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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吹打集打击乐、吹管乐、丝
弦乐于一身，三者之间或独立成章或
交相辉映，多数作品抑扬自如，起伏
有致。激昂处如金石铿锵、天崩地裂；
舒缓处如行云流水、信马由缰。如渲染
炽热情感的粗犷强劲的《将军得胜
令》，以四合鼓和十面锣领奏，既有气
势磅礴、激奋人心的散板锣鼓，又有热
烈欢快、撩拨情绪的快板锣鼓，既有以
唢呐领奏、威武雄壮的行板段落，又有
以丝竹演奏为主、热情奔放的每小节
一拍的快板段落。形象鲜明，情绪激
昂，把古代将士凯旋时万民欢腾、夹道

相迎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汪裕章对奉化吹打的四篇代表作

《万花灯》《将军得胜令》《划船锣
鼓》《八仙序》 进行了重新整理，复
写分谱，核对锣鼓经的遗漏及差错，
在传承中有所创新。对其他三篇新代
表作 《奉帮腾飞》《锣鼓声处是故
乡》《欢乐的桃花节》 也再次进行了
编辑整理，还编写了 《萧王庙中心小

学奉化吹打校本教材》。
为了让奉化吹打适应新的舞台，

汪裕章从未停止改革创新的步伐。
2019年，萧王庙中心小学奉化吹打代
表队参加宁波市中小学生器乐比赛，
为了演出需要，汪裕章进行了第五次
改革，制作了一座双龙抢珠十三面锣
架，与五合鼓配套，气势浩大。43名
小乐手一起上台演奏 《欢乐的桃花
节》，荣获一等奖。

现在，汪裕章带出的徒弟活跃在奉
化的桃花节、芋艿头节以及校庆、厂庆、
寿庆、开业大典、婚丧事等各类场合。

后 记

自南宋以来，奉化的龙灯舞、马灯
舞和民间举行的请龙、赛会等活动渐渐
成为敬神、娱神的主要节目。这些节目
广受民众喜爱，民间艺人在舞蹈的同
时，添加音乐伴奏，借以控制节奏，
渲染气氛，于是，吹打应运而生，并
日趋完善。之后，吹打乐又被广泛地
应用于婚庆寿宴、丧葬祭祀，职业、
半职业的民间乐队(堂、班、社、会)出
现，从事吹打乐演奏的班社组织遍布
奉化城乡。民国时期，比较有名的吹
打组织有大桥九韶堂、萧镇白柞杨徐
鑫堂、吴家埠张潮水班等，代表人物
有钱忠道 （九韶堂的堂主）、张潮水
等。其时活跃在奉化境内的还有南浦
利星社、方桥阮家奉光社、董李永昌
会、永丰会等小乐队。

1976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
电影 《百花争艳》，电影开场的第一个
节目是 《渔舟凯歌》。报幕员朗声报
幕：鼓演奏者刘翰林，十面锣演奏者钱
小毛。

十面锣是什么？它是奉化吹打的精
髓，而奉化吹打是浙东锣鼓的重要组成
部分。钱小毛是谁？他是奉化十面锣的
创始人。

1984 年，“奉化吹打”被编入人民
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中国音乐词
典》。在“浙东锣鼓”一栏中如是写
道：“浙东锣鼓，民间器乐乐种，流传
浙江全省，以浙东一带的最为丰富，其
中奉化、嵊县的尤为著称⋯⋯”而西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音乐通史
概 述》 对 浙 东 锣 鼓 作 了 如 下 解 释 ：
“‘浙东锣鼓’约在明代中叶时盛行。

‘吹’的部分以笛子和唢呐为主，辅以
其他丝竹乐器。‘打’的部分非常丰
富，以流行于嵊县的‘五锣’（实际上
是由板鼓、小堂鼓、大鼓和个锣、争
锣、尽锣、斗锣、小锣等打击乐器组
成） 和流行于宁波、奉化、舟山一带的

‘十锣’（实际上是由板鼓、扁鼓、小堂
鼓、大鼓和大小不一的十面锣组成） 最
具特色，也是浙东锣鼓的主要特点之
一。”十，言其多，并不是必须由十面
锣组成。

钱小毛，1916 年出生于奉化大桥
镇 （今岳林街道） 后方村一个职业民间
乐手之家。受父亲影响，幼年就喜欢摆
弄乐器。12 岁那年，因家境不济，辍
学从艺，跟父亲学习吹唢呐、敲锣鼓。
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没过多久就
随父外出赚钱，养家糊口。

钱小毛的成长离不开当时的大桥职
业性民间乐队“九韶堂”，钱小毛不仅
认真向老师学习各种传统乐器的演奏技
巧，而且勇于探索创新。当时，民间乐
队一般只使用二至三面锣，最负盛名的

“九韶堂”也只使用四面锣。只有在为
当地民间龙灯舞、马灯舞伴奏时，才有
一人敲打五面锣的伴奏形式。受此启
发，年仅 15 岁的钱小毛与张阿盛、林
佩道等人，探索增加用锣数量，从五面
锣开始，逐步递增。20 岁时，钱小毛

已能熟练演奏“十面锣”，并在锣经编
配上也作了相应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
打击乐的音色变化和表现能力。随着

“十面锣”的出现，“九韶堂”演奏的曲
目大受欢迎，除活跃在本地区外，还不
断被周边地区邀请，故当时民间有“九
韶堂乐师，太清寺和尚”之谚。

1955 年，奉化举办“群众业余音
乐舞蹈观摩演出会”，钱小毛带领以原

“九韶堂” 成 员 为 主 体 的 大 桥 镇 代 表
队 ， 精 心 排 练 演 出 了 大 型 丝 竹 锣 鼓

《万花灯》 和吹打乐 《将军得胜令》，
获一等奖。之后，钱小毛等部分队员
又与宁波其他县、区的器乐界同仁混
合编队，参加浙江省会演。同年冬，
该节目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农村民
间音乐舞蹈会演”获优秀奖。从北京
回来后，钱小毛应邀加入省文化厅组
织 的 “ 浙 江 民 间 音 乐 舞 蹈 巡 回 演 出
团”，分别到金华、衢州、温州、上
海、宁波等地巡回演出。

1956 年 8 月，文化部举办“全国音
乐周”，钱小毛等人的 《万花灯》《将军
得胜令》 被选中，再度进京演出，获得
较高声誉。1957 年，浙江省民间歌舞
团诞生，钱小毛担任该团乐队组长。

1973 年，浙江省民间歌舞团准备
参加广交会演出。在钱小毛主持下，与
香港中乐团敲击乐首席阎学敏以及民族

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李民雄合作创作了
大型器乐曲 《渔舟凯歌》。作品始以螺
号及海浪拍岸声描绘大海的特定环境，
继以浙东沿海民间音乐为旋律素材，与
欢快的锣鼓击打相结合，表现渔民扬帆
出海、撒网捕鱼的情景。中段以慢板抒
情，带有浓郁的江南民间音乐色彩，贴
切地描述了渔民休憩时的喜悦之情。最
后，以十面锣、四合鼓复杂多变的快速
演奏，表现渔民与风浪搏斗的场景，在
强烈的艺术效果中结束全曲，余音绕
梁。

1984 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
国家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
主持，在全国开展搜集、整理、编纂、
出版工作，这是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
集成》《中国谚语集成》 编纂工作的正
式开始。1986 年，奉化文化馆在各乡
镇开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
作，文化馆特邀钱小毛前来传经授艺。
钱小毛欣然返乡，协助县文化馆指导业
余民间乐队排练 《万花灯》《将军得胜
令》《划船锣鼓》 和 《八仙序》 等民间
乐曲，并亲自担任十面锣演奏，抢救了
遗落在民间的音乐资料，培养了一批民
间艺人。至今，这些艺人中仍有不少从
事奉化吹打的传承发展工作，如奉化吹
打省级传承人汪裕章等。

同 年 12 月 ， 经 整 理 后 的 《万 花
灯》《将军得胜令》《划船锣鼓》《八仙
序》《三打》 等五首曲谱入编 《中国民
族 民 间 器 乐 曲 集 成 浙 江 卷 · 宁 波 分
卷》。2005 年，奉化吹打被列入浙江省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钱小毛与《渔舟凯歌》

2007 年，汪裕章被授予首批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奉化吹打代表性
传承人，2009 年被确定为首批浙江省
优秀民间文艺人才，至今已带出 300 多
个徒弟。

汪裕章 1943 年 2 月出生于奉化棠云
汪家村，曾名云溪的汪家村是一个千年
古村，每逢十一月初四，村口的云溪庙
请神、演戏、祭祖，五里老街不分姓氏
聚集于此。汪裕章的父亲早年办过演奏
民间乐曲的“斗会班”，在父亲的影响下，
汪裕章从小也喜欢敲敲打打。8 岁时，身
材矮小的他双脚踏在小凳子上，开始接
触笛子、唢呐、三弦、琵琶等多种乐器。不
久后，父亲上山砍柴时脚踝受伤，为医治
脚伤，把家里的铜器包括响器都卖掉了，
刚刚入门的汪裕章只得把一颗喜欢音乐
的种子悄悄藏于心底。

1979 年，汪裕章进了奉化曲艺队
担任辅导老师。1981 年，去了棠云文
化站。1984 年全县招干，他正式成为
棠云文化站干部。

1986 年，是汪裕章最难忘的一年。
奉化开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调查工作，
在歌谣方面专门成立了 13 个人组成的
民乐队，以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懂音乐
者为骨干学员，汪裕章是其中之一。在此
期间，汪裕章除了学钹外，趁老师和学员
休息时间，潜心学习十面锣和四合鼓，因
为从小有基础，学起来很快。他诚恳地
向钱小毛老师求教，得到老师的真传。

刻苦的学习在一年后有了圆满的回
报。当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丁远豪创作
了吹打乐 《奉帮腾飞》，参加宁波市第
三届音舞节，汪裕章首次担任十面锣手
上台演奏，节目荣获二等奖。在排演期
间，年已古稀的钱小毛老师前来指导，
使汪裕章深受感动。

获奖后的汪裕章感到责任重大。三
套集成工作完成后，大多数学员转而从
事别的工作，汪裕章却坚持了下来。他

说，十面锣是奉化吹打最具特色的乐器，
是浙东锣鼓的重头戏，是钱小毛老师毫
无保留传授下来的技艺，怎可以中断？

凡事有热爱才会痴迷，汪裕章就是
这 样 一 个 痴 迷 的 人 。 他 于 1992 年 花
2200 元去苏州购买了一整套奉化吹打
的乐器，那可是一大笔钱啊，当时他每
月工资才 40 多元。又在家里隔出 26 平
方米的房间，免费办起了“玄真小乐
堂”。儿子汪春辉是汪裕章的第一个徒
弟，后来又收了本村会拉二胡的汪成仁
和会吹笛子的汪召权为徒弟。不到两个
月，这三个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演奏 《将
军得胜令》《划船锣鼓》。当时溪口博物
馆想模仿北京大观园开办抬花轿旅游项
目，慕名前来邀请他。当十面锣敲起来
的时候，这支四人组成的小乐队引来无
数看热闹的人，一时风光无限。可惜抬
花轿旅游项目持续两个月就停业了，小
乐队解散。

汪裕章不甘心奉化吹打就此衰落，
他认为必须寻找与市场经济的契合点，
才能把奉化吹打传承下去。1993 年元
旦刚过，汪裕章迫不及待地向有关部门
申请文化经营许可证，他要组建一支有
偿服务吹打乐队。在农村，婚事丧事特
别讲究敲锣打鼓，图个热闹。汪裕章的
生意意想不到的红火，从家乡棠云到奉
化城乡各地，都有人来邀请。两年后西
洋乐器进入市场，传统乐器受冷遇，汪
裕章的弟子们无奈改行跳槽到西洋乐
队，奉化吹打再次面临衰落的危机。

2003 年，汪裕章从萧王庙街道文
化站退休。他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放到
奉化吹打的研究上，虽然市场不景气，

但他坚信有一天会枯木逢春。汪裕章一
边校对 1986 年民间三套集成录制的磁
带与曲谱是否一致，一边培养儿子、女
儿及孙子、外孙的吹、拉、弹、打技
能，甚至还钻研起如何把十面锣扩展成
十三面锣。

机会总是青睐随时做好准备的人。
2006 年 11 月，奉化婚庆公司邀请汪裕
章提供中式花轿迎亲的配套服务。汪裕
章兴奋地召集原班人马，又增加几名新
成 员 ， 组 成 了 一 支 10 个 人 的 吹 打 乐
队。在中式花轿的迎亲路上，吹的吹，
敲的敲，好不热闹，让婚礼更添一层喜
气。奉化吹打靠着汪裕章的多年坚守，
一路坎坷迎来了春天。

同年，汪裕章组建了一支 20 个人
的民乐队，亲自担任指挥并敲四合鼓，
在宁波电视台录制了专题片 《锣鼓声处
是故乡》，演奏了 《将军得胜令》《划船
锣鼓》 几个片段。还参加了全国民间民
乐评选，荣获金奖。

在汪裕章带领下，妻子江美珍、儿
子汪春辉、女儿汪春亚、孙子汪斌、外
孙袁江都学会了吹、拉、弹、打。2008
年 他 们 应 邀 参 加 奉 化 电 视 台 《欢 乐
737》 栏目，祖孙三代同台演奏奉化吹
打的代表作 《将军得胜令》《划船锣
鼓》，留下一段佳话。

一拨又一拨的专家和学者来到棠
云，拜访汪裕章老师，这其中有浙江省
职业艺术学院一级作曲家何占永、丽水
艺术学院副教授王建武、北京国际文化
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建超、中国世
界民族研究会副会长杨和平教授等。看
到代表浙东锣鼓的奉化吹打风生水起，
人们不由得向他竖起大拇指。

阔步走在吹打路上

汪裕章知道，传承需要新鲜血液，
他向萧王庙街道中心小学校长建议开设
奉化吹打课。2008 年初，萧王庙中心小
学投入两万余元，购买奉化吹打的各类
乐器，邀请汪裕章担任奉化吹打乐教
练。奉化吹打这一课外兴趣班，受到学
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欢迎，第一期
报名参加培训的学生有100多人。学生来

自三至六年级，每周上课3次，一次2小
时。至今已有6届300余名学生毕业，还
有60余人就读。

2009 年 5 月，萧王庙中心小学学生
演奏的奉化吹打 《划船锣鼓》 参加奉化
中小学生器乐比赛，获一等奖。之后，
又代表奉化参加宁波市中小学生器乐比
赛，获优胜奖。2017 年 6 月，在宁波市
第四届阿拉非遗汇暨奉化区首届市民文

化艺术节开幕式上，萧王庙中心小学学
生以一曲铿锵有力的奉化吹打赢得了无
数掌声。2019 年 6 月，萧王庙中心小学
代表队参加宁波市中小学生器乐比赛，
凭 《欢乐的桃花节》 荣获小学组一等
奖。

看到奉化吹打在小学结出累累硕
果，汪裕章喜笑颜开，他进一步考虑将
奉化吹打引入中学。2019 年初，萧王

庙中学开设特色课程 《舞龙与吹打》，
报名人数众多。当年 7 月，萧王庙中学
队获浙江省第六届龙狮锦标赛青少年舞
龙竞速和自选套路三等奖；10 月，获
全国青少年舞龙竞速和自选套路三等
奖；2020 年，萧王庙中学队获浙江省
第七届龙狮锦标赛青少年舞龙竞速和自
选套路一等奖。之后获奖不断。当舞龙
队进行自选套路比赛时，吹打队演奏的

《伴龙舞行乡锣鼓》 铿锵有力，气吞万
里，有别于其他舞龙队使用的录音伴
奏，成为全场的亮点。

奉化吹打和奉化布龙“双非遗”在
校园开出美丽的花朵。
（图片由奉化区非遗保护中心提供）

奉化吹打在校园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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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第八届龙狮

锦标赛在奉化体育

馆圆满收官。人们

对萧王庙中学队印

象犹深，因为他们

在舞龙时，现场有

吹打乐队演奏。一

条龙忽而翻滚，忽

而跳跃，现场音乐

也是忽而高亢，忽

而激越，鼓声、锣

声 、 钹 声 、 唢 呐

声，声声回荡在人

们心里。

省级非遗项目

奉化吹打和国家级

非遗项目奉化布龙

的联手，可谓珠联

璧合，让老一辈人

想起 20世纪 50年代

奉化布龙携奉化吹

打进京表演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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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王庙中学把奉化布龙与奉化吹打结合起来

奉化吹打省级传承人汪裕章 （右一） 在指导学生

演奏十面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