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是光在自
然中的一种魔术。
每个人感受到的客
观 色 彩 是 不 一 样
的，人们都有一个
自己的色彩体系，
不同的人之间有不
同的生理和心理差
异，所以观者对同
一色彩具有各自不
同的感受。

油画大师柯罗
说：“我画画，画准
形，画对颜色，然后
调整好关系，就结
束了。”其实他说的

“ 关 系 ”是 最 重 要
的，“关系”是否成
立是油画色彩调和
论中有关色彩是否

“和”的依据，也是
画面成功的关键所
在。油画的“和”除
了形以外主要取决
于画面的总色调给
人的视觉作用是否
调和，也就是常说
的画面色彩气氛是
否调和或“色彩关
系”是否到位。组
织画面色调是画家
把握色彩语言的一
项重大挑战。色彩
的变调，既是客观
事物不同的色调自
然表现，也可以说是作画者对色彩的主观“重构”，
这一点对油画色彩的研究意义深远。不同的色调
表现的画面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如果
说“蓝色海洋给人清冷的感觉，红色象征火焰给人
温暖的感受。”色调调和的话，那么对色调变调的
认识就简单化了。其实色彩的冷暖，不同色相之
间的变化带给人们普遍的感受是不同的，只有在
此基础上谈论色调调和与变调才具有意义。色调
实际给人的感受力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油画形
体、画幅、肌理、环境等诸多因素之中色调给人的
感受最为神秘，也极为重要。

有色彩魔术师之称的纳比画派维亚尔、博那
尔留世的数千张色彩作品，色调的运用和颜色的
搭配所呈现给人的色彩感受很是神奇，作品具有
巨大艺术魅力，绘画信息的传递功效奇高。好的
画家首先是一个对色彩色调有超强认知和表现能
力的人，西方油画史中突显出的大师都是色彩色
调的高级操控者，色调的掌控也是油画家们所追
求的一种较难驾驭的高级技巧。

印象派画家莫奈同时画十几幅写生作品，随
着日光的变化更换面前的画幅，他的作品《树林》

《麦垛》《大教堂》都存在着同一构图的十几张、二
十几张作品。同一构图下作品的色调随着日光的
变化而变化，画家在有意地追求着色调的变化，从
而训练自己对色调的认知。

写生的特点提供了色调客观的形成条件。油
画风景的写生为画家画面色调形成提供了依据。

首先，写生面对的是大自然的景物，蓝色的海
面、绿色的森林、金色的麦田、灰色的戈壁、白色的
沙石、黑色的土地……色调就在绘画对象中，客观
物质的性质特征形成画面独特色调，是一种天然
之美。只要“准确”表达出自然的色彩，画面就会
形成自己的色调，是符合自然之美，也是写生对象
赋予画面的形式美。因此，自然本来就有色调。

其次，在天光下写生，面对同一事物，不同时
间的变化也会形成色调的变化，莫奈的《麦垛》《大
教堂》等系列作品，都是在追赶着时间，画出不同
时间的不同色调，也说明天光的变化形成不同的
色调。（光源色的变化是形成色调的重要因素，
通常傍晚阳光偏暖，中午阳光偏冷，但在大师手
中阳光的微妙变化都对画面形成非凡色调具有影
响。）

第三，季节的色调，四季也有自己的色彩：春
天的清淡，夏天的翠绿，秋季的浓烈红色，冬季的
苍白。常出门写生的画家在做出门写生准备时，
都会为不同季节的大自然风景带上不同的油彩。
因为一年中大自然会披上不同的“服装”迎接来访
者，这也是自然客观世界呈现给人的色调印象。

最后，地域的不同自然景观也会不同。依照
《黄帝内经》五行与五色的搭配关系指出方位的
色彩：东方木，在色为苍；南方火，在色为赤；
中央土，在色为黄；西方金，在色为白，北方
水，在色为黑。方位地域都在画面中形成相应的
色调。大自然是人类永远的老师，作品是画家与
自然的对话。

自然千姿百态，本身有着无穷尽的色调。不
过作为画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世界。在同一
时间、同一地点，不同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同，每
个人的内心也有自己的色调，除去人的生理感受
差异形成不同的色调差异外，更重要的是画家对
生活、对世界、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认识才是艺术写
生方式各异的真实源头。画家不是自然的奴隶，
作为创造者会有不同的艺术认识和创造角度。不
把自然作为凭借而重在表达自己观念的画家，在
其作品中画面色调往往与自然的差距很大，但其
作品还是有自然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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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鼓这个节目出现在河湟地区的
社火表演中，大致已有百余年历史。据《中
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青海卷》记载，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后子河乡的太平鼓在河湟
地区历史最久远，大约是在清朝末年，由甘
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谢姓移民传过来
的。据我省地方文史研究者巢生祥先生在

《东鳞西羽》一书中回忆，20世纪 40年代
初，当局为了粉饰太平，特意在春节期间组
织西宁乐家湾驻军表演社火。其中表演太
平鼓的演员达三四百人，共分两队，每队上
百人。社火队伍尚在东稍门，城里的人们
在家中就已经听见鼓声了，由此可见当时
演出的场面颇为盛大。兰州市地方文史专
家邓明在《太平鼓韵》一书中印证了巢生祥
的回忆，1942年“由临夏士兵挎100面太平
鼓（在西宁）表演，鼓声震动响至20里外。”
此后，太平鼓以西宁市为中心，向河湟地区
各县传播开来。

河湟地区的太平鼓属于兰州太平鼓
一脉，在鼓的形制、起源、表演、服饰等各
个方面都不同于流传在京西门头沟一带
的太平鼓。京西太平鼓是单皮鼓，呈团扇
形或桃形、圆形，鼓面覆以马、驴、羊皮或
多层高丽纸，铁制的鼓框缀以绒球，鼓柄
下端打成环中套环之形，舞动起来“哗哗”
作响，鼓槌用藤条或竹子制成。这种鼓类
似东北地区萨满跳神用的神鼓或我省海
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族群众跳螭
鼓舞所用的螭鼓。河湟社火中的太平鼓
是在腰鼓的基础上，借鉴唐代的羯鼓、都
昙鼓的形制逐渐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的。据说在这个漫长的衍变过程中，还借
鉴了黄河上用来固定浮桥的铁柱的样子、
旧时挑水用的木桶的样子和装粮食的毛
口袋的样子。

河湟社火中的太平鼓形如圆筒，鼓身
长80至100厘米，鼓面直径40至50厘米，
鼓重20至30斤，鼓身由木板箍成，两端蒙
黄牛皮。为了增强共鸣效果，还会在鼓内
放两条弹簧。据说有些手艺高超的工匠
在制鼓时，把碗碟瓷片碾成碎末，用胶水
涮过后取少许装入鼓内，这样击鼓时就会
有“沙沙”的声音，产生类似沙锤的音响效
果。传统太平鼓鼓身均为黑色，用金粉描
绘“二龙戏珠”“狮子滚绣球”“富贵牡丹”
等吉祥图案，两端描绘云纹或“万字不到
头”纹饰，鼓面正中绘太极八卦图案。可

见，小小的太平鼓中蕴藏着不少传统文化
元素。如今，为了突出喜庆的节日氛围，
太平鼓的颜色基本上变成了红色，鼓身也
很少描画图案，大都印着“某某社火队”的
字样。太平鼓的鼓槌也很有特点，其材质
非竹非木，而是用粗麻绳拧成的，坚硬如
棍，富有弹性。用这种鼓槌击鼓，不仅声
音浑厚，而且还能保护鼓皮，延长太平鼓
的使用寿命。

太平鼓的表演人数一般最少为 8名，
如今各社火队为增强演出气势，阵容基本
都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表演时，指挥
者通过手中的牙旗和口中的哨子来把控
节奏，还有镲钹和锣两种乐器用以配合韵
律、烘托气氛。表演时随着牙旗的挥舞，
鼓手们闪转腾挪，动作潇洒，鼓声轰鸣，
锣、钹震天，三者起落有序，整齐划一，默
契和谐，使整个表演看上去雄浑有力、气
势磅礴。

太平鼓有高鼓、中鼓、低鼓三种基本
打法。低鼓是将鼓置于脚面与膝盖之间，
以动作舒展豪迈、鼓声深沉浑厚为特点，
其表演最为简单；打中鼓时，鼓的位置在
膝盖处，随着鼓手的跳、跃、翻、转、闪、纵，
鼓便到了鼓手的腰部位置，有一定的技巧
难度；高鼓难度更大，可以将鼓举过头顶
击打，不仅需要技巧还需要有力量。打鼓
的基本动作有跳打、蹲打、翻身打、骑鼓、
闪鼓、抛鼓等。在实际演出时，各鼓队会
通过精心编排将三种打法结合在一起，
低、中、高鼓穿插应用，从而提高观赏性。
以“鹞子翻身”这个经典动作为例，人们又
称其为“撂鼓”或“抛鼓”。鼓手侧身将鼓
抛向空中，同时右腿踢起，鼓槌从腿下快
速穿过，当鼓抛到最高点的时候敲响太平
鼓。几个动作在一刹那间完成，连贯自
如，一气呵成，干净利索，犹如一只矫捷的
鹞子在空中捕捉鸟雀。再比如“黄河激
浪”这个新编创的队形，鼓手们排成队
列，轮番将鼓抛向空中，一层落下，一
层又起，如大浪滚滚齐头并进，浑厚鼓
声撼天动地，从而表现出黄河汹涌澎湃、
不可阻挡的气势，展现了一种苍茫强劲的
力量之美。

太平鼓既可以在固定的场地表演，也
可以在行进中表演。行进过程中的表演，
动作相对简单，主要是“一步轮打”，即每
行进一步，用鼓槌各击打前、后鼓面一
次。坐场表演主要是变换各种队形，技巧
繁多，动作复杂，更加精彩。太平鼓的表
演队形有“一字长蛇阵”“双过街”“双圆
场”“串花子”“二龙吐珠”“四门兜底”“大
圆场”“马踏五营”等，演出时根据场地的
大小来选择适当的队形。据说这里面有
一些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作战阵法。后来，
文艺工作者们又创编出“鼓乐太平”“万马
奔腾”“黄河激浪”等新队形，进一步丰富
了太平鼓的艺术内涵，强化了表演的艺术
效果。

因为太平鼓具有相当分量，舞蹈动作
幅度大、力量强，所以鼓手几乎全为男
性。河湟地区的社火队伍中鲜有女性打
太平鼓的。俗话说：“女要俏，一身孝；男
要俏，一身皂。”在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
下，太平鼓鼓手的传统服饰多为武松装，
即戏曲舞台上短打武生的装扮——黑衣、
黑裤、黑帽、黑鞋、黑墨镜，额前装饰一面
小圆镜，头顶一只红绒球（英雄胆），腰系
鱼肚皮眼镜盒，左手持马鞭，右手握鼓
槌。当太平鼓传到河湟地区以后，服饰装
扮被烙上了鲜明的河湟地域特色，变成了
白汗褟、青马夹、黑礼帽，鼓手耳朵上别着
黄纸叠成的表马子，显得精干潇洒、英姿
勃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
的改变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太平鼓鼓手的
装扮又改成了更加喜庆、大气的以红色、
黄色为主的太平天国服。现如今河湟社
火中舞龙、舞狮、太平鼓、威风锣鼓等许多
节目的演员，几乎都是这种装扮。

关于太平鼓的由来，兰州民间流传着
一个故事：元朝末年，朱元璋率领的农民
军摧枯拉朽，元朝军队节节败退，只有大
将王保保（扩廓帖木儿）誓不投降，边打边
退，死守兰州城。朱元璋麾下大将军徐达
奉命西征，将兰州城层层围住却久攻不
下。正在焦灼之际，徐达无意间看到兰州
百姓挑水用的大木桶，便有了主意。他下
令将水桶改造成长筒鼓，将兵器暗藏其

中，让军士们扮成艺人，徐达最终里应外
合，一举攻下了兰州城。战争结束后，兰
州百姓为了庆祝解甲休兵、祈求太平盛世
将这种鼓称为“太平鼓”。但据兰州地方
文史专家邓明考证，真实历史并非是徐达
攻打王保保驻守的兰州城，而是试图重新
恢复蒙元势力的王保保曾率部攻打由徐
达驻守的兰州城。民间传说虽不可靠，但
能看出太平鼓寄托了人们对安宁生活的
向往和期盼。所以，太平鼓不仅仅是一种
民间舞蹈文化，更是一种积淀着深沉历史
力量的文化载体。

另外，还有学者将太平鼓与 1986 年
出土于永登县乐山坪的新石器时代马家
窑文化彩陶鼓联系起来，认为太平鼓是由
原始社会的陶鼓演变而来。其实在此之
前，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新民乡阳
山墓地就已经出土过一面半山文化彩陶
鼓。该彩陶鼓高 42.9 厘米，一端呈喇叭
状，口径 25.5 厘米；一端为罐口状，口径
13.9厘米，通体绘有黑彩弦纹和折线纹，
两端有双耳用以系绳挂在身上。从这件
彩陶鼓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太平鼓的雏
形。除此之外，研究者们多认为太平鼓的
起源与我国古代军事及农耕文化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太平鼓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蕴含着
浓厚的河湟地域风情，饱含着人们最朴素
的期盼与愿景。据说春节期间打太平鼓，
可以融合地气，以保当年风调雨顺、庄稼
丰收。这与河湟地区广为流传的民谚

“锣鼓不响，庄稼不长”是同样的心理诉
求。笔者从小便喜欢看太平鼓表演，那

“隆隆”的鼓声每一次都能给我内心的震
撼。应当说，太平鼓既打出了人们对太
平盛世、国泰民安的企盼，又打出了龙
腾虎跃、普天同庆的节日氛围；既打出
了高原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满腔激情，又
打出了河湟百姓昂扬向上、恢宏恣肆的精
神气韵……

河湟社火中的太平鼓
□文/图 刘玮

▲▲河湟社火中的太平鼓表演河湟社火中的太平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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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太平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