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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绍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和先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绍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绍兴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越国。
绍兴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山清水秀之乡、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的盛誉，又有
“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戏曲之乡、名士之乡”的美称。
绍兴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到处充溢着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

　　《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读本》图文并茂的书，把绍兴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诠释得通俗易懂，较
为生动地介绍绍兴市已经列入省级和国家级名录的33个项目的基本情况，通过阅读后能基本了解我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貌，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热爱家乡的情感，增强自觉参与保护工作的历史使命感
和责任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和社会影响。
《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读本》选择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首发问世，显而易见，具
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对绍兴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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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绍兴民间音乐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
古越国文化中的乐、歌、舞艺术实为一体。
古越族先民乐舞艺术表现形态中的乐、歌、舞相互包容，密不可分。
同时，它与越巫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关系。
　　绍兴民间音乐的发展离不开乐器的发明和创造。
从出土的文物和史籍所载，古越族崖墓出土的十三弦木琴，古越先民用以娱乐和战事“击鼓呜金”的
铜鼓和木扁鼓等几种。
　　越歌同样起源于原始社会中人类为生存而从事的物质活动。
古越先民传唱的山歌、采茶歌、情歌、酒歌、儿歌等等，浩如烟海，灿若繁星。
　　绍兴的民间音乐还涵盖旧时流行于绍兴的鼓词和盲词等说唱文艺的伴奏音乐。
旧时绍兴曲艺班社“丝竹错杂，檀板清諶，入妙腠理。
”曲艺说唱音乐大大丰富了绍兴民间音乐的内涵。
绍兴民间音乐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丝竹锣鼓，绍兴通称“十番”。
所用乐器以丝竹为主，小敲小打，不用大锣大鼓，是一种较大型的民间乐队，搭有彩棚，状似龙船。
十番丝竹锣鼓曲调缓慢抒情，风格文雅，是一种细吹锣鼓，以笛、鼓为主奏乐器，乐曲基本为套曲形
式，开头有引子，结束有尾声。
曲牌较古，鼓有独奏乐段。
称为大、小清鼓。
穿插在旋律的延长音上，各地十番套曲不尽相同。
　　（二）吹打乐：这是绍兴民间器乐的一个主要东种，均以唢呐为主加打击乐演奏，大型的民间乐
队亦加用丝竹乐器。
此外婚事喜庆时用“号筒”　（即铜角），丧事或迎神时用“招军”。
演奏形式除上虞市的大敲棚在棚内演奏外，其它各县（市）均不用彩棚。
其特色乐器有五小锣（个、斗、争、尽、丈五音）、四大罗（争、尽、才、冬四音）。
强弱幅度宽广，以唢呐为主奏外加丝弦乐器的旋律与大段打击乐器合奏，吹打相间，富于变化，使整
个乐曲风格粗中有细，情绪既热烈欢快，又显得抒情流畅。
其代表性曲目有：　《大辕门》、　《绣球》、　《将军令》等等。
　　在山区还有一种“鼓亭”，亭似塔，成六角形，前面挂有班会名称，如新昌县下金村鼓亭班称为
“登春台”，背面亭内做有固定鼓架，一般放三只鼓（大、小堂鼓各一，板鼓一），由一人演奏；左
侧亭内放五小锣；右侧亭内放锣架，一般放两面锣（一面高音锣，一面低音锣或冬锣），由四至六人
抬“鼓亭”，亭四周雕刻隽永，张灯结彩，甚为花簇。
鼓亭分布在新昌、嵊州、诸暨、绍兴的南部山区，鼓亭既是形式，又是曲目的通称。
各地都有本地的专用套曲，曲目不尽相同。
　　绍兴的民间丝竹锣鼓与吹打乐关系极为密切，据绍兴清音班老艺人徐四九先生口述：绍兴早期艺
人多为“鼓吹清音”，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坐唱，请昆剧徽班等艺人来传唱，直至清代绍剧兴盛，清
音班艺人才坐唱绍剧为主。
因此，民间演奏小型吹打乐曲，很多是借用绍剧锣鼓曲牌，如《大开门》、　《小开门》等，而民间
乐曲如《辕门》、《炻花》等亦被戏曲所吸收运用，起到了互相补充、继承、发展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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