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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岭大奏鼓/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编著者林有桂。

　　人奏鼓是浙江温岭箬山渔村的传统民间舞蹈，渔民们男扮女装，身穿大襟衣，头戴羊角帽，耳挂
大金环，脸抹红油彩，跟随着大鼓的鼓点跣足而舞。
大奏鼓舞蹈动作的扭捏作态，与激越粗犷的音乐旋律形成强烈的对比，展示出世代与风浪较量的渔民
们的乐观和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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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演出时只敲打乐器，并没有舞蹈动作。
参加这次录音的有陈其鸿、庄道春、陈祥丰、陈其会等人。
时间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左右，演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录了一段后，钟永余他们就停下来回放一下，然后再开始演奏，再重新录一遍。
参与这次录音的大奏鼓演出人员现在只剩下庄道春和陈其鸿两人了。
 由于大奏鼓乐队当时吹唢呐的黄良桂已经去世，他没有传人，且当时的箬山乡也没有能吹唢呐的，因
此陈其盈主动承担了唢呐吹奏一角。
据他本人回忆，因为小时候他天天从黄良桂门前经过，黄良桂吹的曲子他耳熟能详，因此在二十年后
他还能凭借记忆将此还原出来——大奏鼓的这次录音后来经过陈其盈和原温岭文化馆音乐干部陈寄荃
的整理，其曲谱被收入到1990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之中，在此之前，大奏鼓
的音乐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的，因此这曲谱就成了大奏鼓迄今为止一个最为规范的曲谱范本。
 温岭县乡镇文艺会演 历史终于翻到了大奏鼓再次抛头露面的这一页。
这其实跟全国上下的文艺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在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这两次
大规模的搜集整理都是由文化部牵头的，80年代的这一次比起上一次来规模更大，《中国民族民间舞
蹈集成》就是在这次长达数年的搜集整理中形成的。
《集成》的编写原则是力求准确、科学、全面地记录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舞蹈，不仅要记录动作、
音乐、场记、服饰，还要记下每个舞蹈的流传地区、历史演变、有关的传说和文史记载、艺人情况，
以及相应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活动。
 自从1955年的民间文艺会演之后，箬山大奏鼓一直绣阁藏娇，没有引起外界的重视。
1984年的温岭县乡镇文艺会演，可以说是对30年前的那场会演的续写。
 这次会演也跟1979年的那次录音有关，自那次录音后，县文化馆就知道箬山的大奏鼓了。
因此等到1984年，县里要组织乡镇文艺会演，当时县文化馆的干部林应刚对大奏鼓很看好，刚担任箬
山文化员工作不久的陈其胜也非常卖力，那时他聚集了这样一批人马：陈其鸿，庄道春，张定贵，陈
其会，陈兆凤，张永新，陈祥标，陈祥丰，陈其兴，陈祥凤——这批人马的演出应该说是恢复大奏鼓
传统最为成功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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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温岭大奏鼓》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之一，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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