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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岭岭岭南一南一南一南一带铜带铜带铜带铜鼓鼓鼓鼓传传传传承承承承与与与与铜铜铜铜鼓文化的保鼓文化的保鼓文化的保鼓文化的保护护护护

【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作者：韦雯彦 2011-07-08

                   

      岭南铜鼓发源于云南，流行于我国西南岭南。岭南古为百越之地,是百越族居住的地方,具有独特的铜鼓文化。铜鼓文化被誉为最具特色的原

生态民族文化，在岭南大地凸显出特有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一直被民众视为神物和宝器，是民族团结、和睦、富庶、威严、强悍和不可侵犯的

象征。 

广西铜鼓的现状 

       铜鼓在广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铜鼓文化也是古越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广西各级文物管理部门收藏春秋至清代的铜鼓有700

多面，桂西北一些县的瑶、苗、壮、彝等民族至今还在使用铜鼓，如东兰县沿红水河两岸有铜鼓350面，全县民间传承使用的铜鼓达612面，素有

世界“铜鼓之乡”的美名；南丹县当也不止此数，其里湖瑶族乡有120面，大化板升乡有106面，其他散落在民间传世的铜鼓还有很多。专家估

计，广西拥有的铜鼓总量，应占全世界铜鼓总数量的三分之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岭南一带铜古新发现约有500多面，其中广西就有380

面。 

      因为铜鼓分布的地域和流传的族系不同而性质各异。考古学上把铜鼓按照出土的地方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

北流型、灵山型等。其中灵山式铜鼓颇具特点：鼓面边沿伸于颈外较少，没有垂檐。胸腰际附带状形扁耳。纹饰非常精美。鼓面鼓身各有三道较

宽的主晕。灵山型铜鼓的鸟塑像都铸在鼓的一侧，所在位置必定对着鼓耳，而且无论是一只小鸟还是一对小鸟，都处在左耳的下方。鸟的形象都

是回首，短颈，纺锤形身，长尾，身体显得圆胖。灵山型铜鼓如果平放，鸟头则朝下，如果将鼓耳系住横着悬挂时，鸟则作平稳站立状，鸟头向

着后方。目前灵山式铜鼓已有72件散藏在全国各地，广西钦州市灵山县博物馆就完好存有“灵山型” “北流型”铜鼓等25面，民间还有许多保

存。 

保护与传承铜鼓文化的建议 

      １．对铜鼓文化的价值进行全面评估 

  铜鼓文化价值认识上应克服仅仅看到或关心铜鼓文化的某个侧面的狭隘性，在建立铜鼓文化价值评估系统时应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提倡跨文

化、多视角的交叉对话，只有全面充分地评估好铜鼓文化价值，才能采取正确的保护措施。 

        ２．从政策、法规上加大对铜鼓文化的保护力度 

        要发挥运用好《文物保护法》，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文物法规的威力，让全社会知道保护文物的重要，保护铜鼓文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各

级政府在强化自身职能的前提下，做好铜鼓保护的工作。同时利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行动对广西铜鼓进行全面普查，摸清资源总量。 

        ３．在技术上给予铜鼓文化保护强大支持 

       第一，保护好现有完好的旧铜鼓。从春秋晚期一直到现在，广西铜鼓绵延发展了2000多年，从来没间断过。广西壮族、瑶族、苗族、彝族少

数民族村寨，现在都还在流行铜鼓习俗。当前广西存世的还有近１／４的好铜鼓，如果不对这些铜鼓采取措施保护，在一个时期后将会遭到损

坏。防止这部分好铜鼓损坏是当务之急，现在这些铜鼓多保存在各个村寨，要建档，加大保护力度，完善保护机制。 

       第二，铸造新铜鼓，替换旧铜鼓．铜鼓铸造技术已经失传。要加大研究力度，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铜鼓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而恢



复铜鼓铸造技术并复制、铸造新的铜鼓。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研究的问题涉及铜鼓的矿料来源、铜鼓的声学特性和铜鼓调音机理

等方面，运用包括铅同位素的质谱分析，声频频谱分析，圆板振动模式等现代物理技术，获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目前，广西有关部门与北京科

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联合进行民间铜鼓铸造试验，取得一定成果。其试制的一批铜鼓已有３面在东兰县使用。在泰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份叙述

了缅甸克耶邦铸造西盟型铜鼓的全过程的材料——《铜鼓制作法》，可做借鉴。 

      ４．为铜鼓文化培养继承人 

  培养好继承人是保护传承铜鼓必须重视的。当前铜鼓文化遗传出现断代的现象，会使用、理解铜鼓文化的人年纪已经大多年逾花甲，中年、

青年层面的人却不喜欢，或者不会使用铜鼓进行演奏演绎。出现断代的现象使得铜鼓文化培养后继无人。为了使得铜鼓文化能源远流长，应该加

大力度培养铜鼓文化继承人，将各类铜鼓有关的培训班或是学习班开进存有铜鼓，保有铜鼓文化的乡镇，让更多的人理解铜鼓文化，运用铜鼓进

行演绎，发挥出其应有的魅力。 

        5．通过扩大宣传面对铜鼓文化进行宣传 

    1999年以来，河池地区每年都举办铜鼓艺术节，通过这种文化活动平台，对少数民族铜鼓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在博物馆展

示的形式向人民群众积极宣传铜鼓文化。这些措施都将会有助于提高铜鼓文化的保护。可以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运用新闻媒体及各类文化旅游

活动，加强对铜鼓文化的宣传。 

(2011年7月8日6版) 

采编：高游 中国文物信息网

 

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须须须须知：知：知：知： 

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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