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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香蕉树下牵魂动魄的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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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歌载舞的乌干达人      来自雅图 

 
 

走进非洲 

 
 

乌干达：香蕉树下牵魂动魄的鼓点 
 
 
 

□     黄桂芳 
 
 
 
      乌干达是非洲东部的内陆国家，赤道横贯全境，2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坐落在海拔1000米
以上的东非高原上。境内河湖沼泽纵横，水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7，素有“东非高原水乡”

之称。这个国家风光秀丽，资源丰富。高大的椰子林、浓密的香蕉树、大片的绿色草地，绮丽的

湖光山色，同色彩夺目的民族服饰一起，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热带风光画卷。 

      乌干达人能歌善舞。他们歌唱的曲调高亢，舞蹈节奏粗犷豪迈，伴奏的鼓点、笛声和谐自

然。每逢传统节日和公众集会，甚至平日家庭或村落办起红白喜事，全国城乡各地的男女老少都

会踏着欢快的“达姆、达姆”鼓点，自然扭腿摇臂，载歌载舞。 

      在乌干达，圆锥形或圆柱形的长鼓、中鼓和短鼓，不仅是娱乐的乐器，还有多种功能。例

如，鼓是乌干达重要的通讯工具。这个国家湖多河密，丛林遍布，交通阻隔，村长为修桥筑路或



村落受到猛兽侵袭需要告知村民，便通过击鼓传达信息。鼓还是乌干达宗教活动必不可少的工

具。乌干达居民中83.7%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圣鼓”安放在教堂内，每当教徒祈祷或唱圣

歌就用鼓来伴奏；酋长举行祭天拜祖仪式也总要使用鼓。 

      鼓在这个东非国家还有其政治职能，用作国家的部分象征，乌干达国徽中间就有一个鼓。从

前乌干达境内有布干达、布尼奧罗、托罗和安科莱4个王国，每个王室都有一套大小不同的鼓，也

各有不同的音色和名称。这些鼓只用于王室的婚丧嫁娶、新王登基和对外宣战等隆重场合，因而

它们象征着国王权威和王国尊严。到了现代，鼓成了迎宾喜庆时的打击乐器，有时也用于庄重的

仪式上。1974年，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拉访问乌干达，在恩德培国际机场举行的官方、群众欢

迎仪式上，乌干达政府就用击鼓21槌代替国际上通用的21响礼炮。 
      乌干达人几乎人人都熟悉“鼓语”，这是由于这门特殊的“语言”是他们从小学习的必修

课。他们除了用鼓锤敲击鼓面外，还会熟练地用手掌拍打鼓面的不同部位，不断调节音量大小和

高低，而敲打出变化无穷的声乐来。 

      乌干达被誉为“香蕉之国”，首都坎帕拉还有“芭蕉城”之城，这是因为在这个东非高原国

家尤其是坎帕拉周围满山遍野、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绿叶扶疏、果实累累的香蕉林。妇女头上顶

的、自行车后带的、卡车火车上装的都是香蕉串。人们用巨大的香蕉叶搭棚子、作帐篷；在大雨

滂沱之时，手撑着香蕉叶遮荫挡雨。他们还用香蕉叶编席子，铺地防潮。香蕉树的花朵呈紫红

色，当地人采集下来制成染料；其茎粗叶阔，有的则被浸泡沤成肥料。妇女还把香蕉叶剪成细条

围在腰间跳舞，增强欢愉气氛。更有艺术家把叶子剪贴成别具一格的装饰画。 

      乌干达人十分喜爱青翠整洁、亭亭玉立的香蕉树，还因为它可以起到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

作用。他们热情好客远近闻名。他们盛行的一个与香蕉有关的古朴习俗，则让宾客们感悟到他们

具有浓郁的人情。每当到当地朋友家拜访，只要事前有约，总是发现他们早早就在大门口摆放上

刚砍下来的香蕉树。每有国宾来访，从恩德培国际机场到首都坎帕拉47公里的公路两旁，也总是

摆放着鲜嫩的香蕉树。他们把赖以为生的香蕉树砍下，意在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如同一颗火热的

心奉献出来，表示对客人的衷心祝福。客人亦能从中感受到乌干达人民的好客与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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