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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鼓作为民间器乐，历史源
远流长。据《经书》记载，早在周朝
时，就有朝圣驾之说。七子鼓在民
间一直流传着一个美丽传说：观音
菩萨之父妙庄王生重病，全身生
500 个菠萝疮，久治不愈，这时观
音下决心在香山修炼。修成正果
之后，为其父治好了病，也为民间
凡人救苦救难。老百姓为祭奠和
感激她，在2月19日、6月19日、9
月19日用朝架打七子鼓的形式报
答。从而，七子鼓以表演的形式成
为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打击乐，这种
活动在巴渝地区特别流行。

七子鼓流传了数代，尤其在上
世纪20至30年代较为盛行，随着
现代文艺水平的飞速发展，已逐步
走向衰退，甚至失传。

20 至 30 年代，七子鼓一度受
到当地人们的喜欢和追捧，每每在
红白喜事或是朝圣的庙会上，人们
便会看到一位为首的老者拿着木
质小槌，敲打一只搁在小凳上的小
鼓。随着他这一阵敲打，旁边另外
几位老者跟着用右手拿着的小木
槌，分别敲打着各自手中的包锣、
大锣和迎锣。这就是七子鼓的敲
打阵容，可谓是民间早期的器乐
团，他们打击的曲调多样，曲目众
多，风格独特，共有100多个曲牌。
七子鼓团队人员组成、乐器种类、
音乐的打法也很有讲究。七子鼓
的团队最初是由七个人组成，分别
用包锣、大锣、钵儿、小鼓、马锣（2
个）、迎锣乐器演奏。到了解放战
争时期，人们生活贫穷，加之战乱，
七子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原来
的七人减为了四人。主要乐器有
包锣、大锣、钵儿、小鼓、马锣、迎锣
等几种乐器组成，它与架香锣鼓打
法一样，其不同点是七子鼓只打不
唱，架香锣鼓则是由香头领唱，然
后由小鼓起鼓，以金鼓为主，其他
乐器跟随，所以打的不唱。在四五
十年代之前常用于红白喜事，以及
朝山活动。现今，七子鼓用于老百
姓办丧事和朝山拜佛。七子鼓作

为流传多年的民间打击乐，是根据
人们办丧事、朝山拜佛或入庙进香
祭祀仪式活动而形成的，基本动作
都是根据人们敲打的节奏进行变
化表演为主。

七子鼓世代相传，经过数百年
的发展演变，不断丰富其内容，已
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民间传统音
乐形式，七子鼓的内容大致分为三
种：第一类是人们从事朝山拜佛或
入庙进香的祭祀活动而形成的一
种曲牌，叫豹子头。这也是流传最
广、用得最多的一种，主要表现的
是对神灵的尊重，表示活动已到目
的地。第二类主要是人们从事参
土地、参法门而形成的一种曲牌，
叫鬼扯脚（也叫参条），它的打法只
有一种，形式较为固定。第三类是
民间办丧事而形成的曲牌，叫一顺
风（又名伦冬冬），主要是让万民知
晓是去治丧，用于人们办丧事，这
也是流传最广、用得最多、内容最
丰富的一种，这种曲牌给人一种苍
凉，忧伤之感。

七子鼓以其富有地域特色的

民间打击乐形式存在于合川境内，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如
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七子鼓是
根据人们办丧事、朝山拜佛或入庙
进香祭祀仪式活动而形成的，具有
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第二，表演
地点灵活，可在院坝、寺庙及途中
行进等多种场合进行。第三，七子
鼓打击方法简单易学，灵活多变，
曲目众多，可根据人们的要求打出
不同的曲牌。第四，七子鼓作为民
间的打击乐，其声音时而苍凉，时
而欢快，给人一种庄严、肃穆、文
静、虔诚的感觉。

由于七子鼓变化多样，曲牌众
多，而人们娱乐活动不多，因此深
受当地老百姓喜爱。在五六十年
代的时候，在很多热闹的场合，人
们都要邀请老人们敲打七子鼓，能
够得到众多老百姓的欣赏，这也是
巴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七子鼓
的打法有100多种，但是随着现代
曲乐，现代剧目的不断提高，现在
会打七子鼓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

究竟是什么让七子鼓在文化

繁荣的今天濒临失传呢？一方面，
七子鼓多为老年人在打，由于七子
鼓都是代代相传，口头传授。而如
今会打七子鼓的大多是一些年事
已高的老人，年纪已经接近七八十
岁了，能唱的人也已经不多了，有
的相继去世，根据这种情况来看，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这些能够打唱
出来的老人已经没有能力再表演
了，这样七子鼓这种人类智慧的结
晶将被永远的遗忘。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乐队的冲
击，七子鼓乐队的生意越来越少，
从事七子鼓演奏的人也渐渐少了，
愿意新学七子鼓的人更是少之又
少。时至今日，在各种活动中已经
很少可以看到七子鼓的演奏了，只
有在乡村的治丧中，偶尔还能看到
几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受邀前去站
在场子中央，敲打着七子鼓。

如今，人们文化生活水平大大
提高，流行音乐、电视和丰富多彩
的娱乐活动，专职打七子鼓已经难
以养家糊口。除此之外，由于七子
鼓是一种民间传统的打击乐，它的

传承都是靠上辈口头传授，所以留
下的曲牌很少，更不用说原汁原味
的音像资料了。这对七子鼓的挖
掘、整理和传承极为不利。

尽管如今的七子鼓辉煌不再，
但它却是合川人世代相传、与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民间音乐，是
当地人在劳动中的智慧与文明所
产生的结晶，它蕴含了当地人特有
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
文化意识。它既是历史的见证，又
具有重要艺术价值的宝贵资源。
由于七子鼓分布的区域比较广泛，
虽然早期组织人员进行了收集与
整理，但仍不够完善。

七子鼓作为民间音乐，从孕
育、发展到今天，已有数百年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劳
动产生了音乐，劳动音乐又演变成
为可以独立存在的民间音乐形式，
并已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
点的地域文化现象。其庄严、肃
穆、文静、虔诚的风格表达了人们
对逝者的告慰，对神灵的虔诚，体
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是

一种健康有益的民俗活动，特别有
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
的民俗文化和艺术观赏价值。
2005年初，国家实施了“民族民间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合川市政府
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为了抢救这一
处于低迷的民间文化遗产，原合川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专门组织人
员，对其进行挖掘整理。2007年，
在重庆市的统一安排下，再次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普查，七子
鼓被命名为合川区级第二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继而成功申
报为第三批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2010 年 7 月 3 日
重庆电视台教科频道《重庆记忆》
栏目，通过深入采访，播出了时长
15 分钟的保护合川七子鼓的节
目。节目记录了沙鱼镇上的一次
朝架活动中的七子鼓演奏，专门介
绍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七子
鼓的前世、今生。对于七子鼓的未
来，记者和编导同时向人们呼
吁——重视和保护这一民间文化
艺术结晶。采访中，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的负责人表示，目前
保护传承七子鼓的工作已经全面
展开，建立了以沙鱼镇为中心的七
子鼓保护区，鼓励现有传承人尽快
地将七子鼓的演奏技巧传授给新
人。同时，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就
现有的文字和音像资料，整理编写
出了《七子鼓曲牌集》。

七子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
贵文化遗产，其点子密集，旋律紧
凑，表现风格独到，乡土气息浓厚，
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是中华民
族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其由来、
演变和传承与历史发展紧密联系，
具有较高的历史、人文、艺术研究
价值，因此抢救保护好七子鼓对研
究我国民族文化、地方民俗文化和
传统音乐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价
值和艺术价值。

合川非物质文化遗产 七子鼓之

（作者 胡中华）

七子鼓，在当地又被人们称之为“架香锣鼓”，主要流传于合川区域内，是由七人开展的民间打击乐，属于一种简单的民间器乐。七子鼓产生

于人们日常的生产劳动和民俗活动之中，最初渊源于宗教音乐，是信徒们朝香时的场景音乐，现今主要分布在合川区的沙鱼、钱塘、龙市、小沔、

三汇等地。2011年，七子鼓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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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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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鼓传承人在切磋技艺 七子鼓乐器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