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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韦颖琛 文/图

桂林渔鼓以伴奏乐器渔鼓而得名，主要
流布于桂北、桂中、桂东北和桂西北四个地
区的近四十个县与南宁市、崇左市、梧州市
和贺州市部分县乡，由明代叙事讲唱道情演
变而来，桂林渔鼓是广西重要的代表性曲艺
形式之一。

桂林渔鼓俗称道情，其曲种属于鼓曲类
道情分类。道情在江苏、湖南、湖北、四川
等地都曾广泛流传，是道士抒发情感胸怀布
道的一种“道曲”和“道歌”，内容大多宣
传一些贴近民众生活的离尘绝俗、劝世行善
等，由游方道士或道情艺人在各地演唱。在
宋代，曾在桂林任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
答·平南乐》 中记载了当地人能歌爱乐的情

景：“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郊村落，祭
祀婚嫁、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
乐相之，盖日闻鼓笛声也。”至明末清初，
湖南的渔鼓艺人来到桂林传唱渔鼓，在融合
了桂林本土艺术后开创了桂林渔鼓。此后，
桂林的市井坊间、乡村寨落都在传唱这易学
易记易唱的渔鼓，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
间艺术。发展到清末民初，不少茶楼、饭庄
等堂馆经常请民间艺人开本唱书，每个故事
可连唱数十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负有
盛名的桂林盲艺人王仁和在学唱渔鼓中又不
断创新桂林渔鼓的艺术风格，他创作并演唱
的《王老头子学文化》等作品为桂林渔鼓的
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桂林渔鼓表演时主要以桂林话
演唱，以渔鼓作为主要演奏乐器，
配以简板、二胡、中胡、月琴、中
阮、三弦、笛子、碟子、酒杯等伴
奏乐器。

演唱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
是“打单筒”，即一人左手抱渔
鼓，右手击鼓，自打自唱；第二种
是带伴奏、伴唱形式，有二人组、
三人组、五至七八人甚至十余人不
等的组合。主要乐器渔鼓由直径约
十一厘米、长约二尺的楠竹制成，鼓面蒙上
蛇皮、蛙皮或猪板油皮，敲打起来轻脆灵
动。

桂林渔鼓音乐属五声音阶徵调式，有南
北路板式，是四句单曲体、起承转合比较明
晰的结构形式。其中，北路表现明朗、欢
快、高亢、激昂的情绪，南路则表现忧郁、
低沉、思索、悲愤之情。唱词韵散相间，语
言鲜明、生动。双句结构、逢双押韵，一韵
到底，依字行腔，句尾字音要求上仄下平。
以七字句为主，也可以十字句予以表达，两
种句式灵活的交叉使用以增强作品的艺术表
现力。

桂林渔鼓传统曲目多为中、长篇，有
《玉带记》《蓝丝带》《薛仁贵征东》《彭玉林
私访广东》等，民间创作的曲目有《二姐做
梦》《水上抓匪》《农业社真正强》等。曲词
从多角度、多层面描绘了人生百态，人们从
而感悟到真善美的启迪教育。改革开放后，
桂林渔鼓焕发新枝，新作不断、常演不衰，
其中，《心红志壮》 为建国后桂林曲艺唯一
一个拍成电影的作品，曲目《热血金穗》参
加过国家级曲艺大赛并获得广西文艺创作铜
鼓奖。

桂林渔鼓风格独特，传唱广泛，现已入
选 《中国曲艺音乐志》《中国曲艺志》 等书
籍，蕴含丰富的广西曲艺历史文化与民间音
乐文化，它是多元文化的结晶，有着不可低
估的学术价值。桂林渔鼓作为桂林优秀传统
代表性文化项目参加大型群众文化活动“漓

江之声”“周末大家乐”广场文化活动等。
桂林渔鼓以传统节日、庙会为载体，生

动地展现其善于刻画人物、诙谐幽默、充满
生活气息的艺术风格，成为深受社会欢迎的
民间艺术，印证了中原文化、楚文化与骆越
文化的交融历史，唱出人间百味，唱响山水
桂林，它扎根于民间，普及在群众，唤起一
代又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图片由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广西非遗隆安稻草龙、宾阳炮龙，云南彝
族女子舞龙与越南舞龙互相切磋技艺，中国蒙
古族呼麦、塔吉克族鹰舞、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与泰国诺拉舞、越南嘲剧、印尼皮影、缅甸提线
木偶、老挝芦笙同台展示交流……4 月 22 日，

首届中国-东盟（南宁）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在南
宁民歌湖广场开幕，来自中国25个省（区、市）
和8个东盟国家的15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集中亮相。表演者倾情演绎，观看者兴致盎
然，大家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展现出中外各民
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
生动图景。

为期一周的中国-东盟（南宁）非物质文化
遗产周是“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的重点活
动之一，内容包括中国-东盟非遗周开幕活动、
中国-东盟非遗大集市、中国-东盟非遗展演、
中国-东盟非遗“龙”主题交流展示、中国-东盟
非遗进校园成果展、中国-东盟非遗座谈交流
会、中国-东盟非遗周大联欢等。

22 日上午，中国-东盟非遗周开幕仪式在
民歌湖水上舞台举行，中外领导嘉宾为9条龙
点睛，共同开启活动大幕。

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副部长李·万纳在开幕
仪式上表示，活动为东盟国家非遗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展示平台。“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展演，我们能更好地传播和分享柬埔寨文化。”
作为柬埔寨代表团团长，他此次带领 12 名当
地艺术家和技术专家到南宁参加活动。

同在民歌湖广场举办的中国-东盟非遗大
集市人气十足，西藏安多服饰、藏族唐卡、甘肃
刻葫芦、新疆玛仁糖、云南银饰、宁夏砚台、贵
州水族马尾绣、四川竹编、北京景泰蓝……中
外各民族美食、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人们

赶集买货的同时，还能观看音乐、舞蹈、曲艺非
遗展演，皮影戏、南音、纳西族民歌、安顺地戏
等接连上演，斗竹马、游彩架、踩高跷等现场巡
游，令人大开眼界。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非遗传承人克服旅途
劳累等困难，为观众献上高水平的表演。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代表团的团员们21日凌晨两点
才抵达南宁，当天一早就到现场参加展演活
动，精彩的演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新疆维吾
尔木卡姆艺术的表演者之一、新疆库车市文化
馆副馆长努尔比艳·托乎提表示，这次来的团
员都是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非遗传承人，虽然
旅途有些劳累，但大家都很珍惜这难得的展示
和学习机会，表演时都非常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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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渔鼓舞台艺术展示。

▲桂林渔鼓传承人彭承红。

▲桂林市临桂区六塘乡老艺人保留40年的渔鼓。

赶中国-东盟非遗大集
感受中外各民族文化之美

▲泰国舞蹈。

▲广西宾阳彩架。 ▲海南公仔戏传承人展示木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