在，
乐器队需求多，我们制作的大鼓基本上是按订单
来的。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把传承大鼓制作技
艺当成一种责任，超越了谋生的需求。”

“咚咚咚、咚咚咚……”傍晚时分，张福存家里传
出隆隆鼓声，张金播和毛林知手握着鼓槌，奏起《得胜
令》，接着，又来一段《龙凤舞》，鼓点打得激越而振奋。

那鼓声给村民们带来了欢乐与喜悦，同时，更预
示着希望和吉祥，彰显出新时代农民昂扬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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