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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壮族及其先民是最早铸造和使用
铜鼓的民族之一。中原地区鼓乐文化、青铜器
及其铸造技术传入广西，对铜鼓铸造业产生重
要影响，加快了铜鼓铸造的进程。壮族及其先
民铸造的铜鼓，既保持地方民族的特色，又借
鉴和融入了中原青铜铸造工艺和花纹装饰，使
之成为壮汉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结合体，是壮
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铜鼓铸造；中原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历史见证

铜鼓，因以铜铸造而得名。其高大的形
体、庄重的造型、洪亮的音质、精美的纹饰、
精湛的工艺和多重的功能，集权力、神性与乐
器一身，成为壮族及其先民骆越独具特色的一
种青铜器，是壮族及其先民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艺术发展的综合体现，也是广西壮
族先民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因铜鼓与中
原的铜鼎属性基本相同，都是权力的象征，故
有“北鼎南鼓”之说。壮族及其先民是最早铸
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
战国时期，壮族先民骆越已开始铸造和使用铜
鼓，并穿越历史时空，随着骆越民族的不断发
展，世代传承下来，至今仍在壮族民间流行使
用，被称为“活着的铜鼓”。正是壮族及其先
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塑成了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和独具风韵的铜鼓
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青铜文化宝
库。另一方面，铜鼓作为壮族古代青铜文化的
代表性器物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载体，从铜鼓的
起源、铸造工艺、鼓体造型到纹饰图案，受到
中原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吸收、融入了诸多
中原文化元素，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和
历史见证。通过对壮族及其先民铜鼓文化中的
独特性及其包含的中原文化元素的甄别与剖
析，可以增进人们从整体上对广西民族与中原
汉族关系及其文化交流互鉴历史的了解，加深
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
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
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
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
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
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鼓舞人心》，《人民日报》 2019年 09月
29日） 等重要论断的理解，增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

一、铜鼓：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
铜鼓是我国西南地区别具特色的一种青铜

器，在我国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中风韵独具，
光耀闪烁。我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最多的国
家，而广西和云南则我国发现铜鼓最多的地
区；在海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也有发
现。随着民族的迁移和文化交流，铜鼓还传入
东南亚地区，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根据
2015年开展的全国铜鼓专项调查统计，我国
馆藏的铜鼓 1676面，民间收藏的铜鼓约 1500
面。其中广西是出土、收藏铜鼓最多的地区，
馆藏的各类铜鼓 500多面，民间收藏的铜鼓，
仅河池市所辖各县就有 1417面，其中东兰县
538 面，是收藏铜鼓数量最多且流行使用的
县，被命名为“铜鼓之乡”。如果说，云南是
发现年代最早的春秋时期的万家坝型铜鼓，那
么，广西则是发现铜鼓数量最多、分布最广、
类型最全 （即铜鼓分类中的八大类型都有发
现）的地区。

壮族及其先民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出土的铜鼓不仅数量多，分布
广，而且类型齐全，铜鼓学界划分的八大类型
铜鼓，在广西都有发现。1994年田东县林逢
镇和同村大坡岭战国墓葬发现两面万家坝型铜
鼓 （因最早发现于云南楚雄万家坝而命名），
是目前广西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鼓。而后相继
在田东、西林、贵港、平乐、贺州等地发现石
寨山型铜鼓（因最早发现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
山战国墓而命名）。1955年广西北流县发现云
雷纹大铜鼓，鼓身高 67.5厘米，鼓面直径 165
厘米，重达300公斤，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
的形体最大的铜鼓，故被誉为“铜鼓之王”，
被命名为“北流型铜鼓”；1987年灵山县旧州

乡长基行政村尚坪村出土一面鼓面饰有蹲蛙立
体造型的铜鼓，被故名为“灵山型铜鼓”；
1972年在广西藤县蒙江横村冷水冲出土一面
鼓面四周铸有蹲蛙、骑士及鸟兽立体造型的铜
鼓，被名为“冷水冲型铜鼓”。【按照考古文化
类型标准器出土地命名的原则，以最早发现的
地点命名，此后凡发现与其文化形态相同或相
似的遗址或文物，皆以其最早出土地点命名
之。另，我国铜鼓学界，按照铜鼓的不同形制
和花纹，将我国各地发现的铜鼓分为八个类
型：即万家坝型、石寨山型、 北流型、灵山
型、冷水冲型、 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
等。其中的北流型 （北流县）、灵山型 （灵山
县）和冷水冲型（藤县）铜鼓，因最早在发现
于广西，故以其发现地作为标准器命名。】 从
铜鼓造型和纹饰特征判定，广西出土的万家坝
和石寨山型铜鼓应是从云南传入，而北流型、
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形制和纹饰特征与万
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明显不同，万家坝和石寨
山型铜鼓都是鼓面小于鼓身，颈胸外弧度大于
鼓面；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身多饰羽人划舟、羽
人舞蹈花纹图案；而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
型铜鼓，都是鼓面大于鼓身，鼓面边沿多饰有
蹲蛙、牛、骑士等立体形象，其中以北流型铜
鼓年代最早，约为战国至秦汉时期；而灵山型
和冷水冲型铜鼓的年代约为汉代至隋唐时期。
可以肯定，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应
是世代居住在广西的瓯骆工匠所铸造。宋元至
明清时期，壮族民间相继铸造和使用遵义型、
麻江型、西盟型铜鼓。特别是红水河流域上游
的东兰、天峨、南丹等县壮族民间，因流行

“蚂虾另节”活动，几乎每个村乃至每个宗族，
保存有雌鼓雄鼓相组合的铜鼓。当地壮族以拥
有铜鼓为荣，凡节庆、祭祀、集会、喜庆之
事，必敲击铜鼓伴奏歌舞，春节期间村与村之
间还举行赛铜鼓、跳铜鼓舞活动，雄浑洪亮、
震撼人心的鼓声伴随着人们的歌声舞蹈和欢笑
声，在山谷田峒间回荡，成为壮乡一道别具特
色的文化风采。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铜鼓铸
造技术失传，铜鼓存量日趋减少。因铜鼓属大
型空腔类器物，鼓壁薄且均匀，铸造工艺复
杂，对音色的要求极高。因此，铸铜鼓之形
易，而敲出的音色要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则
难。直至 20世纪 90年代，河池市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韦氏兄弟经过多年探索与反复实验，终
于掌握了铜鼓铸造工艺技术，成功铸造出形音
兼具、获得当地老鼓手和群众认可的铜鼓，失
传的铜鼓铸造技术终于得以重拾和延续。在铸
造过程中，韦氏兄弟还融入现代科技和文化元
素，实现了铜鼓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尔后，东
兰民间工匠也掌握了铜鼓铸造技术，开始铸造
铜鼓，使得民间铜鼓的拥有量日与剧增，实现
了铜鼓文化的复兴和光大。壮族铜鼓文化还影
响及广西的瑶、苗、彝等民族，丰富了广西铜
鼓文化，反映了广西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
融。如今，铜鼓已走出壮族山乡，进入城市的
节庆活动，并且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大雅之
堂。壮族铜鼓习俗亦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而铜鼓图像则成为城市建筑装饰
和雕塑的重要元素，营造了浓郁的铜鼓之乡的
氛围，实现了铜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为广
西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和特色文化的亮丽名
片。

据研究，铜鼓由炊器的釜发展演变而成。
铜鼓在壮族及其先民的社会生活和信仰观念中
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多重功能：一是乐
器，即在节庆集会或祭祀活动敲击铜鼓伴奏歌
舞，营造隆重、热烈气氛，激发歌舞者的热
情，以敲击铜鼓为节拍歌舞的节奏，呈现出抑
扬顿挫、整齐划一，赏心悦目效果。二是权
力、社会地位、身份或财富的象征。历史上，
因铜鼓是青铜器中的重器，通常是部族中德高
望重、富有权威的首领、王侯、将领或贵族才
拥有铜鼓。正如《隋书·地理志》所云：“有鼓
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北宋乐史《太平
寰宇记》卷七八五载：“俚僚贵铜鼓，以高大
唯贵。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
为豪雄。”三是神性之器。历史上，因铜鼓响
彻、浑洪之声，如同雷声，故被壮族及其先民
赋予神秘的灵性，视之为沟通神灵之器，铜鼓

面上所饰的太阳纹、蹲蛙、牛、鹭鸟等塑像，
是壮族及其先民崇拜的对象，民间还流传着许
多关于铜鼓的神话故事，故认为铜鼓是一种通
神之器。在祭祀活动中，敲击铜鼓祈求天降雨
水、风调雨顺、农业丰产。唐代许浑《送客南
归有怀》中就有“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
的诗句。四是敲击以集众或作为指挥军队作战
的号令。

铜鼓主要由铜锡合金铸成，由鼓面、胸、
腰、足、耳和立体饰像六个部分组成，形如圆
墩，鼓胸曲腰，腹和底皆空，两旁附对称双
耳，遍体饰纹，可谓集造型、雕塑、刻画铸
造、乐器、礼器、重器于一体，融科技、美
学、物理、化学、几何、工匠精神和民族智慧
于一炉，堪称精美的艺术作品和包含诸多科技
元素的产品。壮族先民骆越工匠大约在战国时
期开始铸造铜鼓。随着铸造经验的积累、技术
的提高和认知的深化，骆越工匠从早期铸造的
小型实芯器物的基础上，逐步掌握了铸造大型
空腔类青铜器的工艺技术，开始了铜鼓的铸
造。大型空腔类、圆形且侧面腰部呈曲线起
伏、器壁厚度不足1厘米的青铜器，是青铜铸
造中难度最大的一类器物，其铸造方法不同于
一般的实心体或小型空腔类器物。实验考古证
明，铜鼓模与范的塑造及纹饰雕刻是关键，首
先是选择质地纯净、粘性强的泥料，经过充分
拌合，以增加其粘性，然后先塑出鼓的内模，
而后在内模外壁通体刻画布局有序、种类多
样、线条细腻、构图完整的花纹图案，继而用
泥料完全敷盖在内模上，以翻出范板，如此一
来，内模通体上刻画的纹饰便翻印于范体内
侧；然后将外范分割为二，使之与内模分离；
接着要将内模（即范芯）外壁通体削去一层泥
料，再套上外范，其间用支钉有序支隔，使内
模与外范之间形成空隙，其空腔的间隔度便是
铜鼓的鼓壁厚度。最后将合金的铜液从浇注孔
注入空腔内，直至饱和。待铜液冷却后，揭去
外范，捣碎内模，取出铜鼓，而后对浇注过程
中形成的毛剌、飞边等进行修整，再焊卯上另
行铸造的立体装饰塑像和鼓耳，一件完整的铜
鼓便告完成。而耗费工匠们大量劳动和精心制
作的模与范，只能铸造一面铜鼓后便废弃。若
是继续再铸造一面铜鼓，需要重新制作模与
范。所以，在出土的众多铜鼓中，没有两面完
全相同的铜鼓，原因便在于此。在广西发现的
许多铜鼓内壁，还发现有铲削的痕迹，专家分
析认为，这应是工匠们为调节铜鼓音色留下
的，说明先民们对铜鼓音色的重视。据铜鼓专
家研究，铸造形体如此宏大、结构如此复杂的
铜鼓，很可能已采用从中原传入的失蜡法进行
铸造。通过对铜鼓铸造工艺及过程的记述，便
可知铜鼓铸造的复杂性及技术难度，其中还不
包括铜锡矿的开采、冶炼、炼炉修筑与结构、
鼓风设备、合金比例等。

从出土铜鼓的形制和纹饰看，铜鼓的铸
造，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早期
铸造的北流型铜鼓，形体虽大，但器壁厚重，
纹饰也较简单，音色低沉。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铸造的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结构合理，造
型美观，线条起伏有致，纹饰丰富，布局合
理，构图精美，地方特色鲜明，音质宏亮悠
扬，标志着铜鼓铸造技术的成熟。铜鼓的铸
造，工艺复杂，技术难度大，涉及铜锡矿的开
采、冶炼、合金、铜鼓模范的塑造、装饰图案
花纹的雕刻、合范、浇铸、修整调音、焊接
（鼓面装饰塑像） 等复杂工序。每一道工序，
都需要有精湛的技术和娴熟的工艺，同时还需
要高效的组织与分工。壮族先民瓯骆工匠在学
习和借鉴云南百濮工匠铸造的万家坝和石寨山
型铜鼓造型的过程中，根据本民族的审美观念
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在铜鼓造型、结构、花纹
图案装饰等方面，作了诸多改进，摄入了诸多
本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了铜鼓铸造的创新，并
且包含了诸多科学原理，提高了铜鼓品质。秦
汉至隋唐时期，壮族及其先民铸造的铜鼓，形
体适中，装饰美观，纹饰精致，显得庄重大
气。骆越工匠铸造时，将鼓面延伸至鼓身外，
既可优化音质，又便于手持移动。其鼓胸束腰
侈足，具有敲击铜鼓音的共鸣与释放。鼓面边
沿的立体装饰雕像，皆取材于其生活、信仰和

崇拜物，如青蛙、牛、鸟、龟、骑士等，并且
采用单独雕塑和铸造的方法，而后焊镶于鼓面
周边，严密稳固，浑然一体，可谓匠心独具。
更令人赞叹的是，当时尚未出现圆规类绘图工
具，但工匠们铸造的铜鼓，无论是鼓面、鼓胸
还是鼓底，线条圆润，规整对称，完全符合黄
金律，反映了壮族及其先民高超、娴熟的铸造
工艺和创造智慧。宋代刘恂《岭表录异》中赞
曰：“蛮夷之乐有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
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
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
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
鼍。”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云：“其制
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
四角有小蟾蜍。”（〔宋〕范成大：《桂海虞衡
志·志器》） 壮族及其先民铸造铜鼓造型之庄
重，结构之精妙，纹饰之精致，由此可见一
斑。

二、铜鼓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铜鼓是壮族及其先民的一种标识性青铜

器，也是壮族及其先民文化和民族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壮汉民族的智慧和
创造精神。铜鼓作为一种集政治、经济、文
化、艺术、科技、民俗、审美为一体的重器，
无论是其起源及其文化内涵，来源于社会生活
和文化艺术积累，即铜鼓的造型来源于作为日
常生活中用于炊煮的釜；铜鼓中心光芒四射的
太阳纹、鼓面边沿的立体蹲、牛、鸟等图像，
寓含着壮族先民的太阳、青蛙、牛、鹭鸟的崇
拜，是工匠们对生活的观察、提炼，融入铜鼓
文化的结果。（未完待续）

□ 覃彩銮

铜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之二

▲田东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

▲贵港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

▲广西出土的北流型铜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