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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围铙，历史源远流长，不仅具有鲜明的

地方特色，而且具备典型的儒释道祭祀特征，粗

犷豪放而不失古朴庄重。本期小微带您一起领

略汾阳文化遗产——汾阳围铙的魅力，领略围

铙展现的汾阳民俗活动和一脉相承的黄河流域

文化。

围铙，是汾阳一种民间传统打击乐，因表演

时以大鼓为中心，持铙者环鼓排立，故称“围

铙”，主要流传于汾阳市西南的虢城、虞城、阳

城、田屯、靳屯、文侯、董和村等地，因此称为“虢

虞围铙”，后称为“汾阳围铙”。

围铙类似于《尚书》记载的：“击石挝石，百

兽率舞”，通过铙钹鼓镲的穿插击打，艺术地再

现远古时代人们围田狩猎激烈场景和喜庆丰收

的欢乐场面。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加工，已形

成一套编制齐全、节奏鲜明、具有完整构思的多

声部打击乐，用以展现当地人民祈盼幸福、欢庆

丰收、实现梦想的美好心愿。

虢虞围铙名字的由来是与其地名密不可分

的。早在 6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山西汾阳段

家庄一带就已经有古人类居住。而虢城、虞城

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655 年。相传春秋时

期，晋献公消灭了北虢（今山西平陆）和南虢（今

河南陕县）后，北迁其民，并且筑造虢城、虞城两

城池以居之，古虢城故地属今据山西孝义五公

里的大虢城村，古虞城故地属山西汾阳的虞城

村，虢虞两古城在古时属于山西汾阳。

铙又称钲和执钟，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礼乐

器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其最初的功

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逐渐变为重要礼仪祭

器。“虢虞围铙”作为虢城、虞城一带乡民喜闻乐

见的古代打击乐遗存，带有深深的历史印痕。

据《太平寰宇记》载：虞、虢二城，相传晋灭

虞、虢，迁其人于此，筑城以居之，后两国诸侯与

臣民来此筑城居之，长期繁衍生息。迄今为止，

虞城村留传着“夹道隐壁朝天吼，三宫六院八角

楼”民谣，正是对这一历史的记忆。

宋明清时期，每年的农历 6 月 13 日为青龙

生日庙会，各村的祈雨活动一般都在庙中举行，

虢虞围铙被专门用于祈雨祭冷雨（冰雹）仪式。

在盛大节日和举办隆重节庆中，围铙表演也被

作为压轴和重头戏出场。

在汾阳流传极广的《玲珑宝塔十三层》说唱

中，对虢虞围铙有很真实的记载：“愣头子青拍

的是‘且且哩且查’（钹），青头子愣拍的是‘才才

一才成’（铙）。”

直到清晚期民国时，附近各村庙宇中还保

留着围铙家俱。围铙在汾阳可谓深入人心，唱

词也朗朗上口，一进腊月门，村人便在庙中活

动开来，一鼓一铙一钹一镲，三五个人围在一

起就能排开阵势，有时连看热闹的孩子也会耳

熟能详来几句口诀：“染豆沙，染豆沙，豆沙豆

沙染豆沙！”

建国后，各村寺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汾阳

围铙作为群众性的活动，因为逐渐失去群众基

础而成为少数人的喜好，年轻人不再以学会汾

阳围铙为荣，汾阳围铙技艺一时后继无人。

近年来，通过搜集整理鼓谱、组建表演队、

培养传承人等方式，汾阳围铙再度发展壮大，成

为展示汾阳文化的标志之一，在 2010 年成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虢虞围铙表演道具很简单，主要是鼓和铙、

钹、镲打击乐器，铙、钹、镲既是乐器又是道具，

用于表现古人击石挝石围田狩猎的激烈场景。

虢虞围铙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一

般到二月初二后结束，另在祈雨祭冷雨（冰雹）

酬神的特殊场合也出现。多在本村进行，有时

邻近几个村相约一起进行。基本程序为告庙迎

神、聚集演练。首先在寺庙院中进行首场演出，

以迎接各路神仙。有时附近几个村相约聚集一

起，竞技斗艺，各展风彩：在大鼓的指挥下，大钹

发出浑厚苍凉的呐喊，大铙随着中鼓以轻击、重

击、闷击、磨击、轮击等手法，发出强悍清亮的回

响，小鼓急促，镲声利落，以齐打、对打的形式，

用“水吊鱼”，“流水急鼓”，“得胜令”，“迎亲”，

“回头、秧歌”，“霹雳火”的鼓点节奏，以展现古

人围田狩猎和喜庆丰收的欢乐，以祈苍天保佑

五谷丰登幸福安康。

汾阳围铙，这支记载着人类发展历史的民

间音乐奇葩，在继承和发扬中，不断创新，注入

新鲜血液，相信一定会焕发出更加绚丽更加迷

人的光彩。小微也在此呼吁大家从自身做起，

充当保护文化的宣传员，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保

护我国璀璨的历史文化添砖加瓦。

领略汾阳文化遗产
——汾阳围铙的独特魅力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汾阳市召开“邀客商 迎老乡 话发展”
汾阳“学子归巢”座谈会

本报讯 汾阳市为贯彻“人才强

市”战略，让更多汾阳籍在外青年了

解汾阳新变化、发展新目标、干事创

业新环境，广泛动员在外就读的汾阳

学子宣传汾阳、推介汾阳、积极投身

汾阳建设。2月 11日上午，由共青团

汾阳市委牵头举办的“邀客商 迎老

乡 话发展”——汾阳“学子归巢”座

谈会在汾阳市政府会议中心举行。

全市 140 余名在外就读的汾阳籍优

秀学子欢聚一堂，共叙汾阳乡情，共

话汾阳发展。

座谈会上，汾阳市委书记郭红波、

市长吴晓东致汾阳籍在外学子的一封

信，触动了大学生们内心最柔软的地

方，引发学子们的共鸣。信中，内容情

真意切，娓娓道来，不仅详述了汾阳这

些年取得的巨大发展以及改革变化，

更是热切期待汾阳籍学子们学成归

来、造福桑梓！

座谈中，淼滢渊食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李丹丹、王府盅盅肉创

办人范国棋、农村第一书记张耀就自

己回乡就业创业的经历进行了分享

交流。

来自兰州大学的田秀玉、郭守

川，湖南师范大学的刘洋，郑州大学

的屈桂平与山西师范大学的郭豪杰 5
名汾阳籍优秀学子畅谈了对故土的

深深眷恋、对家乡的无限挚爱，畅谈

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并结合

自己所学专业就促进汾阳经济社会

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并真

诚表达了为家乡代言、回乡就业、报

效家乡的真挚感情。

会后，与会人员一起参观了中共

汾阳特别支部陈列室。大家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为广大在外汾阳籍学子

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给予了在外汾阳

籍学子强烈的归宿感，传递了乡情乡

音，畅谈了文化认同，共述了汾阳的

美好前景，激发了报效家乡的热情。

汾阳“学子归巢”座谈会是汾阳

市委“邀客商 迎老乡 话发展”系列

活动之一。团市委将在下一步的工作

中，充分发挥团组织联系青年的桥梁

纽带作用，积极为汾阳籍学子返乡创

业创造条件，全力服务广大汾阳籍学

子返乡就业、创业兴业、为推动汾阳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汇聚更多的

青春力量。 （郝健）

本报讯 近 日 ，中

国 烹 饪 协 会 评 审 专 家

组 一 行 对 汾 阳 市 申 报

“ 中 餐 厨 师 之 乡 ”进 行

调研评估，通过审核将

汾 阳 市 正 式 列 入 中 餐

厨 师 之 乡 名 录 。 这 表

示 汾 阳 市 成 为 继 河 南

长 垣 县 、广 州 顺 德 区 、

安徽绩溪县、陕西蓝田

县之后，全国的第五个

厨师之乡。

据 了 解 ，近 年 来 ，

汾 阳 市 市 委 市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餐 饮 烹 饪 业 的

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的精神，大力弘扬和发

掘汾阳烹饪饮食文化，

研究制定并出台《汾阳

市 创 建“ 中 国 厨 师 之

乡”实施方案》，成立相

关领导组，明确工作目

标和部门责任分工，统

筹推进各项工作，举全

市之力支持申报“中餐

厨师之乡”工作。

汾 阳 市 成 功 举 办

首 届 餐 饮 品 牌“ 名 店

名 品 名 厨 ”小 吃 展 销

会，第二届世界酒文化

博 览 会 、2018·汾 阳 美

酒 ＋ 美 筵 文 化 节 以 及

第 二 届 吕 梁 名 特 优 功

能食品展销会，充分利用汾阳市产业

多样化优势，积极推进以白酒产业为

主导的餐饮、旅游、文化、农业等多产

业协调快速发展；举荐烹饪大师参加

外交部冷餐会，使汾阳市烹饪饮食文

化走出国门，踏上世界舞台；2018 年

9 月 10 日，汾阳市传统名宴“三八八

席”和名菜“汾州小米炖辽参”载入中

国菜名录，为汾阳菜无国菜填补了空

白。同时，为不断加大厨艺人才培养

力 度 ，汾 阳 市 立 足 高 职 学 校 教 学 平

台，设置烹饪专业，建立厨师培育基

地，强化专业厨师培养；深入开展并

参与一系列美食交流活动，大家互相

切磋厨艺，提高技能，汾阳餐饮菜品

也不断得以提升。

在 调 研 评 估 过 程 中 ，专 家 组 一

致 认 为 汾 阳 市 饮 食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

烹 饪 技 艺 特 色 鲜 明 ，厨 艺 传 承 脉 络

清晰，厨师队伍人才济济，符合《中

餐 特 色 美 食 名 录 管 理 办 法》中 的 相

关 收 录 标 准 和 要 求 ，建 议 中 国 烹 饪

协 会 将 汾 阳 市 列 入“ 中 餐 厨 师 之 乡

名 录 ”。 中 国 烹 饪 协 会 根 据 评 估 结

果 ，同 意 将 汾 阳 市 列 入 中 餐 厨 师 之

乡名录。

汾阳市列入中餐厨师之乡名录，

不仅充分说明了汾阳厨师群体的烹

饪技艺水平在中国餐饮界享有较高

的声誉，还对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

厚 植 工 匠 文 化 ，打 造 汾 阳 饮 食 文 化

“名酒、名店、名厨、名吃、名街”的品

牌 形 象 ，促 进 汾 阳 美 食 旅 游 文 化 产

业，推动汾阳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郝健 陈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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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汾阳市贾家庄第二届庙会·恐龙灯会现场，璀璨炫目的大型花灯呈现出炫丽多彩的欢悦气氛，给前来旅游的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
宴。春节期间，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汾阳贾家庄文化生态旅游区推出了赏花灯、祈福愿、品美食、舞狮闹红火、传统非遗项目展示、传统
国学、寻亲祭祖、转九曲等传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备受大众青睐，截至日前，景区共接待游客49.57万人，门票收入858.58万元，综合收入
1940.04万元，到贾家庄过乡村年成为全省春节旅游新热点。 图／文 王永贵 陈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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