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过境迁，如今的老城排
鼓社已不同于从前。“按理说，
老城排鼓应该是男子表演，有
劲儿、有气势，但现在社里女
性偏多。”刘国庆说，老一辈的
老城排鼓表演者年事已高，退
休的女性便成了排鼓社的主
力军。

56岁的张小琴加入老城排
鼓社已近10年。“我们退休后没
事做，就开始学敲鼓。”说起洛
阳文化的传承，她觉得有些高
深，她和好姐妹表演排鼓的目
的很简单，“把它当成一种娱乐
活动，锻炼身体，充实生活”。

眼下，刘国庆的儿子已经
熟练掌握了10套鼓谱的表演，
老城排鼓的传承没有问题，刘
国庆松了一口气，但每次一想
到剩下的20套鼓谱谁来解读，
以后的年轻人会接受老城排鼓
吗？他就心头一紧。

“我现在能做的是让老城
排鼓尽快适应社会发展，通过
各类商业、公益演出，让它‘活’
起来，起码让洛阳百姓知道老
城排鼓的存在。”刘国庆说，“老
城排鼓是来自民间的娱乐活
动，我们就要以平常心看待它，
让它在民间发扬光大。”

现在看来，张小琴的心态
或许是正确的，让老城排鼓抖
掉历史尘埃，返璞归真，重新回
归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许是延
长生命的最好办法。

听，那穿越历史的鼓声
□记者 何奕儒 文/图

58 岁的刘国庆是听着鼓声
长大的，敲鼓的人是他的父亲。
那时，他不懂父亲为啥敲鼓，父亲
敲的是什么鼓……只知道看父亲
敲鼓的人很多，自己听到鼓声就
热血沸腾。

长大后，刘国庆接过父亲的
鼓槌，成为老城排鼓第八代传承
人，挑起了传承老城排鼓的重
担。他说：“我继承的不是家族文
化，而是洛阳文化。”

这些年，刘国庆一直很忙，每
年都要带老城排鼓社的成员进行
100多场演出。

时代在改变，他试着让老城
排鼓走向市场——赚钱不是目
的，他只想维持排鼓社的运行，向
更多市民展现老城排鼓的魅力。

刘国庆是地道的老城人，从
小就听父亲讲述老城排鼓的往
事。“老城排鼓表演时阵容强大，
鼓声坚实有力，不少老洛阳人都
看过排鼓表演，但没多少人知道
它的历史。”他说，如果追溯老城
排鼓的历史，会发现它源于清代
的军营。

清代，在今洛阳老城一带驻
有一支绿营军，军队有专门的鼓
队。鼓队的鼓师离开军队后，把
战鼓的排列和击法传至民间，老
城人便有了自己的鼓队，从清代
至今鼓声未绝。

2014年，老城排鼓被列为洛
阳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成为洛阳的文化符号。

“老城排鼓社成立的时间已无
据可考，传说是由绿营出身的刘大
夫（民间称谓，其职务已不可考）建
起来的。”刘国庆介绍，从1900年
开始，老城人刘芳娃从刘大夫手中
继承衣钵，主持排鼓社。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老城排鼓社在政
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得到空前发展，
每逢洛阳举办大型文化活动，都会
邀请他们前去献艺。

洛阳的文化符号

民间“交响乐”

刘国庆的家中有两个传家宝，一
个是有100多年历史的大鼓，另一个
是流传至今的30套鼓谱。遗憾的是，
能被解读并成功演奏的鼓谱只有10
套，如《交槌》《迎宾鼓》《跑鼓》《牡丹
鼓》《长胜鼓》等。鼓谱不同，表演的队
形和击鼓方式也不同。

在刘国庆看来，老城排鼓就是洛
阳民间的“交响乐”，“几个人能表演，
几十个人也能表演”。刘国庆说，表演
乐器以鼓、镲、锣、铙、钹为主，还有火
担子、梢子棍等辅助。表演者按队形
排开，乐器齐奏，铿锵之声犹如万马奔
腾，带着原始的力量直击人的心灵。

老城排鼓不同于普通的鼓，表演
起来，不仅好听还好看。“我们要调动
全身的力量，手、脚、眼睛都要用上。”

说 完 ，
刘国庆表
演起来，先
将鼓槌在手中
翻转四圈，然后
仰头向天，用力跳
起，双脚离地时击
鼓，最后绕着鼓边跑边
敲，鼓点由疏到密，节奏
越来越快……这只是老城
排鼓花样表演的一幕。

如今，老城排鼓社有 20
面鼓，相比从前，刘国庆的表演
机会多了。“鼓用的频率高，只能
用两三年。不过，表演虽然多了，但
大家欣赏排鼓的热情没以前高了。”
他感慨道。

记忆中的骄傲3
刘国庆的老宅位于老城西大街附

近，他的父亲是老城排鼓第七代传
人。当年，老城排鼓社定期招收小学
员，能表演排鼓是不少孩子的梦想。

“当年没排练场，学生就来我家上
课。”刘国庆回忆，想表演好老城排鼓
需要时间，就算他是第八代传人，一开
始父亲也只让他敲锣，刘国庆敲鼓是
10多年后的事了。

学习老城排鼓有一套程序，要先
学锣、镲、钹、铙，最后学鼓。“孩子们搬
着板凳面对面坐着，师父坐中间。没
道具，大家用拍手、拍腿的方式模拟
打镲、击鼓。”刘国庆说，每项要练两
三年，如果你没耐心，师父会劝你放
弃学习。

刘国庆喜欢过元宵节，那些天，洛
阳城里热闹非凡，民俗节目纷纷亮
相，老城排鼓社也要演出三天。刘国
庆说：“我们常和‘南关龙’合作，他们
舞龙我们敲鼓，着实是元宵节的亮点
节目。”

闹元宵，老城排鼓社有一条专门
的表演路线，傍晚时分从老集出发，沿
西大街、东大街走到中州路，在青年宫
和西关进行定点表演，“鼓到哪儿，哪

儿就人山人海”。
你或许会疑惑，难不成要几十个

大汉抬着鼓走一路？当然不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把大鼓放到架
子车上，一辆车上放一面，一人拉车，
一人站在车上敲，一人在车下扶着鼓，
以防鼓滑下来。”刘国庆笑道，一趟走
完，大家累得够呛，他父亲总是赤膊敲
鼓，脸上挂着汗珠。

后来，有了卡车，大家不再站在架
子车上敲鼓，一辆车能装三面鼓，大家
可以尽情敲。车走得很慢，围观的人
边喊边跟着跑。刘国庆逗趣说：“那阵
势不亚于现在追星族围观偶像，观众
越欢呼，我们敲得越有劲。”

1973年，老城排鼓社迎来荣耀时
刻，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访问洛阳，刘国庆的父母接到通知，
老城排鼓社要在洛阳火车站的欢迎仪
式上表演。“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放了几
十面大鼓，很有气势。特鲁多欣赏老城
排鼓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排鼓社的人拿
出最高水平敲了十几分钟，大家的衣
服都被汗浸湿了。”刘国庆说，老城排
鼓社代表洛阳欢迎外宾，这是他们莫
大的荣耀。

老城排鼓
回归百姓生活

建安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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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庆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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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欣赏老城排
鼓表演，请扫二维码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