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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鼓是中国民间岁时娱乐活动，于新年时击打玩乐，以祈太平。

图为清末杨柳青年画，描绘新春妇人舞各色太平鼓的热闹场景。

太平鼓源自一种教派的祭祀仪式，出现在我

国的唐朝，在清朝流传到民间，并逐渐盛行起来。

那时，人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歌颂太平盛世，打

起鼓，载歌载舞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久而久之，人

们也就把这种鼓叫做“太平鼓”了。京西地区很早

以前就有了太平鼓，相传是由皇宫里的宫女传出来

的，由于这种舞蹈式的表演是展现给皇上和大臣

们的，所以一经传出，便立刻盛行于京郊地区。在

京西一带，王佐镇怪村的太平鼓表演最为出色，家

家有鼓，人人能打。

怪村太平鼓是一种有柄的单面鼓，形如蒲

扇，鼓圈用铁条砸制而成，鼓柄下呈“葫芦”形，

并缀有小铁环，鼓面用羊皮、牛皮纸或桑皮纸蒙

之，鼓鞭用藤条制成。击鼓时左手握鼓柄，右手持

鼓鞭，边击边摇，上下相应，鼓声和环声发出清脆

的连响，声音悦耳，节奏和谐，可以说太平鼓既是

舞蹈的道具，又是舞蹈的伴奏乐器。太平鼓动作丰

富有序，有“串花篱笆”“圆鼓”“卧娃娃”“斗公

鸡”“四方斗”“推磨”“追鼓”等二十多个套路。

怪村太平鼓来源清代宫廷

   太平鼓自明代即在北京流传。清代，京城内

外太平鼓极为盛行。因清代宫廷中旧历除夕也要

击打太平鼓，取其太平之意，所以北京也称太平鼓

为“迎年鼓”。

相传，怪村太平鼓来源清代宫廷，至今已有

200年以上的历史了。 据怪村老人刘赢、刘月平等

人回忆，他们听村里已故看庙老人白如海讲述，太

平鼓在当地十分盛行，家家有鼓，人人能打，在很

早以前就应邀到良乡、通县、河北等地区进行表

演，在当地乃至北京地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怪村太平鼓由于深受百姓们的喜爱，最多

时有几十种套路，现在仍保留着十三套，如：“圆

鼓”“圆鼓代推磨”“四方斗”“六方斗”“八方

斗”“卧娃娃”“三人两头忙”等，其中以“三人两

头忙”“卧娃娃”最具特色。

怪村太平鼓其制作工艺独特，结实耐用，鼓声

清脆悦耳。

怪村太平鼓的音乐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

是曲牌，二是歌词。曲牌又叫“鼓点”，既是套路

名称，又是音乐曲牌，以四分之二拍为多。歌词有

“绳歌”“十二月古人名”“太平歌词”，打一段，

唱一段。目前，能收集的只有“十二月古人名”和

“绳歌”。

近年来，怪村太平鼓正致力于培养后备力量，

挖掘和整理面临失传的相关资料，绘制动作图

谱，使其逐步完整，把这种深受群众喜爱的表演形

式流传下去。

怪村太平鼓历史渊源

太平鼓既是舞蹈的道具，又是舞蹈的伴奏乐器。

怪村太平鼓来源于清代宫廷，至今已有200

年以上的历史了。 据怪村老人刘赢、刘月平、王玉

茗等人回忆，他们听村里已故看庙老人白如海讲

述，怪村一带原属房山县，是过去的官地，每年年

底都由官府派人来收租。由于收租需要住上一段

时间，所以有些官府的人闲暇时就到村里的大南

庙和戏台等地打太平鼓，引来了许多村民前往观

看。其中有些村民就跟着学起来，于是太平鼓就传

到了怪村。据老艺人王连长介绍，当时怪村几乎家

家有鼓，会打鼓的以妇女居多，发展到后来男女老

少都会打太平鼓，可见其普及度。

怪村太平鼓由最早的各家各户自娱自乐，发

展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支民间演艺队伍。这和

怪村闵茂、李云香、李云桂、马忠等老艺人出色的

打鼓技艺有着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已故李云香、李

云桂姐妹，她们原是门头沟区鲁家滩人，自幼跟那

里的老人学打太平鼓。嫁到怪村后，她们发现这里

的太平鼓打法和套路与以往学的不一样，于是又开

始跟着公公、丈夫学打怪村太平鼓，并结合过去所

学的技艺，在技法上不断探索创新，使自身的打鼓

技艺得到了较大提高。随着她们姐妹俩知名度的

不断提高，村里很多人都向她们学习打太平鼓。她

们出色的表演技艺，不仅传承了太平鼓原来的表

演特色，更赋予怪村太平鼓鲜明的特色和新的活

力，较大地推动怪村太平鼓的创新与发展，使其成

为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支表演队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没有组织起队

伍，主要是自娱自乐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村

里组织起有十几个人的“太平鼓”队伍。除了李云

香、李云桂姐妹外，还有马忠、王久忠也是打太平

鼓出类拔萃者。当时，他们能够出色地表演斗鸡、

串花琵琶、绕八字、圆鼓、两头忙、扎花篱笆、卧娃

娃等几十个动作，个个诙谐风趣、滑稽幽默，舞姿

优美，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鼓手，再配以乐器、

歌曲等表演形式，使怪村太平鼓技艺的发展步入了

一个鼎盛时期。上个世纪80年代还曾到人民大会

堂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演出。

太平鼓既是民间舞蹈的 
舞具，又是伴奏乐器

太平鼓既是民间舞蹈的舞具，同时又是伴奏

乐器，所以，人们对鼓的制作很重视，在历史上曾

出现扇形、八角形、桃形等样式的太平鼓，现在则

以蒲扇形为主。

怪村太平鼓的制作过程独具特色。鼓圈是铁

在丰台区王佐镇怪村农业体验园，体验

者体验农耕文化。资料图

怪村是王佐镇8个中心村之一，位于丰台区西部，在卢沟

桥以西约10公里，是京西浅山区，属丘陵地带。怪村原叫“怪

草村”，因村里生长一种怪草而得名。解放前，因交通不便，

经济滞后，人民收入水平低下，生活比较贫困。该村土地面积

5.5平方公里，全村有1008户人家，约3000人口，以传统种植

业为主。在1957年前，怪村属房山县管辖，之后划归丰台。改

革开放后，怪村经济发展迅速，一些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也开

始复苏。 其中，太平鼓以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独特艺术魅力

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在丰台区乃至北京市都具有较高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

匠打制的，宽约1厘米左右，鼓柄下面的葫芦形大环制成螺纹形，然后

再缀上扁圆形的小铁环，增加了摩擦力，使所缀的小铁环发声更加清

脆响亮，然后再将葫芦形顶端铁条与鼓柄处铁条烧红，锤打成一个完

整的鼓圈。

鼓面的制作过程如下：将两张皮纸重叠好，把鼓圈放在上面，在

宽出鼓圈约1寸的地方画线，然后剪好备用。先将一张桑皮纸平铺于桌

上，刷上熬好的鳔胶，然后将麻丝一条一条贴上去，再刷上胶，最后将

另一张桑皮纸重叠铺上，用力抚平，并在纸的边缘部分刷胶，将它粘在

鼓圈上，这样一面鼓就做好了。这种两面是纸、中间衬上麻丝的鼓面结

实，鼓声又悦耳。有的人为了鼓好看，还在鼓面画上各种图形，使太平

鼓更具有工艺品的特点。

鼓鞭一般是由两根小竹条制成，有手巧的人用彩色毛线将其缠起来，

顶上系个花，再在柄上系个小彩带，使风格淳厚的太平鼓更多了几分灵气。

怪村太平鼓 
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

怪村太平鼓是北京地区的优秀民间代表性舞蹈，具有较高的历史

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鼓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雄壮的鼓声紧紧伴随着

人类，从远古的蛮荒一步步走向文明。俗可以是民间的欢庆锣鼓，雅可

以进入庙堂祭祀或宫廷宴集。远古时期，鼓被尊奉为通天的神器，主要

是祭祀的器具，在狩猎和征战活动中被广泛地应用。千百年来，“鼓文

化”上至天神祭祀，下到农耕军旅，渗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

广泛而深远。鼓作为乐器始于周代。周有八音，鼓是群音首领。怪村太

平鼓作为我国北方民间一种富于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既是传统的娱

乐方式，也是引导农民群众专心生产生活的时代号角，对当地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发生过重要影响，是研究我国北方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参

考资料。

艺术价值。怪村太平鼓在北京地区的太平鼓中独树一帜，无论艺

术欣赏，还是文化宣传，都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极具观赏性。从道具

上看，制作鼓的用料考究、工艺独特。从表演看，既有说唱，也有舞唱，

领舞与伴舞配合默契。手中的鼓既是伴奏用的打击乐器，又是表演的

道具，是丰台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民间项目。怪村太平鼓表演讲求用肩、

肘、腰、膝的动作变化来体现舞蹈的美感，加以轻盈的步伐、队形的变

化，使太平鼓的动作与动作之间随着鼓点的变化联接自如、浑然一体，

表达或阳刚、或优美、或威风凛凛、或灵动轻盈，给人以不同形式的美

感，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审美享受，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社会价值。怪村太平鼓是流传在民间的优秀传统文化表演艺术。

作为一种历史传承的民间艺术形式，它取材于古代农牧文明的火热生

活，其表演内容形象直观地反映农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与他们的情感

生活紧密相连，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歌唱美好生活的思想感情，

在历史上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所传达出的文

化和艺术信息，实质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一种群体精神风貌。

怪村太平鼓，对活跃我市群众文化生活、完善北京民间民俗文化有着重

要推动作用，对展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风采，再现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

化名城的神韵，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效益。

怪村太平鼓虽然有过辉煌的过去，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当代人们

生活习俗的改变，太平鼓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发展却不容乐观。

目前，随着怪村老艺人相继辞世，太平鼓的传承受到了很大影响。太平

鼓套路最多时有二十多路，现在传承的则不足十路。特别是表演时所

配的乐器乐谱已失传，而且击鼓的技法现在也剩下敲鼓心一种。“丰收

歌”“十二月歌”“太平歌词”也基本失传。而且年轻一代对于太平鼓缺

乏了解，没有兴趣，使得太平鼓技艺后继乏人。

据了解，丰台区持续对怪村太平鼓开展挖掘、整理、保护和弘扬工

作，依托国家专项资金、文化交流活动、宣传展示平台等载体，作出详

细的保护计划、措施和目标，不断加大训练场地、服装、道具和外出演

出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推动怪村太平鼓项目有序保护、活态传承。

怪村区域地理环境

来源：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背景链接

怪村太平鼓表演。

怪村太平鼓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