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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二十秒，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多么短暂的一
瞬间，仿佛是流星划过，又如雨后彩虹般转瞬即逝。

然而，它又是那么震撼人心。它凝固成一首史
诗，一曲交响乐，一座丰碑，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伴随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优美欢快
的旋律，一千名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汉子出现在天
安门广场。他们那宽大的脸庞被高原烈日晒得如同
高粱一样黝黑，流淌着汗珠儿的脸如同那布满道道
沟壑的黄土地。他们分别腰挎一只牛皮腰鼓，挥舞
着彩绸。

“腰鼓百面如春雷”，这是苏轼的诗句。而这位
杰出的诗人绝对没有想到，近一千年之后，千面腰鼓
舞过天安门，是何等辉煌、壮观，体现出我们民族昂
扬奋进的精神。

那是200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的群众游行表
演中，安塞千人腰鼓方阵舞过了天安门。

从 1951年 10月，安塞 16名腰鼓手赴京参加庆
国庆两周年演出，到1999年国庆50周年、2009年国

庆 60周年、2019年国庆 70周年，安塞腰鼓均参加了庆
国庆的盛大演出，为祖国的巨大变化奏出了时代强音。

1990年9月22日，425名安塞腰鼓手参加中国政府
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运动会，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

“相聚在北京”大型文艺演出；1997年 9月，安塞腰鼓参
加了香港回归庆典演出；1999年 9月，安塞腰鼓参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次城市运动会开幕式表演；2021
年9月，安塞腰鼓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
运动会开幕式演出。从 1990年以来，安塞腰鼓先后 40
余次参加全国性的大型活动演出，展现了东方古老民族
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奋进精神。

除此之外，安塞腰鼓还先后赴德国、泰国、意大利、
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参加对外文化交流演出，
彰显包容开放的文化自信。

从 1942年安塞腰鼓在延安枣园给中央领导拜年，
安塞腰鼓伴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开放，参加了重要的庆典演出，见证了百年来中
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曲折历程。安塞腰
鼓那奋进的舞姿，不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吗？

千面腰鼓舞过天安门

鼓舞盛世，舞出美好明天

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安塞腰鼓形成了刚劲激
昂、剽悍豪放、气势磅礴、深厚庄重、铿锵有力、威猛
刚烈、流畅飘逸等艺术特点。鼓手们表演起来有“能
劲、狠劲、蛮劲、猛劲、虎劲”，这“五劲”高度概括了安
塞腰鼓的艺术特点。

2000年 4月，安塞腰鼓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在无
锡举办的“中华鼓王”大赛，获“中华鼓王”称号。

民间的，就是民族的。安塞腰鼓所展现的，是来自
于大地纯朴厚重的原始力量，是蕴藏于民间火与力的活
力迸发，是张扬着坚韧与自强的精神内涵。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安塞腰鼓在新时代舞出新风采，
舞出美好明天，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安塞腰鼓鼓舞盛世
的价值所在。

“一群茂腾腾的后生。他们的身后是一片高粱
地。他们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

这句话出自著名散文家刘成章的散文名篇《安
塞腰鼓》。刘成章是延安人，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
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他创作的散文《安塞腰鼓》
发表于《人民日报》，并获鲁迅文学奖，被选入《中国
当代散文精华》，入选初中语文课本。

安塞腰鼓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能随着作家的作
品入选中学生语文课本，这在整个陕北民间艺术中
应该说是少有的。也正是由于刘成章的散文《安塞
腰鼓》，使安塞腰鼓在青少年中得到较广泛的普及，
增加了青少年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

同样让安塞腰鼓名扬四海的，是电影《黄土地》。

1984年 3月，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和张艺谋来到安
塞。150名被高原烈日晒黑了脸的黄土地汉子打起腰
鼓，如万马奔腾过草原，如滚滚黄河一泻千里，阵阵春
雷激荡于山谷大地，那是黄河流域古老艺术蕴藏的巨
大活力和雄浑之势。著名作家高建群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声震海内外，给中国的舞蹈艺术带来崇高荣誉的
安塞腰鼓是这样。西部电影的开山之作，电影《黄土
地》的拍摄场景，就是在安塞。”

据说，《黄土地》摄制组的同志们在黄土山梁上
拍摄完踢踏起滚滚黄土席卷而来的腰鼓雄风，激动
得热泪盈眶。

西部电影，因为《黄土地》，因为安塞腰鼓，而给
广大影视剧带来巨大的震撼。

一篇散文与一部电影

鼓，在中国远古时期就已经产生，是一种击打乐
器。关于安塞腰鼓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其中，起
源于战争的观点，人们相对比较认同。据专家考证，
安塞腰鼓约起源于秦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秦时，安塞处于边关。腰鼓如同刀枪弓箭一样，
是战斗中必不可少的装备。每当遇到敌人突袭时，
击鼓报警；当作战失利时，鸣鼓告急，请求救援；当两
军对峙、对垒交锋时，击鼓以鼓舞士气；当作战胜利
时，击鼓以庆贺。

由于缺乏一定的史料支持和实物考证，安塞
腰鼓起源于秦代，尚不能形成一致的观点。但是，
1989年，在安塞县招安镇岳中庄村出土的“安塞
腰鼓”宋代画像砖，却从文物考古学的角度证实，

安塞腰鼓在宋代已经成为安塞非常普遍的一种民
间艺术，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画像砖现陈
列于安塞区文化文物馆。岳中庄村处于安塞杏子
河流域，为延河上游支流。这一带黄土绵延，雨水
丰沛，农耕时代适宜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的繁衍生
息，因而为当时的民间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
件。据参与出土画像砖的谢妮娅说，当时出土的
画像砖比较多，在一处宋代古墓较多的山坡上，挖
出了好多画像砖，是他骑着自行车，将画像砖运回
文物管理单位的。

画像石上的腰鼓表演者动作粗犷有力，造型舒
展潇洒、生动活泼，极富韵律美和节奏感，对研究安
塞腰鼓的发展提供了准确的文物资料。

宋代腰鼓画像砖

鼓，与革命结合是如此紧密。在风起云涌的革
命战争年代，安塞腰鼓在解放区演出，用以激励士
气、欢庆胜利。没有哪一种鼓能像安塞腰鼓这样，发
挥艺术为民族独立和自由的鼓舞作用。

1951年10月，安塞县冯家营村农民腰鼓手蔡维
杰、郭家峁村农民鼓手曹怀荣背着腰鼓步行 52天，
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
周年演出。蔡维杰出生于民国时期。他生前讲，他
的祖父、父亲都会打腰鼓。

1991年，贵州作家汤保华来安塞采访老腰鼓手
蔡维杰，创作了以安塞腰鼓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乾坤
鼓》，发表于1992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曹怀荣
于2018年去世，生前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后，当时，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到安塞
采风，被安塞腰鼓所吸引。据蔡维杰讲，以前安塞
腰鼓的服饰，是“盔缨马刷，战巾战袍”，类似于今
天看到的古代戏曲中杂耍武生的形象。鲁艺的文
艺工作者对安塞腰鼓的服饰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改
造，白羊肚手巾，羊皮马甲，接近于民间秧歌服饰，
使腰鼓在宣传新思想、鼓舞革命士气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此后，腰鼓在陕甘宁边区被广泛普及，好多演出
中都能看到腰鼓表演。后来，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
安塞腰鼓打遍大江南北，被誉为“欢庆腰鼓”“胜利腰
鼓”，我们现在可以从解放战争时期拍摄的影像资料
中，看到安塞腰鼓表演的场景。

欢庆腰鼓与胜利腰鼓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入首批名录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共518项，其中，民间舞蹈类有41项，安塞腰鼓为其中之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安塞腰鼓名列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是毋需置疑的。那么，在黄河

流域的民间文化中，安塞腰鼓是怎样凸显其地位和作用的？它有着怎样的前世与今生？它对

未来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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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安塞腰鼓， 出美好明天
米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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