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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舞蹈3》内容简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和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蕴涵
着国家、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和情感记忆，承载着国家、民族文化生命的密码，是民族精
神和人民智慧的生动体现。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
心、凝聚力和创造力，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对于推动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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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抬花杠”源自祭祀活动，是由人们抬着花篮祭拜“大姑神”的一种仪式衍生而来，
传说由于大姑神爱花，人们便抬着花篮在大姑庙前表演出各种动作让大姑观看，表达对“大姑神”的
敬仰并博得大姑神的欢心。
又由于南屯系武术之乡，抬杠人大都有武术功底，集舞、武于一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民间表演艺术
形式。
到了清乾隆年间，“抬花杠”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乾隆盛世歌舞升平，“大姑出巡”已改原来的祭祀
仪式。
乐队规模也越来越大，波及到整个县城及周边地区。
“抬花杠”也摒弃了原来的表演方式，形成了以三义村为轴心波及整个南屯的花杠队大联合，“抬花
杠”的舞步动作及表演套路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能者为师，有师有徒，一代代传承武城“抬花杠”
的艺术真谛。
出巡活动往往由南屯、东屯和饮马庄三村联合进行。
除东屯的家鼓队予以配合外，饮马庄的扎彩匠们负责扎制花杠及供大姑出巡用的纸人、纸马、纸鬼神
、纸船彩车及栩栩如生的大姑神像，至今仍然流传有“东屯的家鼓，南屯的杠，饮马庄的扎彩匠”之
说。
新中国成立后破除了迷信色彩的民间活动，拆除了大姑庙和娘娘庙，尽管祭祀不再，但备受人们青睐
的“抬花杠”又随之与龙灯、狮舞等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一起出现在春节、元宵节等节日节庆的场合之
中，由祭祀专用舞蹈转化为民俗自娱舞蹈，成了一支民间艺术奇葩。
“抬花杠”是鲁西北平原独具一格的民间表演艺术，但是，如今由于人们的业余生活日趋丰富，生活
方式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嬗变，给这一传统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巨大影响。
现在能够登台表演的艺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其体力、灵敏度在不断下降，况且，单靠每年一两次
短暂的活动，表演技艺必然逐渐衰退，也不利于传承这一传统文化，所以，做好“抬花杠”艺术的保
护工作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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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舞蹈3》是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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