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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颍上花鼓灯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其涵盖了当地人民的审美艺术与风俗文化。花鼓灯粗犷的舞

蹈、热闹的锣鼓、动听的灯歌表达了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作为民间非物质遗产，传承与保护颍上花鼓灯，对该艺
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鉴于此，本文首先要分析颍上花鼓灯艺术价值，阐述花鼓灯艺术特征，而后提出传承与保护颍
上花鼓灯的具体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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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间艺术既要具备民间特色，又要拥有地域文化表

达。传承、保护民间艺术就是保护多元文化。颍上花鼓

都艺术作为民间舞蹈艺术，不仅传承着代代人的文化记

忆，还凝聚着地区的历史演变轨迹。当前，颍上花鼓灯

传承已经进入到新时代，如何有效保护、发展花鼓灯，

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只有这样，

才能使花鼓灯艺术走向更远，从而更好弘扬民族多元文

化。 

一、颍上花鼓灯艺术价值 
作为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颍上花鼓灯是随着

民生、民情而形成，是民间生活面貌的全面体现。此种

将灯歌、舞蹈和锣鼓汇集为一体的表演形式，是由当地

乡村环境、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所创造。颍上县处在淮

河和颍河的交汇处，地势平坦，以农业生产作为主导，

且气候的特殊孕育出独特“文化”，在颍上花鼓灯中体现

为大气又不失细腻，热烈又不失含蓄。事实上，花鼓灯

源自社会底层，花鼓灯舞蹈源自乡村生活，舞蹈动作、

造型和神态均是对劳动场景与自然环境的再现。譬如，

“登山步”就是模仿人爬山动作，“风摆柳”就是模仿柳

树摆动姿态，将原生态动作赋予艺术价值及审美风格，

形成花鼓灯舞蹈。从演变过程来讲，花鼓灯不仅是群众

智慧的呈现，更表达了群众对美的追求。当前，随着社

会发展、时代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大量

的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此种现象定然会影响地方民间

艺术发展与传承，以花鼓灯为例。通过调查可知，颍上

花鼓灯文化根基已经受到严重破坏，究其根本主要是因

老艺人不断逝去，新艺人对花鼓灯缺少正确认知，学习

兴趣不高，而且传统传承方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

流，导致花鼓灯传承出现断层现象。为此，相关研究者

必须正确意识到当前颍上花鼓灯发展面临的困境，借助

现代手段制定可行性保护措施，巩固花鼓灯艺术价值，

构建良性发展体系。 

二、颍上花鼓灯艺术特征 

（一）锣鼓欢快热烈 

锣鼓是颍上花鼓灯歌舞表演的灵魂，花鼓灯演奏乐

器主要有花鼓、大锣和小狗锣等，且锣鼓班子成员不可

少于 7 人，多余 11 人。深入研究颍上花鼓灯可知，锣鼓

节奏紧凑，技巧丰富，鼓点跌宕起伏，音效明显，动感

十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影响力，能够为观众带来一

场视觉盛宴。同时，颍上花鼓灯锣鼓也能结合舞蹈演出

与表演者情绪变化需要进行独立演奏。在长时间的演出

实践中，颍上花鼓灯逐渐形成了一边走、一边唱、一边

打、一边舞的特色。 

（二）舞蹈粗犷奔放 

同其他类型舞蹈进行比较，颍上花鼓灯舞蹈以热情

奔放为主要风格，刚劲有力，洒脱自然，从侧面体现出

当地人粗犷淳朴、乐观豁达的性格，此种性格特征体现

在颍上花鼓灯舞蹈速度、身形、姿态等多方面。颍上花

鼓灯舞蹈动作难度高，动律复杂，表情细腻，生动传神，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中刻画人物情感，借助快速、生动的

舞蹈动作再现当地人劳动动作，抓住受众眼球，使受众

与舞蹈形成艺术共鸣，地方特征明显，这也是与其他舞

蹈的不同之处。相关研究者概括花鼓灯舞蹈：走动晃扭、

眼瞅传神，锣鼓点子跟脚走。而且，我国舞蹈界专家和

学者认为颍上花古洞是迄今为止所有民间舞蹈都无法与

其媲美的舞蹈。换言之，颍上花鼓灯舞蹈能够代表我国

民族舞蹈在舞蹈史上的艺术高度，由此表明传承、保护

颍上花鼓灯舞蹈的重要性，需要引起各界高度重视。 

（三）灯歌抒情优美 

花鼓灯演唱又被称之“灯歌”，是颍上花鼓灯艺术的

一种文化特征。花鼓灯登科不仅能给予人们视觉盛宴享

受，还能让人们在听觉方面享受饕餮大餐。颍上花鼓灯

往往是由“鼓架子”与“兰花”独唱，善于抒情。花鼓

灯“灯歌”往往都是边跳舞、边歌唱，强调见物咏物，

以情歌为主，多为即兴创作。具体来讲，演唱内容主要

取材基层群众热议的话题，如爱情、劳动、日常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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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灯歌唱调有 10 多种，以“慢超牛”、“卫调”为主，

歌词格式为七言五句，有时也会出现四句与多句。在实

际歌唱中，运用民间弦乐进行伴奏，且旋律、节奏深受

地区民歌小调影响，不管是道白，还是唱腔吐字均呈现

出方言色彩，简单易懂，体现了当地人粗犷、豁达的性

格特征，地方性特征表现明显。历经多年发展，颍上花

鼓灯灯歌已超过 20 种，最具代表性的《孟姜女》《小鼓

架子调》。颍上花鼓灯的出现与发展，时代烙印明显，每

时每刻都呈现着各时期的生活现状，详细记载着不同时

期社会发展，所以花鼓灯也是一部历史教科书。此种民

间艺术，往往是以自然的状态进行传承，贴近民族本性，

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价值，对推动民族民间歌舞艺术高质

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颍上花鼓灯及其传承与保护策略 
（一）加强政府组织重视 

通过分析颍上花鼓灯传承现状可知，政府组织的态

度对颍上花鼓灯传承、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政

府组织要围绕花鼓灯传承创建相关机构，借助实际调查，

做好传承规划，保留颍上花鼓灯传统风格。为更好传承

与保护花鼓灯，政府组织可定期举办花鼓灯表演以及相

关赛事，打造浓厚的花鼓灯文化氛围，吸引民众积极参

与，自主接受颍上花鼓灯文化，为传承花鼓灯奠定扎实

基础；重视传承人培养，提高资金投入份额，给予花鼓

灯传承保护经济保障；建设花鼓灯保护村，挖掘花鼓灯

原生土壤。此种源自民间生活的艺术形式依靠地方水土，

这就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到保留花鼓灯原貌和本真色彩的

重要性，彰显花鼓灯民俗内涵；保护民间艺人，政府组

织要关切并慰问传承主体，不仅在精神层面给予鼓励，

还要保证传承主体的基础生活，彻底解决影响颍上花鼓

灯传承的问题。 

（二）重视传承的全面性 

要想使颍上花鼓灯被更多人认识，必须重视花鼓灯

的传承和保护，强化传承主体的责任使命，全方位开展

传承、保护工作。具体来讲，相关组织应对老一辈的传

承人展开走访调查，询问整理不同阶段花鼓灯发展资料，

利用笔录和摄影的方式做好记录，最大程度保留花鼓灯

历史印记。同时，花鼓灯是由不同艺术形式组成，每个

形式都不能忽视，不仅要重视舞蹈表演形式，还要重视

其余环节，抓薄弱，补不足，促完善。在此基础上，相

关组织应指派专人负责对应艺术形式，有方向性、有针

对性推进传承保护工作。比如，利用老带新的方式，培

育锣鼓班子成员，充实人才储备；带领当地妇女积极学

习关于花鼓灯服饰的制作，并给予资金支持，激发相关

艺术传承热情；借助学校和院团等机构，在保证不降低

标准的同时遵循传统规范，展开专业训练，抓精抓严，

提高艺人质量，从而为颍上花鼓灯技艺传承、保护工作

落实提供更好地服务。 

（三）大力培养传承人才 

艺人是颍上花鼓灯传承、保护的主体，大力培养艺

人是传承颍上花鼓灯的关键部分。然则，若是“教成一

批走一批”，定然会疲于培养却无法留住艺人的情况，且

随着老艺人年龄越来越大，定然无法更好传承并保护颍

上花鼓灯。基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下，结合颍上花鼓

灯艺人现实情况，相关组织还要对传承人培养机制进行

合理调整，为愿意传承颍上花鼓灯、保护颍上花鼓灯的

艺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借助经济支持，让艺人可以安

心传承花鼓灯艺术，这样才能使花鼓灯艺术走向更远。

在留住艺人的基础上，还应给予艺人发展空间，让艺人

发挥自身民间智慧，助力颍上花鼓灯传承。另外，规范

人才团队，发展花鼓灯院校，也是颍上花鼓灯传承的主

要路径。首先，相关院校要提高招生宣传力度，优化招

生制度，开展专业化教学。比如，相关院校可围绕颍上

花鼓灯制定校本教材，开设特色课程，主要培养学生专

业表演能力与教学能力。同时，还应带领学生去基层调

查，了解地方性特色，继承发展民间文化，从而真正担

负起传承、保护颍上花鼓灯的责任。着重培养花鼓灯艺

人，才能保证花鼓灯传承后继有人，这对推动我国文化

传统艺术走向更远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也要注重开发

艺人的创新意识与编创能力，使花鼓灯编创能够跟紧时

代发展脚步，在新一代艺人的带领下焕发全新生机。再

次，新时代下，颍上花鼓灯传承、保护要利用网络传播

这一媒介，借助网络影响力，真正做到“走出去和引进

来”。近些年，各类短视频 APP 蓬勃发展，如抖音、快

手等，吸引大量年轻人与受众。此时，颍上花鼓灯便可

抓住短视频平台发展机遇，设置官方账号和传承人个人

账号，定期发布与颍上花鼓灯有关的视频动态，加强大

众和花鼓灯的互动，这也是颍上花鼓灯传承可取的方法。

一方面，可以用网络平台发布颍上花鼓灯视频，不仅可

以扩大颍上花鼓灯发展空间，还能提升花鼓灯的知名度

与整体影响力，这对花鼓灯本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

且，花鼓灯受众面积的扩充能够使更多人对其产生兴趣，

自主了解、学习颍上花鼓灯，为花鼓灯传承、保护增加

更多人才储备。 

（四）保留舞蹈自身特色 

颍上花鼓灯属于民间舞蹈，历史发展悠久，具有包

容吸纳的特点，可以吸收诸多民间艺术的特长。因此，

若想传承、保护颍上花鼓灯，必须了解花鼓灯舞蹈，其

产生、发展同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如百戏、巾舞、豫

剧等，特别要研究上述艺术中的杂耍成分是否能够融入

到花鼓灯舞蹈中，以此丰富花鼓灯舞蹈形式，提高花鼓

灯舞蹈的吸引力，推动颍上花鼓灯更好发展。故而，花

鼓灯艺人需要加强基本功训练，如翻跟头、劈叉等，并

非现代化舞蹈动作的训练。颍上花鼓灯主要源自农村，

深受民间艺术形式、发展方向影响。另外，花鼓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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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不管是表演队形，抑或是拉花步法都保留了传统

因素，如拔泥步、堆花谢花等，呈现了农村女性和农民

劳作现象。而且，颍上花鼓灯与其他艺术形式存在很大

差异，特色明显，此种特色既呈现在服装、道具上，更

体现在舞蹈上。当前，颍上花鼓灯为更好传承发展，在

吸收现代舞蹈精髓的同时，也要把控好借鉴尺度，切忌

丢失自身特色，必须区分于现代舞蹈。这就要求传承艺

人要正确看待颍上花鼓灯舞蹈，在了解花鼓灯舞蹈内涵

和特色的基础上，发展舞蹈，这样才能使花鼓灯舞蹈跟

紧时代发展脚步，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变化，实现更好

传承。 

结语 
综上所述，颍上花鼓灯艺术是一种舞蹈艺术，饱含

着地区劳动人民的聪慧才智。传承、保护颍上花鼓灯艺

术，既能保护地方特色文化，又能加深群众对民族风俗

的了解。颍上花鼓灯具有悠久历史，若想在现代获得良

性发展，需要摆脱传统形式禁锢，在保留原有精髓的同

时，推陈出新，彰显自身文化价值，满足现代人的审美

需求，如此才能使花鼓灯焕发强大生命力，实现长足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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