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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淮河流域走来

朴实的情怀亘古不变

你从华夏文明走来

沧桑的历史穿越几千年

山清水秀的平原沃土

滋养出今日的东方芭蕾

南北文化精髓的汇聚

升腾起璀璨的一颗明珠

铿锵激昂的鼓声

是你雄健奔放的豪情

柔美缤纷的舞姿

是你妩媚动人的风采

你经历了一代代传承

演绎着民间歌舞的传奇

在艺术的殿堂里

你成为最灿烂耀眼的灯盏

啊，花鼓灯

我们赞美你

你是世界舞林绚丽的瑰宝

啊，花鼓灯

我们歌唱你

你是中华儿女永远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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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灯是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的代表、中国汉族民间歌舞的典范。

它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舞蹈语言体系，是世界上最能用肢体语言表达复

杂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民间舞蹈之一。自古至今始终以华夏文明的主题形

象出现，屹立在世界舞蹈文化之林。

2004年，花鼓灯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

试点项目。其间，蚌埠市文化局（现蚌埠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作为

项目的责任单位，与禹会区政府通力合作，时任禹会区区委书记现任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杨森以及时任禹会区副区长谢影等领导多次进京，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舞蹈家协会

和安徽省文化厅指导下，依据舞蹈生态学原理，创新和提出了“保护花

鼓灯自然生态，实现优质基因自然传承”的核心理念，构建了三层环状

的保护模型。创新和实践花鼓灯生态保护村的概念，在冯嘴子村恢复了

原生态花鼓灯的基本活动场景、基本民俗活动内容，形成了基本民众群

体。创新地提出了花鼓灯保护的“三千双百工程”，根据不同的空间和

写在前面

群体，完善、延伸和创新了传承链，进一步壮大了花鼓灯群众基础。

蚌埠市通过多年的艰苦实践，逐渐完善了花鼓灯的保护体系，各

项创新措施和模式的叠加、示范效应正在释放，花鼓灯艺术在播布区的

传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花鼓灯所集中显现的重要价值和释放

的潜能，不仅使花鼓灯名扬海内外，而且让世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

一个崭新的认识，推进了花鼓灯从文化资源上升到文化品牌、从文化遗

产上升到城市精神的过程，为花鼓灯的保护提供了借鉴和示范。花鼓灯

的保护，从部门主管上升到政府主导、从地方性工作上升到全省文化

发展战略的过程，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

袁振（蚌埠市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局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秀汉民族民间舞蹈—花鼓灯

相传，花鼓灯起源于夏代，人们为了纪念大禹，于每年的农历三

月二十八日登涂山赶庙会，打起锣鼓，跳起舞蹈，从此就有了花鼓灯。

至宋朝，花鼓灯已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艺术形式，在民间舞蹈艺术中占

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花鼓灯艺术融戏剧、舞蹈、音乐、武术、杂技为一体，兼有喜剧

和悲剧色彩。它以锣鼓为乐，运用折扇、手绢和花伞，通过优美的动作

和吟唱民歌小调，表现简单的生活事件和群体情绪。花鼓灯多在农村秋

收完毕至来年春耕前演出，尤以庙会、春会最为繁盛，是典型的民间广

场艺术。

花鼓灯的角色以“伞把子”“鼓架子”“兰花”（或“腊花”）

和小丑为主。伞把子手持岔伞，以岔伞的交换来指挥舞台上的表演。花

鼓灯男角称“鼓架子”，女角称“兰花”，他们是整个花鼓灯表演中的

主要角色。解放前，“兰花”均由男子扮演，戴上假辫子和彩绸扎的珠

花，前额绑上头勒子，上穿彩褂，下穿裙子，粉墨登场。小丑在表演

过程中穿插一些笑话、快板和顺口溜之类的语言来逗趣，以活跃演出 

气氛。

花鼓灯一般包括舞蹈、灯歌、后场小戏、锣鼓演奏四部分。其中

舞蹈中又包括“大花场”“小花场”“盘鼓”等部分。“大花场”是

一种集体的情绪舞，由数人到十多人表演，“兰花”和“鼓架子”

在“伞把子”的指挥下进行“单篱笆”“双篱笆”“蛇退壳”“分

箱”“篱笆团子”“相面”“狗尾圈”“二龙吐水”等图形表演；

“小花场”是双人舞或三人舞，主要表现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玩乐

嬉戏的情景，包括基本程式表演和即兴发挥表演，有简单的情节和

人物情绪表述，如《抢手巾》《抢板凳》等，它是花鼓灯舞蹈的核

心部分；“盘鼓”则是舞蹈、武术、技巧表演相结合又具有造型艺

术特征的表演形式。后场小戏是一种歌舞结合的小歌舞剧，著名的

表演节目有《四老爷坐独杆轿》《推小车》《小货郎》等。

总体来说，花鼓灯舞蹈兼有南北文化之长，既有北方刚劲爽朗

的特点，又有南方柔美的风韵，形成了热烈、奔放、迅捷、灵巧、

优美、细腻的艺术风格和地方特色，具有独特的美感。2006年5月

20日，花鼓灯艺术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冯峰，男，汉族，籍贯江苏苏州，1958年1月出生于山东济

南。民革党员，法律专业研究生学历，群众文化专业副研究馆员。

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国家艺术品鉴定师、安徽省古钱币协会

会员、蚌埠市政协常委、蚌埠市侨联常委、蚌埠市民革祖统委员、

蚌埠市台联常务理事、蚌埠市海外联谊会古玩鉴赏分会会长、蚌埠

学院客座教授、蚌埠市禹会区政协常委、禹会区文化馆馆长、禹会

区侨联副主席、蚌埠市金鐀博物馆馆长、蚌埠市淮河艺术馆馆长、

蚌埠市淮河画院院长等职。

冯峰同志编辑出版的作品有《冯峰珍藏书画选集》《冯峰珍

藏古钱币选集》《淮河诗书画刊》《冯峰珍藏楹联扇面集》《淮风

徽韵——淮河画院成立10周年书画作品集》《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文化馆馆志》。其个人业绩入编《中国当代名人录》《世界名人

录》《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东方之子》《中国精神文明大

典》等十余部书籍。

冯峰同志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国书画艺术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创造了显著

业绩。2010年，被中央文明办授予“‘爱岗敬业’中国好人”荣誉称号。

冯峰与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舞协
主席白淑湘女士合影

作者简介

冯峰与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
主席冯双白合影

冯峰与《舞蹈》杂志社社长赵士军合影

冯峰与花鼓灯表演艺术大师冯国佩先生合影

冯峰与著名舞蹈家王晓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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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文化  源远流长

花鼓灯•蚌埠梦

                               
李桂珍

经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

漫漫征途上有欢笑也有眼泪

衣袂飘飘最终美丽地绽放

花鼓灯

东方芭蕾一朵奇葩

闪耀在世界的舞林之巅

蚌埠

淮河之畔的采珠之地

禹会诸侯的传说

禹墟遗址的发掘

彰显出厚重的文化底蕴

花鼓灯

用炙热的激情用震天的锣鼓

吹响了蚌埠

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集结号

花鼓灯

蚌埠的骄傲

蚌埠梦

淮河儿女们的心中梦





淮河流域古有“盘古开天地，血为淮渎”之传说，《诗经》《春

秋》《左传》都有关于淮夷的记载，成为淮河流域悠久岁月和璀璨文明

的历史佐证。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蚌埠这颗镶嵌于淮河之畔的珍

珠，历经数千年历史的冲撞与洗磨、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孕育了多

彩绚丽的民间文化。而一枝独秀的就是花鼓灯艺术，淮河文明滋养了她

的光彩，赋予了她淮河一样坦荡的气质和胸怀。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

追溯六万年前的远古时代，这里已有了古人类繁衍生息的踪迹；

循迹七千年前的先民，这里就记录着灿烂的古代文明。

对皇天后土的膜拜，孕育出舞蹈的姿态；对山川河流的祈求，提

炼出歌颂的曲调；对风雨雷电、四季繁芜、神鬼玄黄、洪水猛兽的

疑惑，幻化出千变万化的情节。吟咏着、传唱着，裹挟了淮河的泥

沙与珍珠，滋润着两岸的，就是花鼓灯！

沧海桑田不复还

今朝旧貌换新颜

衣袂飘舞锣鼓响

文明古韵在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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