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咚咚咚、咚咚咚……”3月
17日晚上8点，任丘市北汉乡前
桐梨村又响起气势磅礴的鼓声。

村民李玉和同伴们正围着
一面直径约为 1.8米的大鼓，挥
动鼓槌，配以镲、铛铛等传统民
间乐器，将任丘大鼓的雄浑与豪
放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玉参加了3月9日的全国
鼓王大会。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她仍很激动。当时，她与任丘的
30 多名鼓手一起参加展演，老
中青三代，敲出了喜悦，敲出了
气势。

女鼓手带着15岁儿子“上阵”

3月9日，“春到万家——全
国鼓王大会”集中展演活动在石
家庄举行。由 38名鼓手组成的
任丘大鼓队精彩亮相，与其他
12支代表队一起为观众献上了
一道文化大餐。

任丘大鼓体积大，鼓面直
径约 2 米，用整张黄牛皮精制
而成，用铁钉 1600 余枚。任丘
大 鼓 鼓 重 音 厚 ，当 大 鼓 擂 动
时，声如狮吼龙吟，势如万马
齐奔。

当天，来自任丘的鼓手们服
装整齐，精神抖擞。连身转、下蹲
转、马步跳跃等高难度动作让人
赞叹不已，恣意飞扬的无限张力
令人热血沸腾。

一曲终了，鼓手们仍意犹未
尽。“我儿子跟我说，太激动了，
他还没敲过瘾呢。”李玉说。

李玉和儿子李少博都是参
加全国鼓王大会任丘大鼓队的
成员。李玉敲鼓，李少博打镲。虽
然分工不同，但母子俩都格外兴
奋。

李玉，今年 37岁，“鼓龄”已
有 10年。她曾和其他鼓手将任
丘大鼓带到了央视的舞台上。

“我初学鼓时，村里有几位五六
十岁的女鼓手。她们手把手教我
识鼓谱，敲大鼓。”李玉说，逐渐
地她也能上手敲大鼓了。

李少博小时候就跟着李玉去
敲大鼓，对大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7岁时，他便跟着李玉等人学习。

李玉敲大鼓时，李少博和其
他孩子就在一旁用鼓槌或树枝
敲轮胎，记鼓谱，练节奏。

大鼓被架子架起来有 1 米
多高。当时，年龄小的李少博就
站在板凳上去敲。

李少博和一些孩子敲大鼓
时，李玉等人就会为孩子们打
镲、敲铛铛等。而李玉等人敲鼓
时，李少博等人又会给他们配
乐。

“敲大鼓很带劲，会让人上
瘾。每次敲完鼓，我就感觉神清
气爽。有村民说，‘有段时间听不
到你们敲鼓，吃饭都不香了’。而
敲大鼓也成了我和儿子之间最
好的亲子活动。”李玉说，有时在
家里，她会和儿子一起拍大腿、
拍桌子，练习鼓谱。

38岁的吴艺芳和15岁的李
俊默也是这支任丘大鼓队中的
一对母子。他们和李玉是邻居，
平时经常一起训练。

两年前，前桐梨村利用假期
时间，组织人们学习敲大鼓。吴
艺芳也加入其中。

吴艺芳说：“我是在儿子李
俊默的带动下学习敲大鼓的。李
俊默从七八岁开始学敲大鼓，我
经常在一旁看、听。那厚重的鼓
声让人心潮澎湃。”

“看别人敲大鼓和自己上手
敲大鼓，感受是不一样的。”吴艺
芳说，自己敲，能释放压力。一段
大鼓敲下来，会让人畅快无比。

这次吴艺芳去参加全国鼓王
大会，心里有一定的压力，担心会
出错误。李俊默还鼓励母亲，放开
了，尽情去享受大鼓的乐趣就行。

在这届全国鼓王大会上，李
玉、吴艺芳等 6名女鼓手共同敲
响一面大鼓。

随着渐入佳境，吴艺芳早没
有了忐忑，有的只是激情。

鼓王大会上
的“夫妻档”

在这支任丘大鼓队里有母
子也有夫妻。刘亚娟和李志就是
一对夫妻。

“去参加全国鼓王大会时，
我们敲出的是我家三代人的
心声。”今年 45岁的刘亚娟说。

刘亚娟的公公喜欢敲大鼓，
年轻时就经常在村委会和别人
一起敲大鼓。刘亚娟和丈夫李志
同样为任丘大鼓着迷。耳濡目染
下，刘亚娟的两个儿子也喜欢上
了敲大鼓。

刘亚娟的家位于村边，一家
三代人又非常喜欢敲大鼓，村里
便将一面大鼓放在了她的家中。

刘亚娟和丈夫李志细心地
保管着这面大鼓。闲暇时，刘
亚娟的家中总会聚集很多村
民。敲鼓的、看鼓的……一群
人都乐呵呵的。

“敲大鼓是一个集体活动，
人少了根本玩不起来。”刘亚娟
说，任丘大鼓个儿大，可由多人
同时敲击。

刘亚娟说，我们村大鼓队

队长克联合会组织大家训练，
或在群里发鼓谱，让大家练习。
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学习敲大
鼓，现在村大鼓队成员也越来
越年轻化。

任丘大鼓敲起来很耗体力。
来敲鼓的人多，大家就轮替着
敲。他们经常会在户外敲大鼓，
可到了冬天，户外天气寒冷，他
们就“转战”到刘亚娟家的车间
里。

这次去参加全国鼓王大会，
刘亚娟和李志出发前，家人就对
他们说，你们好好敲，敲出任丘
大鼓的精气神。“我们家三代人
对任丘大鼓都有很深的感情。有
时，我们也会三代人一起敲任丘
大鼓。这就是一种传承吧。”刘亚
娟说。

在全国鼓王大会现场，克联
合为大家拍摄了很多视频发到
了微信群中。刘亚娟把视频下载
下来，分享给家人看。

“敲大鼓需要
团队配合”

任丘大鼓源于明万历年间，
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起
初，任丘大鼓是受宋代“梁红玉
击鼓抗金兵”的启示而孕生。后
来任丘大鼓逐步演变成逢年过

节、丰收之后表达喜悦心情的庆
典方式。

任丘大鼓为欢乐之鼓、神
奇之鼓、和谐之鼓、雄风之鼓。
2006 年，任丘大鼓被列入河北
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名录。

任丘市文化馆馆长金洁告
诉记者，任丘大鼓讲究协调得
当。当大鼓进入状态时，佐以
镲、铛铛等传统民间器乐随之
合拍，更加烘托出大鼓的雷霆
之韵、雄浑之情、奔放之趣、整
体之美。

66岁的李连生是这支任丘大
鼓队中最年长的一位成员。李连生
家住任丘市辛中驿镇前台基寺村，
从12岁开始学敲大鼓、铛铛等。

随着练习，李连生对节奏的
把握越来越强。他敲铛铛时，干
脆不拖泥带水。在很多活动中，
他负责敲铛铛。因为敲铛铛的技
艺不错，他还被附近的鼓手称为

“铛铛王”。
这次去参加全国鼓王大会，

李连生成为敲铛铛人员之一。
“铛铛是铜制的，别看体积小，但
声音清脆，极具穿透力，它与鼓
声要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敲大鼓需要团队配合。”35
岁的女鼓手李骞骞说。李骞骞从
小学习敲鼓，技术还不错，心理
素质也强。

李骞骞的手上有两个伤口，

是敲鼓造成的。李骞骞告诉记
者，很多鼓手手上都有这样的伤
口，“很多时候，他们敲鼓尽兴
时，伤口流出了血，血迹留在了
大鼓上，自己都不知道。”

不管工作多忙，到了村里集
中训练的时候，她都会抽时间去
参加。“不练习，就怕跟不上了。”
李骞骞说，平时，她也会带动身
边的朋友去敲大鼓。大家相互配
合，让鼓声、动作更加协调。

90后女鼓手卢伟藏练习敲鼓
两年，从一开始怕学不会丢人，到
现在敲鼓时自信满满。

女鼓手张宪为了和大家配
合更默契，除了一起练习敲鼓，
还趁工作不忙时，在办公室里用
笔敲桌子练习。

……
当天，他们不仅亮相全国鼓王

大会，还参加了文化惠民演出。
鼓声、呐喊声震耳欲聋。他

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强烈
的感染力让周围的观众们也陶
醉其中。有观众说，这大鼓，听起
来真带劲。

直到中午12点半，任丘大鼓
队才结束了表演。当时，他们已经
很累了，可是心里却格外满足。

免费教 促传承

“自从得知要参加全国鼓
王大会，我们就开始挑选鼓手。
一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将付家
村、前桐梨村、前台基寺村等村
的部分鼓手组织了起来。他们
中有不少曾跟我学过敲大鼓，
技术不错。我们经常在一起敲
大鼓，配合也默契。”56 岁的崔
德路说。

崔德路是任丘市石门桥镇
付家村人，任丘市级非遗任丘大
鼓代表性传承人。他 11岁便开
始跟着村里的鼓手们学敲大鼓。
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

多年前，有人找到崔德路学
习敲大鼓。崔德路也不吝啬，免
费教。任丘大鼓从鼓槌的舞动，
敲击的位置、力度，到鼓手之间
的相互配合、轮转换位都有讲
究。崔德路认真地教他们。这些
年，除了任丘的大鼓爱好者，还
有肃宁、河间等地的大鼓爱好者
跟他学习。

“在全国鼓王大会上，和我
一起敲一面大鼓的 5名男队员
都跟我学过。”崔德路说，平时不
忙时，他们也会将大鼓带到宽
阔、不扰民的地方去敲。他们还
会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这次参加全国鼓王大会，
崔 德 路 感 觉 不 错 。大 家 配 合
很 默 契 ，现 场 的 观 众 也 非 常
热情。有队员对崔德路说，有
机会他们还来参加这样的活
动。

“参加全国鼓王大会的这支
队伍成员涵盖了老中青不同年
龄段。这些鼓手对任丘大鼓都心
存热爱，也在为任丘大鼓的传承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任丘大鼓作
为河北省级非遗，经过一代一代
人的努力不断传承。如今，越来
越多的孩子会利用假期去学习
任丘大鼓，这让我们感到很欣
慰。”金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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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鼓王大会上，来自任丘的30多名鼓手铆足劲，敲出了喜悦，敲出了气
势。他们中有师徒，有夫妻，有母子……

鼓手
本报记者 李小贤

任丘大鼓现身全国鼓王大会任丘大鼓现身全国鼓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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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
出租

三里家园2号商业楼1-4层近4000平方米商铺欲整体出租，
有电梯，交通方便，位置优越，门前有大型停车场，可经营宾馆、饭店等，
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903172827贾先生 15713276880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