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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态”视域下常德九澧渔鼓的传承价值 

苏振华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常德九澧渔鼓是一种以湘西北地域语言为基础的民间说唱音乐形式，其作为湖南地方传统戏曲的突出代表，是远
古文化的“活态”承载，是民俗文化的“活态”守护，是大众文化的“活态”引领；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以“说唱”而非“说教”

的表现形式，在楚俗巫风的承载、本土文化的守护及大众文化的传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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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态”最早出现在梁启超的史学著述中。它
在汉语语境中存在的历史并不长，对“活态”的定义

也因著述者论述角度的差异性而有所区别。集美

图书馆的李泽文先生认为，“活态”是“以人为载

体，高度依赖于语境及社会、自然环境空间的人类

活动结晶，是一种活的文化形态，具有极强的活态

性、本土性、民族性、传承性特征。”［１］基于上述观

点，笔者认为，地方传统戏曲“博物馆”式的保护，不

能适应多元文化碰撞下的文化特色内容的发展需

求，而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

的本土文化固守与大众文化传播才是文化“活态”

的鲜活体现。

常德九澧渔鼓是２００６年被列入湖南省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地方戏曲。它始称“乓

乓”，相传其起源与常德临澧流传的纪念楚国辞赋

家宋玉的“击竹吟唱”活动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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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华：“活态”视域下常德九澧渔鼓的传承价值

“非遗有其活的灵魂，即创生并传承它的那个

民族 （族群）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成的特

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集中体现为共同信仰和

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２］据《安福县志》《澧州旧

志》《湖南通志》记载，公元前２２０年，著名辞赋家宋
玉被楚襄王放逐到了现湖南省临澧县望城乡的宋

玉村。在此期间，宋玉因杏坛施教，使临澧当地民

众受益而被尊崇。至今，临澧地域流传着《宋玉魂

惩赵美人》《天葬忠魂悼宋玉》《宋玉托梦劝学》《宋

玉显灵助“八樵”》等故事，宋玉村尚存着宋玉城、

宋玉墓、看花山等遗迹遗址。

据传，在宋玉过世后，当地人念其功德，有弟子

取楠竹锯断、打通内节后，“击竹吟唱”对其进行缅

怀。因敲击竹筒时发出“乓乓”的声响而称之为打

“乓乓”。唐初，“乓乓”的形制开始演变：中通的竹

节，其一端用猪板油膜蒙住；多人的“击竹吟唱”改

为由一人敲击吟唱的方式。由于改良后竹筒发出

的声响近似于鼓声，且其多为当地渔人在闲暇时集

聚放歌以自娱自乐，故称之为渔鼓。渔鼓成形于唐

代，成熟于民末清初，流行于澧水流域（澧水流域又

有“九澧”之称，九澧就是澧水与八条支流，即温水、

渫水、黄水、茹水、道水、水、澹水、涔水），故被称

之“九澧渔鼓”。

据考，九澧渔鼓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艺

人嗓音条件、传统唱本处理的差异性、对它曲种唱

腔的不自觉糅合、即兴性创作等的影响，自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始，逐渐形成了李国元、苏文昭、李启正、江
用弟等传承谱系，涌现出以金行文、颜昌春等为代

表的九澧渔鼓传人。

　　一　远古文化的“活态”承载

“地方民族剧种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文

化背景下，经过生活在这一个地域环境内的各民族

群众不断创造和积累而形成的。”［３］在战国时期常

德澧水流域属于楚国领地。据著名楚辞研究者王

逸撰文分析：“昔楚国南郑之邑，沉湘之间，其俗信

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４］当时的楚

国，崇歌舞、尚巫风，因而歌舞与祭祀是楚人生活不

可或缺的内容。

（一）楚文化痕迹

九澧渔鼓的唱词讲究格律严谨、章句整齐、对仗

工整。唱本与天津快板等曲艺只求上下句对韵不

同，它在韵律上讲究一韵到底。当然，其在后期实践

过程中也有创新，特别是历史背景题材及篇幅较长

的唱本会有所创新，但仍保持较长一段唱腔后才能

出现变韵的传统。唱词常用韵有“天”“地”“人”

“和”“豺”“狼”“虎”“豹”“红”“花”“绿”“黑”１２个。
如老艺人郝书岐、徐亮楚凭记忆录写下来的《十二字

公文》：“秦始皇，筑长城 ／统一文字度量衡 ／刘备关
张三结义 ／曹操孙权并相争 ／刘备三次请孔明 ／用
火攻，破曹兵 ／关公兵败走麦城 ／玉泉山上显威灵／
刘备托孤白帝城 ／七擒孟获逞才能。”［５］７４这属“人”
字韵。此外，唱词结构上还存在数列、对比、起承转

合及循环等形式。与楚辞、汉赋比较，九澧渔鼓“活

态”承载楚文化的迹象更明显。

（二）巫文化特点

九澧渔鼓流行区域是汉族和土家族的聚居地，

巫文化影响源远流长。现在仍然流存的风俗有：年

轻人相亲要“看日子”，婚前要“合八字”，婚后求

“送子观音”，小孩出生后要“洗三”“抓周”；建房要

“看风水”“择吉日”；小孩生病了请巫师“招魂”“驱

鬼”，“用桃枝打鬼”等，这些传统习俗就是巫文化

的体现。巫文化盛行的土家族认为，人的死亡是其

在当下世界生命的结束，同时又是其在另一空间新

生命的开始。因此，在族人死后，族民要在灵堂边

唱边舞，以喜寄哀。他们这种通宵达旦跳丧舞以抚

慰亡者灵魂的古老习俗，属于典型的巫文化表现。

据九澧渔鼓老艺人们介绍，在渔鼓传统曲目表

演前首唱的“开篇”与土家族舞蹈《跳丧舞》的“开

歌”内容大致相同，以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为主。

如渔鼓的“开篇”内容为：“盘古开天，才有天皇地

皇人黄。那时一无屋宇，二无房梁。但天下太平，

人畜兴旺。哪知天降洪水，万国九州，一片汪洋。

伏羲女娲娘娘，兄妹在瓜中躲藏。洪水消退，百姓

全部死亡。金龟仙人做媒，兄妹婚配成双。繁衍后

代，地久天长。”［５］６８土家族丧歌《盘古出世歌》的内

容：“混沌初开出盘古，浑身一丈二尺五，手持开天

辟地斧，劈开中央戊己土，人凭天地号三皇，天皇地

皇与人黄”［６］。与丧歌《姊妹相合生后人》中“龟蛇

相合生黄龙，姊妹相合生后人”［６］的唱词比较，其内

容近似，可见九澧渔鼓已融汇浓重的土家巫风遗

存。另据九澧渔鼓源于纪念宋玉的功德而产生的

记载，以及它在祭祀仪式中已被广泛运用的事实，

能多维度证实九澧渔鼓艺术确已“活态”承载巫

文化。

　　二　民俗文化的“活态”守护

传统九澧渔鼓的伴奏乐器由渔鼓筒、小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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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钹）、简板（又称云板）及签子（多用一根筷子）组

成，体积小，易携带。艺人除在婚、葬等“红白喜

事”，端午、春节等传统节日演出外，还常在茶馆酒

楼、田边地头、工地厂矿等公众场合表演。表演内

容以“忠”“孝”“廉”“义”主题或具有历史背景题

材的唱本为主，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活态守护。表

演时，艺人左臂抱渔鼓筒斜于胸前，左手持小镲和

简板；右手拇指与食指夹签子敲打小镲，其余３根
手指敲击渔鼓筒的下方鼓膜，配合简板，发出“嘭”

“嚓”声，并辅以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同一演员

既要表现正面人物，又要表现反面人物；既要充当

男性角色，又要充当女性角色；既要演老人，又要演

青年人和孩子等等。同时，还要不时地加入客观的

叙述和评价。”［７］４７是典型的“说唱”而非“说教”的

“一人多角”的艺术表演形式。

（一）地方语言的运用

“所有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曲艺形式及其表演，

都是基于当地地方和民族的语言与方言来进行艺

术体现的。”［８］九澧渔鼓使用湘西北地域方言进行

表演，群众基础广泛，地域特色明显。

《安安送米》源自明传奇《跃鲤记》，最早见于

《后汉书·列女传·姜诗妻传》。《跃鲤记》在全国

各地以各种形式广为流传，并被各地方剧种不断改

编、移植、搬演，如川剧高腔《三孝记》、汉剧高腔

《三孝堂》等。在九澧渔鼓传统剧目《安安送米》中

的唱词“三春不是好东西／在家偷东又偷西 ／背着
娘还杀鸡吃／鸡毛倒在茅坑里”［５］９５，是邱娘诬陷安
安的母亲庞三春的情景写真。邱娘诬陷庞三春的

人品不行，经常把家中的财物偷出去，有时还瞒着

婆婆，私自宰杀鸡后自己偷偷吃，并把鸡毛倒在厕

所里面，以防被发现。唱本中“东西”（指“人”，澧

水流域一带“西”读“ｘｉ”）、“背着”（指“瞒着”，澧
水流域一带“着”读“ｄｏｕ”）、“茅坑”（指“厕所”，澧
水流域一带“里”读“ｌｉ”），及“只因为娘挂牵你／为
娘看了才落意”［５］９７的“为娘”（指“母亲”）、“挂牵”

（指“想念”）、“落意”（指“放心”）等唱词，就是典

型的湘西北方言。唱词七字一句，用韵统一，形象

贴切，琅琅上口。邱娘、庞三春等人物性格的刻画，

在“一人多角”的“说唱”间无痕完成。

（二）民风民俗的宣扬

常德临澧历来有尊“孔”、崇“文”、重“孝”的传

统。这里留存有清代供奉孔子神位文庙的记载，诞

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林伯渠以及著名作家

丁玲；这里有遗存的龙池书院、道源书院、道水书院

和九辩书院遗址；这里流传着楚大夫申鸣取义报

国、舍身全孝的故事及丁兰刻木补孝侍母的传说

等，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这里有着淳朴之民风。

现澧水流域一带，特别在农村，当遭遇天灾、人祸、

疾病时，仍有去城隍庙求雨、求药等习惯；家有喜

事，如老人寿诞、小儿祝米、建屋上梁时，还流行打

渔鼓的习俗。

在经改编的九澧渔鼓传统曲目《安安送米》中，

诉述了安安的母亲庞三春非常贤惠，对婆母十分孝

敬，由于其婆母受到邻居邱娘（婆母的干女儿）的挑

唆，在没有明辨是非的前提下，胁迫儿子姜诗（安安

的父亲）把其妻子庞三春赶出了家门。在此情形

下，贤惠的庞三春没有责难丈夫，而是借居在邻近

的庵堂，盼婆母能明了真相。七岁的安安深爱母

亲，但又不能责怪祖母和父亲。他懂得孝顺之道，

暗暗把供他上学所食之米粮节省下来，积存到一定

数量，便背负起来送到邻庵奉养母亲。母子在庵中

相见痛不忍离，然三春恐婆母知道而怪罪安安，故

送别安安之后抽掉过桥的木板，一再叮嘱安安好好

读书，不要太挂念母亲，专心攻读才是大事。后来，

安安不负母亲的希望，果然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归

家祭祖，阖家又再团聚。而搬弄是非的邱娘，则因

果报应，遭雷劈致死。文中唱词“屋檐水、点点滴 ／
点点滴在旧窝里 ／爹孝上辈儿孝爹 ／三纲五常的
关系 ／再讲婆婆和爹爹 ／为娘定要责怪你 ／婆婆
爹爹有不是 ／小人不该放心里 ／婆婆骂你不回嘴／
爹爹教训记心里”［５］１０２是安安母亲对安安的叮咛与

教诲。“安安送米”的故事还曾被四川民众雕刻在

家用蓄水之石缸上，体现出中华“孝道”故事影响之

广泛。它作为九澧渔鼓的传统经典曲目，是对传统

民俗文化“活态”守护的有力明证。

　　三　大众文化的“活态”引领

九澧渔鼓是由古代民间的口头文学和歌唱艺

术经长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说唱艺术。它在讲述

历史传说及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特别是对当代政策、文件精神的“活态”引

领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传播历史文化

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表演是没有接受专门阅

读学习的文盲和半文盲群体获得相应历史文化、伦

理教化等信息的最便捷的途径。中央音乐学院的

周青青教授就提及，名著“《水浒传》是施耐庵根据

民间口头文学整理加工而成，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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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相当的部分采自民间传说”。［７］４６在现实生活

中，《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的内容，就是评

书、琴书、大鼓、弹词等说唱艺术常见的题材。

九澧渔鼓也不例外。如渔鼓艺人的主要唱本

《封神榜》《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

西》就是以历史背景为题材的唱本。在《十二字公

文》中，说唱艺人围绕宋代“杨家将”的家族命运创

作的唱词“宋朝武将杨继业 ／大战幽州有名色 ／潘
仁美把良心黑 ／暗害杨家好悲切 ／七郎搬兵遭箭
射 ／李陵碑碰死杨继业 ／四郎失落在番国 ／改名
招为驸马爷 ／六郎三关为帅爷 ／杨家功劳高日月／
才有天波府一劫 ／王谢二贼把计设 ／三害杨家良
心黑 ／不是寇准八王爷 ／杨家险些遭诛灭”［５］８９，
属“黑”字韵。而唱词“提到杨业老令公 ／所生儿
子七弟兄 ／大郎他替宋王死 ／二郎为国尽了忠 ／
三郎马踏泥染红 ／四郎番邦招驸马 ／五郎逃脱在
庙中 ／六郎三关统兵勇 ／手下猛将有焦孟／七郎乱
箭穿身死 ／八郎逃走影无踪 ／八姐九妹好威风 ／
杨家世代保大宋”［５］８３，则是“红”字韵。两者比较，

同一题材，依韵的使用不同，创作的唱本内容变得

不同。体现了九澧渔鼓对代表性历史故事及以

“忠”文化主题为代表的传统题材内容的关切，其传

承价值毋庸置疑。

在传统剧目《薛刚反唐》中，说唱艺人围绕唐朝

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为奸臣张台所害，全家遭抄斩后，

薛丁山的三儿子薛刚被迫出走，后辅佐庐陵王李显，

起兵反唐报了血仇的历史故事进行“义”的阐释。表

演时“既使用第三人称的叙事体，也使用第一人称的

故事人物的代言体。叙事时从客观的角度讲述故事

情节的发展，代言时则模拟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口吻、

表情、姿态、性格，将人物的音容笑貌准确地表现出

来”。［７］４７它使民众在对“正义”的期许和“正义”得到

伸张后的释怀中，获得警醒和教化。

（二）践行时代文化

“戏曲的活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戏曲是一种‘活’的遗产，它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

中；另一方面，戏曲是一种在具体时空中当场进行

的‘活’的表演，不是一种静态的‘死’物质。”［９］表

现在九澧渔鼓发展的不同阶段，艺人们结合社会发

展实际，宣讲党的政策，宣扬人间真善美，宣传精神

文明建设等主题的作品已深入民心。

据考，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农村土地改革和互
助合作化时期以及６０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７０年
代初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九澧渔鼓艺人结合当

时的形势和政治任务，编演了《三面红旗》《人民公

社》《合作化》等作品。《板桶救亲人》《欧阳海》《桃

花源记》等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的作品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５］１２渔鼓艺人在城镇

挂牌说书，或是在茶馆以“坐堂”的形式进行的渔鼓

表演，政府举办的“澧水流域鼓王擂台赛”等活动，已

成为当下城乡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澧渔鼓在不同历史阶段，以“说唱”的形式，

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承载、本土文化的固守及时代

文化的引领。随着文化强国背景下国内文化建设

的持续深入，“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让文

化遗产活起来’以及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７日，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出

台”［１０］，近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戏

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肯定地方传统戏曲在历史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地方传统戏曲具有重要传承

价值的同时，赋予了九澧渔鼓为代表的地方优秀传

统戏曲新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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