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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3年前去江

宁，一定会在方山东麓寻
找到一个叫陶家庄的村
庄。陶家庄里所有男子都
打得一手好鼓，这是陶家
庄世代相传的方山大鼓，
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是陶家庄的男人，就

一定要会打鼓！”现年 65
岁的陶义海从三四岁起看

父辈们打鼓，到 10来岁自
己会打鼓，对于方山大鼓有
着自然的深情。20多年前，
他就成为方山大鼓队的队
长。方山大鼓为陶家庄带来
了不少荣誉，陶义海很兴奋
地一一列举：1953年方山

大鼓参加江苏省民间艺术
大赛获得一等奖，1993年
在朝天宫庙会比赛获二等
奖，1999年获省民间广场
文艺大赛二等奖……这些
比赛中的鼓手清一色是陶
家庄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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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义海很自豪地宣
告：陶家庄是方山大鼓的

发源地。当年闯王李自成在
河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千里之外的陶家庄人为了
欢迎闯王，搬出大鼓，边打
边舞，名曰“迎闯王舞”，动
作就是模仿麻雀蹦跳，这就
是方山大鼓的前身。后来陶

家庄有一个叫陶正昌的太
平军战士在“迎闯王舞”的
基础上，改进了鼓点和动
作，这就是流传到现在的
“方山大鼓”。

到了太平盛世，方山
大鼓成为百姓们拜神祈福

的一种仪式。陶义海还记
得，解放前，每年三月初
一，陶家庄派出 16人的队
伍：锣、鼓各八面，相间排
列，敲敲打打到方山大庙
拜神，祈求新的一年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初二、初

三还在村里敲打两天。周

围47个村在陶家庄之后，
轮番祈福，村村献舞，一直

要持续到三月十九。解放
后，陶义海的哥哥陶义春
和一群鼓手将方山大鼓改
到了秋后打，以庆丰收，名
曰“生产大鼓”，加入了农
民劳动的动作，更多了时
代特色，但基本动作、鼓点

未变，每年也只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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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区文化馆副馆长

陈宁告诉记者，近几十年
来，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
陶家庄内愿意打鼓的年轻
人越来越少，方山大鼓面
临着传承的困境。

上世纪 80年代，江宁
区文化馆着手进行方山大

鼓的保护、传承工作。这其
中特别要提到的是石建生
老师，他首先从服装、动
作、姿态上对方山大鼓进
行一些改变。陶义海记得，
石老师曾找他去了三次太
平天国纪念馆，就是为了

观摩太平军的服装，再结
合麻雀的一些特征，定下了
现在的服装样式。

上世纪 90年代，在多
方协调和努力下，方山大

鼓队逐渐成为文化馆的一
支民间文艺表演队伍，经
过改进的方山大鼓也成为
各种大型庆典的喜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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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陶家庄拆迁

了，”陶义海的话里有些许
落寞，但是他又话锋一转：
“陶家庄虽然没有了，方山
大鼓还是会传下去的！”底
气十足。

陶义海的底气来自于

两支娃娃鼓队。早在1996
年，江宁龙都小学的一名
老教师就组织了一支娃娃
鼓队。区文化馆知道后，派
老师亲自调教。这支娃娃
鼓队 1996年获南京市中
华之声鼓乐大赛一等奖、

南京市群众文化演出二等
奖、江苏省群众文化汇演
二等奖。陶义海坐不住了，
“陶家庄的方山大鼓才是
正宗的，丢掉太可惜了！”

1997年，他决定培养自
己的娃娃鼓队，每年在方
山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
挑选身强力壮、活泼开朗
的孩子来教。挑选的学生
也不尽限于男孩，少数女
孩子也进入了方山大鼓

的传人队伍。“刚成立娃
娃鼓队，就有 30多个孩
子，鼓不够，只有 20面左
右，孩子们就拿着鼓槌，
敲脸盆练习，热情很高。”
陶义海回忆起当时的场
面，十分陶醉。

如今，娃娃鼓队也能
登台表演，独当一面了。在
以前举办的名城会狂欢节

上，由方山大鼓队、龙都娃
娃鼓队、方山娃娃鼓队集
体奉献了一场震撼人心的
方山大鼓表演，让很多人
记忆深刻，也重新认识了
方山大鼓的魅力。如今，方
山大鼓又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展演”中红
火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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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上一张长条桌，

洪山戏就可以开锣了！艺
人站到桌上，就是楼上；旁
卧桌面，又变成了卧床。”
80岁的陶和之闭上眼睛，
依稀还能记起儿时看洪山
戏的情景。

退休前，陶和之在六

合县文化馆工作，1981年
至1986年间，他收集整理
了数万字的资料，还为当
时仍健在的几位洪山戏老
艺人录了音。可惜的是，当
年的手稿早已不知去向，
四盘磁带几经辗转也没了

踪影。
陶和之介绍，洪山戏

是由洪山香火神会发展而

来，形成于清末民初。20
世纪初有了专业戏班，其
中，八百桥大营郝的郝玉
洲，还有彭宪章等都是红
极一时的领班艺人。“演
员大多数都是‘香火’艺
人，唱调也是从 ‘香火’

调发展来的，所以洪山戏
又叫‘香火戏’，” 陶老
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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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洪山戏的戏

班子规模很大，我见过有
个戏班总共100多人！不
像最早的‘香火戏’，只有
两个人说唱。”陶老说，当
时还借鉴扬州花鼓戏，加
入了弦乐伴奏，二胡是必

不可少的，规模大些的还
有四弦。

“虽然曾经盛极一
时，但洪山戏的流行仅仅
局限在六合周围这一带，
后来又跟扬州花鼓戏融
合，形成了扬剧。洪山戏本
身却没有人继续传唱，那
批老艺人早就不在人世，

太可惜了！”陶和之无奈
地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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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辗转找到了郝玉

洲的长孙郝同刚，今年 55
岁的他小时候曾听爷爷哼
过“洪山调”，却没有亲眼
见过老人家唱戏。郝同刚
12岁那年，爷爷曾让他跟
着一位姓龚的老师学习武
生。“每天早上起来就吊

嗓子，还要拿大顶、下腰、
压腿，练不好师傅就会用
黄藤鞭子打手心，很苦！我
只学了半年就回家了。”
郝同刚对那段往事记忆犹
新。“如果当时爷爷在身
边就好了，可能我就会坚

持下来。现在想起来觉得
太遗憾！”

在郝同刚的家里，郝
玉洲的遗物只剩下一枚扳
指。“在我印象里，爷爷一
直把它戴在大拇指上。”
郝同刚说，“这枚扳指见

证了洪山戏的历史，要好
好珍藏。但爷爷唱过的洪
山戏却几乎没人会唱了，

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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