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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苏方山大鼓的数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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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山大鼓是至今仍活跃于江苏民间的经典乐舞，目前已被列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旨
在方山大鼓资料搜集、记录、整理的基础上，对方山大鼓的数列结构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其节奏构成的艺术

规律与特征，并通过与十番锣鼓的节奏比对，揭示方山大鼓与十番锣鼓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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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方山大鼓流传在南京江宁方山乡一带，是一

种边击鼓边舞蹈的综合性艺术。据当地老人们回

忆，其称呼众多，如“麻雀蹦”“十番”“喜庆鼓”“迎

宾鼓”“夺胜鼓”等。目前被当地尤其是政府文化

部门、媒介广泛称为方山大鼓，自2008年被确立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更受到当地政府的

高度重视与支持，并正在做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准备。

如今的方山大鼓经常参加各类场合各种形式

的演出，根据演出场所与演出性质，有时会将队

形、人数、时长等因素加以变化，但方山大鼓代

表性传承人、陶家庄方山大鼓表演队的领队兼教

师陶义海强调 ：“方山大鼓不管怎么变化，整体

套路不变。”这句话道出作为传承人对于传统大鼓

艺术的深厚情谊，以及民间艺术传承仍然具有相

对的“稳态性”特征。

根据文献资料与民间老艺人口述资料描述，

方山大鼓系河南农民将他们当地的鼓乐传至方山

陶家庄。今日再将方山大鼓置于江苏音乐语境来

考察，却发现方山大鼓已经融入了大量江南十番

锣鼓的艺术元素，与十番锣鼓有着十分密切的亲

缘关系，所以本文旨在方山大鼓资料搜集、记录、

整理的基础上，对方山大鼓的数列结构进行分析，

总结归纳其节奏构成的艺术规律与特征，并通过

与十番锣鼓的节奏比对，揭示方山大鼓与十番锣

鼓的亲缘关系。

二、方山大鼓艺术形式构成

方山大鼓主要包括鼓曲、舞蹈两个部分。

鼓曲共有十二曲，由大鼓与大锣两个乐器声

部组成，上方声部为刚强有力的大鼓，下方声部

为音区较低的大锣，两者围绕锣鼓经做不同的声

部处理。锣鼓节奏与舞蹈动作配合自然，不谋而

合。锣鼓曲主体部分，也是舞蹈主体部分，变化

颇丰，其击奏法主要包括敲击鼓心、鼓面、鼓帮，

还有重击，轻击，闷击等 ；舞蹈部分主要是模仿

麻雀赶稻场的动作。现根据民间艺人（陶义宏等）

口述资料，将方山大鼓整体结构整理如表1 ：

● 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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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方山大鼓整体结构

曲目 锣鼓节奏 鼓乐击奏方式 舞蹈动作 鼓舞形象描述

曲一 散拍 击鼓帮，锣击中心，鼓

与锣同时击奏

双腿半蹲，双膝弯曲，蹲扎在鼓的两侧，就像

骑兵骑在马上。正所谓艺人口中“束马势”

雀仔聚在一起赶稻场，

艺人击鼓帮的声音喻

为“麻雀啄食”

曲二 四二拍，三小

节，鼓 空 拍，

锣每小节击奏

两拍

鼓的节拍全部为空拍，

锣按正常速度领奏

击鼓人双手均持鼓棒，从鼓前端向鼓两边八

字分开动作

麻雀起窝前的准备动

作，也是整个鼓舞的

准备动作，喻指农民

们齐心协力共创丰收。

曲三 四二拍，两小

节一个乐句，

此曲为一个乐

句的三次重复

每一乐句的第一拍，双槌

击右鼓面，剩下三拍鼓

为空拍，锣仍按正常速

度领鼓进行，重复三次

每一乐句中，艺人在击奏第一拍之后，后三

拍双手持鼓槌，双臂架起带鼓槌从右往左平

移，重复三次

艺人称“双推磨”，笔

者以为农民丰收后打

场地晒粮食，为麻雀

的出场作好铺垫

曲四 四二拍，由每

三个乐句重复

三遍构成

陶义海称“锣领鼓，鼓带

锣”，锣鼓齐鸣，艺人在

鼓舞的动作中击奏。左

右鼓槌按照“三五七”的

节奏单位循环反复

双手横抓鼓棒，双臂架起，姿势呈束马势，身

体稍后仰，右手带动鼓槌由上往下推至鼓中

心，击鼓后顺势推出上扬至约齐眉处，左手

带动左槌紧随其后，左右鼓槌循环反复时所

留空槌，被锣补上。第一乐句的三次重复中

鼓空槌，舞蹈动作顺势而出。锣在击奏第三

拍之后，右手掩锣中心，使其成闷音不动。第

三个乐句的三次重复中鼓留有两拍空槌，这

两拍空槌动作同曲二，锣依然领鼓“前进”

庆丰收进入主题，随

着“三五七”典型节奏

型的变化，农民的情

绪也被推向高潮

曲五 四二拍，共两

小节

鼓一击一空，重复两遍，

锣始终同步击奏

第一小节向左跳跃同时双棒击鼓后，双臂张

开立即上扬 ；第二小节动作与之相反

“小亮翅”

曲六 四二拍，节奏

单一

鼓击奏一次，空三拍，

空槌地方锣补上

双击鼓后，空槌时手持鼓棒，身体呈抱鼓姿

势，棒头朝身体，从鼓前端向身体内侧收起

“麻雀抱窝”

曲七 变换拍子，由

两小节四二拍

和一小节四三

拍构成

锣鼓齐鸣 双槌同时从右向左，从左向右，此动作重复

三次，最后一拍，鼓槌随身体的动律前推冲

出

麻雀进巢之后开始抱

窝晃蛋，晃蛋结束，麻

雀出窝觅食

曲八 四二拍，每两

小 节 一 个 乐

句，本曲为一

个乐句的三次

重复

鼓击奏两拍，空两拍，

锣正常齐奏，重复三遍，

被锣补上的空拍，其敲

击力度也尤为突出

右槌与左槌轮流击奏之后，右脚向鼓右侧蹦

一小步，同时鼓棒自下往上抄起，此动作重

复三遍

麻雀“单展翅”，右左

右的方向

曲九 四二拍，三个

乐句

第一乐句右槌与左槌依

次击鼓，重复三遍

第一乐句，鼓每敲奏两次，挪动一次步伐位

置，先右后左。第二乐句，双脚先蹦跳至鼓右

侧，与曲五位置相反，后蹦跳至左侧，第三乐

句鼓舞同曲六

让观看者联想到麻雀

仔欲初试本领，在窝旁

“小亮翅”，麻雀母亲认

为雀仔本领还不够，将

其重新抱回在窝中享

受母亲给予的温暖

曲十 四二拍，每两

小节作为一个

乐句，此一乐

句的第三拍出

现节奏变化。

本曲为一个乐

句的三次重复

锣的击奏始终如一，第

一乐句第二小节，鼓槌

敲击右鼓帮，此乐句第

二次重复中第二小节鼓

槌击奏方向则相反，第

三次重复中第二小节鼓

槌击奏方向同第一乐句

在每一乐句中，鼓槌击奏前两拍时，双脚在

鼓中心位置，身体前倾，后两拍，击鼓帮时，

步伐根据鼓帮的位置单腿迈至大鼓下方

艺人将敲鼓帮的声音

比作麻雀“哆哆哆”啄

食声，观其形态可联

想到麻雀边啄食边舞

蹈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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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山大鼓谱例记录与解释

方山大鼓仍延续口头传承的教授方式。通过

观察、记录艺人的授课、排练，尤其参照方山大

鼓传承人陶义海的口传心授内容，现将方山大鼓

锣鼓经整理如下 ：

方山大鼓锣鼓经谱例
曲一

哆 ||
曲二

匡匡 | 匡匡 | 匡匡 ||
曲三

冬匡 | 匡匡 | 冬匡 | 匡匡 | 冬匡 | 匡匡 ||
曲四

冬冬 | 冬匡 | 冬冬 | 冬匡 | 冬冬 | 冬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冬 | 匡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冬 | 匡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冬 | 匡匡 || 
曲五

冬匡 | 冬匡 ||
曲六

冬匡 | 匡匡 ||

曲七

冬冬 | 冬冬 | 冬冬冬 ||
曲八

冬冬 | 匡匡 | 冬冬 | 匡匡 | 冬冬 | 匡匡 ||
曲九

冬冬 | 冬冬 | 冬冬 | 冬匡 | 冬匡 | 冬匡 | 匡匡 ||
曲十

冬冬 | 哆哆哆 | 冬冬 | 哆哆哆 | 冬冬 | 哆哆哆 ||
曲十一

冬冬 | 哆哆哆 | 哆哆哆 | 冬冬 | 哆哆哆 | 哆哆哆 | 冬冬 

| 哆哆哆 | 哆哆哆 ||
曲十二

冬冬 | 冬 | 冬冬 | 冬 | 冬冬 | 冬 |
冬冬 | 冬冬 | 冬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匡 | 冬冬| 冬冬 | 

冬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冬 | 匡匡 | 冬冬 | 冬冬 | 冬冬 | 匡匡 | 

冬冬 | 冬冬| 冬 冬 | 匡匡 || 
结尾

冬冬 | 冬 || 
为了更便于理解和研究，依据民间艺人的锣

鼓经，参考《南京民间舞蹈集成》中方山大鼓曲谱，

并借鉴李民雄书籍《民族打击乐演奏教程》（技巧

与练习）中锣鼓合奏乐谱编写方式，将方山大鼓

锣鼓经用专用制谱软件编制如下 ：

曲目 锣鼓节奏 鼓乐击奏方式 舞蹈动作 鼓舞形象描述

曲十一 四二拍，每三

小节为一个乐

句，每一乐句

的第三拍与第

五拍出现节奏

变化，本曲为

一个乐句的三

次重复

第三小节重复第二小节

的击鼓方式

在每一乐句中，鼓槌击奏前两拍时，动作同

曲十，后两小节有相同的击奏方式，同样也

表现有相同的舞蹈动作

艺人们演奏动作幅度

加大，气氛越来越高

涨。比喻农民打的粮

食越来越多，一群麻

雀来啄食，之后又一

群麻雀来啄食，用两

次“哆哆哆”表现麻雀

的数量增多，象征农

民丰衣足食

曲十二 四二拍，本曲

分三个乐句，

一、每 两 小

节一个乐句，

二、每 三 小

节一个乐句，

三、每四小节

一个乐句，此

曲为三个乐句

的三次重复

此曲在第一个乐句的三

次重复中有明显的锣鼓

静止。锣出现了整首乐

曲中唯一不同的空拍

鼓舞同曲四，锣鼓声音静止时，鼓舞的动作

不变同曲四

“大展翅”。如果说曲

四给人留下的是一种

动地翻天的印象，那

么在最后的曲十二中，

可以感受到的是整个

场面沉浸在鼎沸的状

态，农民的情绪推向

最高，好一派丰衣足

食、欢呼雀跃的景象

续表

论江苏方山大鼓的数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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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大鼓软件编制谱
                                                  传授 ：陶家庄民间艺人

                                                  记谱 ：陈小雪

曲一

曲二

曲三

曲四

曲五

曲六

曲七

曲八

曲九

重复曲七

曲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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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曲九、曲七、曲八、曲九、曲七

曲十一

重复曲九、曲七、曲八、曲九、曲七

曲十二

                                               
结尾

方山大鼓锣鼓乐结构并不复杂，但结构构成

却包括了“帽头—主体—收头”三部分。从乐曲整

体布局来看，方山大鼓曲一、曲二、曲三是一个乐

章的开篇，鼓舞结合，起铺垫作用，为“帽头”；曲

四到曲十二为主体部分 ；最后以本首锣鼓曲中具

有数列型代表的3 × ×| ×“收头”做结尾。

演奏行进有一定程序规定性，前九曲平稳

进行，第九曲结束之后开始重复曲七，进入曲

十，之后重复曲九、曲七、曲八，又曲九、曲七，

进入曲十一，再次重复曲九、曲七、曲八，又曲

九、曲七，之后增加如下起连接作用的一小节，

为曲十二鼓舞中“大展翅”做准备，

曲十二结束后接结尾。

整个乐曲中，曲四与曲十二存在极大的相似

性，从舞蹈角度观察，曲十二的再现巩固了曲四

作为主体部分的核心性，也起到连贯完整整曲作

用，并将乐曲情绪气氛自然有效地推至高潮。

从方山大鼓的音色布局上来看，主要是锣与

鼓交替进行，也就是局内人口中常说的“锣领鼓，

鼓带锣”，乐曲的节奏则在鼓与锣的相互组合排

列中得到对比和发展。

四、方山大鼓数列结构类型与数列分析

李民雄《民族打击乐演奏教程（技巧与练

习）》中提到：“锣鼓经是打击乐合奏的简易总谱，

艺人们演奏时在锣鼓经的制约下即兴发挥灵活处

理，构成一个各个声部既各具特性，又有机结合

的整体，由于锣鼓经具有简易总谱的功用，易读

易记易打，所以常在打击乐合奏中仍附上一行锣

鼓经。”［1］133王福银、王冰在他们的《状声字谱研

究》中也谈到 ：“状声字谱，又叫锣鼓经。它是我

国民族锣鼓乐的一种传统记谱法，在民族戏曲、

器乐合奏和民间鼓乐演奏中得以广泛应用。”［2］那

么演奏方山大鼓所用的乐器，是民间常见的大鼓

与大锣，苏南民间也经常用状声字记写锣鼓音谱，

方山大鼓锣鼓经中，主要运用“冬、哆、匡”等状

声字谱，其实际意义解析如表2 ：

表2   方山大鼓锣鼓经状声字谱意义解析

序号 原谱声字 演奏法 乐器

1
冬 击鼓中心

大鼓
哆 击鼓边

2 匡 击锣中心 大锣

论江苏方山大鼓的数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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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术语“煞锣”是艺人们演奏大锣时所用技

巧的表述，民间艺人解释说 ：“敲奏大锣之后用

手掩住锣面使其收音。”曲十中还会运用状声字

“哆”，被局内人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即为麻雀啄

食，是起飞之前的小插曲。

禇历在《十番锣鼓的数列结构》中提到 ：“音

乐中的数列结构是指主要以数列性发展手法或结

构原则构成的结构形式。这是一种较为狭义的界

定，它强调数列思维在结构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和

由此给结构带来的艺术特色。”［3］总结方山大鼓曲

谱发现，大约出现了四种节奏型，如下 ：

    1 × 

    3 × ×| × 

    5 × ×| × ×| ×
    7 × ×| × ×| × ×| ×
单墫《数列与数学归纳法》认为 ：“如果一个

数列从第二项起，每一项减去它前一项，所得的

差都相等，这个数列就成为等差数列或算数数列，

简记为A.P.，这个相等的差称为公差，常用d表

示。”［4］18

以此类推，我们将曲四中“［1］［2］［3］［4］

［5］⋯⋯”看作小节数，三五七为节奏型的话，就

会发现其中的规律 ：［1］［2］，［3］［4］，［5］［6］，

是三重复（重复三遍）；［7］［8］［9］，［10］［11］

［12］，［13］［14］［15］，是五重复（重复三遍）；［16］

［17］［18］［19］，［20］［21］［22］［23］，［24］［25］

［26］［27］是七重复（重复三遍）。方山大鼓曲四

运用到了四种节奏型中的后三种。

    3 × ×| × 

    5 × ×| × ×| ×            ↑2

    7 × ×| × ×| × ×| ×            ↑2

这个数列是“3，5，7”，每相邻两数之间的差

均为“2”。可见方山大鼓的数列结构属于等差数

列，结构模式为“递增式”［5］，其递增形式为3，5，

7，公差以乐句为单位，公差为2。

袁静芳《民间锣鼓乐结构探微——对〈十番

锣鼓〉中锣鼓乐的分析研究》一文中，将锣鼓经总

结为“八种基本句式（顺列句、逆列句、倒列句、

平列句、跳列句（如复列句、亏列句、游列句）”［6］

那么以此分析曲四，以“三五七”分别代替“× ×

| ×”“× ×| × ×| ×”“× ×| × ×| × ×|×” 

三个节奏型，本曲节奏型可概括为“三、三、三 ；

五、五、五 ；七、七、七”，将重复部分抽除，就

形成“三、五、七”序列，成为典型“357”亏列句。

由此可见，方山大鼓多属于等差结构，其结构模

式同时具有递增式、平列句、亏列句等数列结构

要素。

五、方山大鼓与十番锣鼓数列结构的比
较分析

在中国民族音乐中，数列结构使用最丰富的

要数苏南的十番锣鼓，前人已对其做过了很多细

致的分析。禇历在他的《十番锣鼓的数列结构》中

说 ：“十番锣鼓是以锣鼓乐为基础，随着年代的

久远一直不断会有变化，发展出丝竹乐和带唱词

的形式，三种形式的使用数量依次递减，仍以锣

鼓乐为主体。”［3］杨荫浏也对十番锣鼓乐曲进行

了较为完整细致的记谱、说明与分析，列举了各

种锣鼓段不同的特点，对其术语作了详细的解释，

指出十番锣鼓在节奏特点方面，不仅有“稳定的

单一节奏”，而且还有“多节奏”的形式，并以十

番锣鼓《十八六四二》中“鱼合八”引号片段为例，

说明“一、三、五、七”是节奏单位及其在十番锣

鼓乐中得到广泛应用，如下所示。［7］43

十番锣鼓《十八六四二》片段

（一变） △ 七七  一七  一七  |七                                      |扎    勺各 |  勺   丈  | 丈
                              内内  一内  |内                          扎扎   |扎    勺各 |  勺   丈  | 丈
                                        同同  |同               扎扎   一扎   |扎    勺各 |  勺   丈  | 丈
                                                  |王    扎扎   一扎   一扎   |扎    勺各 |  勺   丈  | 丈   丈  | 扎   扎  | 丈   ||

方山大鼓亦以锣鼓乐为基础，其最具代表性

的段落（曲四）的数列形态可归纳如下 ：
冬冬 | 冬 |
冬冬 | 冬冬 | 冬     | 
冬冬 | 冬冬 |冬冬 | 匡匡 |

很明显，该段由三个数列构成，音色为“冬”

“匡”，这种数列结构特征其实也是十番锣鼓中经

常使用的。如下例苏南吹打十番锣鼓《下西风》的

大四段，音色为“七内同王”，结构特点是“一段

反复变奏”，吹管的旋律层次为“七、五、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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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的伴奏层次为“一、三、五、七”，两个层次构

成的立体化合八体（1+7=8，3+5=8）。其节奏主要

构成数列是“1，3，5，7”［6］，这与方山大鼓“3，5，

7”鼓点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家族类似感，它们之间

必然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但十番锣鼓的鼓点结

构比方山大鼓更为复杂与多变，方山大鼓采用的

鼓点，很可能是民间更早的带有数列结构的锣鼓

经形式。

十番锣鼓《下西风》大四段

（一段）

                         △      七                                    |扎     正丈 |  丈                                     | 丈
 内内   一内   一内  |内    扎扎   一扎   一扎  |扎     正丈 |  丈      丈丈  一正  一净  | 丈
                       同同  |同                          扎扎  |扎     正丈 |  丈正                      一净  | 丈
            王王   一王  |王               扎扎   一扎  |扎     正丈 |  丈扎            丈正  一净  | 丈        ||

（尾）    △       勺各     勺正     一净     丈正   |丈     一丈 |  勺       ||
（合头）同前。

（二段）

                   △    内内   |内                           扎扎  |扎       正丈 |  丈正                        一净  | 丈
                 同同   一同  |同               扎扎   一扎  |扎       正丈 |  丈扎              丈正  一净  | 丈
                                      |王                                     |扎       正丈 |  丈                                      | 丈
      七七   一七   一七  |七      扎扎   一扎  一扎  |扎       正丈 |  丈       丈丈   一正  一净  | 丈        ||

（尾）同前。

（合头）同前，低吹——低八度。

（三段）

         △    同同   一同  |同               扎扎   一扎  |扎       正丈 |  丈扎              丈正  一净  | 丈
                            王王  |王                          扎扎  |扎       正丈 |  丈正                         一净  | 丈
      七七   一七   一七  |七      扎扎   一扎  一扎  |扎       正丈 |  丈       丈丈   一正  一净  | 丈       

                                      |内                                     |扎       正丈 |  丈                                      | 丈
（尾）同前。

（合头）高吹——同一段前合头。

（四段）

 △     王王   一王   一王  |王      扎扎   一扎  一扎  |扎       正丈 |  丈       丈丈   一正  一净  | 丈       

                                          |七                                     |扎       正丈 |  丈                                      | 丈
                     内内   一内  |内                 扎扎  一扎  |扎       正丈 |  丈扎              丈正  一净  | 丈       

                                同同  |同                           扎扎  |扎       正丈 |  丈正                        一净  | 丈       ||
（尾）同前，但末音仅占半拍，以便紧紧接下曲。

六、结语

研究中，笔者随机选取多名陶家庄村民进行

采访，根据近50人次的口述资料，基本确定陶家

庄以及发源于陶家庄的“方山大鼓”，是从河南迁

移而来的。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方山大鼓对于南

方鼓风格的运用，通过调查与分析研究，发现方

山大鼓已逐步将南方“七五三”的打法吸收为自

己的基本鼓点，在数列特征和音乐主次安排上，

表现出与江南十番锣鼓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另

一方面，十番锣鼓的结构构成又远比方山大鼓来

得复杂，方山大鼓所运用的鼓点很有可能是早于

十番锣鼓的民间锣鼓数列结构形式。20世纪60年

代，美国学者格伯纳提出了“涵化”一词来帮助研

究“教养理论”，主要关注电视对观众产生长期的

潜移默化的效果。对于音乐文化，如果生存语境

发生改变，经过长时间的异域文化浸透，自然会

逐渐出现类似的涵化现象，比如薛艺兵在《中国

论江苏方山大鼓的数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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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文化的处境》一文中，讨论了我国音乐

文化涵化的形式［8］，马韵斐在论文《江苏兴化六

书之厘定》中，也提到“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生态

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六书艺术形式与内

容也出现了明显的文化‘涵化’现象”［9］。方山大

鼓，从明末传播至方山近四百年间，每天受到当

地文化的滋养与影响，产生“涵化”现象是在所难

免的。但方山大鼓的改变程度是显著的。当今，类

似“十番锣鼓”“七五三”的南方特色鼓点，已演变

为方山大鼓主要的艺术特征。通过这个音乐涵化

现象既可以解读到方山大鼓与江南音乐、“十番锣

鼓”的同宗亲缘要素，也可以发现，一个音乐文化

现象涵化的程度，与它所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变异

程度以及所关联的时间维度，都是紧密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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