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锵锵、咚咚、锵锵锵、咚咚

咚……”当天，在村委会的大舞台

上，随着总指挥闫春典双手一挥，

鼓槌在队员们手中即刻上下翻

飞，鼓声密集如滂沱大雨，气势恢

宏、鼓点激昂，令人振奋不已。

“我们槐原锣鼓队现在有队

员 200 人，67 名固定队员，年龄

最大的 84 岁、最小的 22 岁。祖祖

辈辈打着这一种鼓，主要演奏《十

样锦》《风搅雪》《秦皇一统战国

鼓》等鼓乐曲。”闫春典说，只要是

西槐村的人，任谁都会打几槌儿。

就连这里的妇女、小孩都能打得

有模有样！正说着，村民王周桂

便敲起鼓点向记者展示起来。

西槐村党支部副书记闫智峰

介绍，据村上一辈一辈的老年人口

口相传，槐原战鼓大约起源于秦统

一六国时期，为作战而衍生，以鼓

为表演道具，鼓声如同马蹄声，突

出表现古代战士驰骋疆场的壮观

景象。《曹刿论战》中写道：“夫战，

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就说明了

战鼓的作用。而战鼓流传到此地并

传承数千年后，就由鼓舞士气演变

成了一种击鼓方式，并逐渐成为村

子里娱乐活动的一种，村民称之为

“槐原战鼓”。闫智峰说，目前“槐原

战鼓”是市级非遗，正在申报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相当高，

不计报酬，放弃个人休息时间甚

至是挣钱的机会，前来参与一年

几十次的外出表演。打战鼓，使村

民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减少了邻

里纠纷，增加了大家的凝聚力。 

今年 4月底，村委会接到通

知，槐原战鼓要代表凤翔区参加5

月 13日在岐山举办的“鼓韵奏华

章 喜迎二十大”全市民间锣鼓大

赛，这是第十一届宝鸡市文化旅游

节的重头戏之一。虽然时间非常

紧，但是由于平时训练有素，闫智

峰很快就筹备起了80余人的表演

队伍。村民们参赛的积极性非常

高，就连在外面打工的王让会，听

到消息后也急匆匆坐出租车赶回

来，“我已经给饭店老板请了假，专

门回来就为参加锣鼓大赛。”

锣鼓大赛如期在岐山开赛，

14 支锣鼓队伍龙争虎斗，“槐原

战鼓”这支由 86 个农民组成的

锣鼓队，鼓声时而雄浑跌宕，时

而清脆悦耳，时而又急如迅雷，

激荡起秦人纵横驰骋、气吞山河

的千年雄风。

如今日子富了，就天天想“敲

锣打鼓”，每逢十里八乡有重大活

动，槐原鼓乐都会受邀表演。闫智

峰说，现在村子的面貌变了，人心

齐了，对外的形象也更好了。“槐原

战鼓”的表演也更有成绩了：1999

年，他们应邀参加宝鸡解放50周

年庆典，还受邀参加过第四届全国

城市运动会、庆阳油田元宵盛会、

杨凌农博会开幕、宝鸡民间锣鼓大

赛、宝鸡市农民丰收节等的表演。

西槐村人对“槐原战鼓”的喜

爱，传递的是西槐村人团结、奋

进、友善的精神风貌，传播的是和

谐文明的正能量。“槐原战鼓”已

成为西槐村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一

张对外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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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区陈村镇西槐村——

“去槐原看排灯，看完排灯，

看车灯……”每年正月，去槐原看

排灯、做直播的人非常多，很多短

视频平台上都能看到槐原排灯的

视频。

据村民王欢浪讲，槐原排灯

源自于炎帝孝顺其母女登的故

事。而炎帝孝母的故事不仅仅是

一个美丽的传说，更是关中人一

种朴素的乡村孝文化。

据西晋医学家皇甫谧所著

《帝王世纪》记载，女登是有蟜氏

之女，为炎帝之母。王欢浪说，相

传在远古时期，炎帝的母亲女登

在渭河南岸逐花养蜂，寻找百草

丰茂、花香四溢的地方。炎帝以焚

山打猎为生，山林的大火对养蜂

很不利。一天，女登率部离开炎帝

跨过渭河，一路从贾村至凤翔槐

原，发现这里水草丰美、槐花飘

香，非常适合养蜂采蜜，就定居下

来。炎帝得知是由于自己焚山引

起的大火逼走母亲后，非常难过，

便四处寻找。 

临近年关，炎帝思母心切，跋

山涉水、披荆斩棘寻找母亲，直到

正月二十五晚才在今天的凤翔槐

原找见母亲，母子相见格外高兴，

炎帝表示再也不烧山，让母亲在

山上盛开的鲜花中养蜂。部落成

员都从住地前来祝贺，无数点亮

的火把从四面八方聚来，从远处

看犹如一条条火龙在夜空中游

动，这就是现在槐原排灯的由来。 

如今，每年正月二十五晚上，

槐原家家户户挑着像火把似的排

灯，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每年正

月二十六，过排灯会，村民会自发

组织游演排灯，祈求自家出孝子

贤孙。

闫智峰说：“不盼过年盼过

排灯会，是每个槐原人从小就有

的认知。”炎帝孝母的传说，教育

槐原人百善孝为先。西槐村每年

都会举办孝亲文化评选活动，弘

扬“孝”文化，村党支部把“敬老”

文化融入主题党日活动中，促邻

里和睦相处、家家母慈子孝。

每年正月的排灯会，不管是

在县城打工的村民，还是外地工

作的人，都要赶回来为家里举灯。

而很多在外务工的槐原青年，大

都要等排灯会结束才肯出门打

工。据闫智峰介绍，2018 年和

2019 年，正月二十五、二十六晚

上有三千余盏排灯精彩亮相，夜

空中无人机飞来飞去，排灯会现

场超过 5万人，站在塬上向下望，

只见数条“火龙”从各村出发，一

眼望不到边。四处赶来看排灯的

人很多都是驾车前来，汽车从千

河桥三个石墩那里一直堵到了村

口，电信、移动两台信号车作保

障，省内外 20 多家媒体、数百名

摄影爱好者进行了跟踪报道。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每家每户

制作排灯的传统，83 岁的村民

苟巧凤就是众多制作排灯手艺人

中的一位，她制作的排灯工艺精

美、流光溢彩。苟巧凤说，自她记

事时起，家里人都做排灯，她从

十三四岁也学会了做排灯，糊灯、

剪纸、彩绘，全凭个人思维创新。

槐原正月二十六古会已是市

级“非遗”，目前正在申请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槐原排灯会

已成为关中西部一张靓丽的文化

名片！

本报记者 张晓燕 毛丽娜

一座蕴含古老文化的

关中村落

槐原战鼓：擂响新农村发展的鼓点

槐原排灯：传承母慈子孝的传统文化

“激昂雄劲的槐原战鼓，让睡着的人听了能立即
醒来、坐着的人听了能立即站起来、站着的人听了能立
即踮起脚伸长脖子看……”凤翔区陈村镇西槐村 84 岁
的退休教师、鼓乐艺人闫春典对记者如是说，其言辞当
中充满了对槐原战鼓的热爱之情。麦收时节，记者来到
西槐村，在滚滚麦浪中感受这座村落的文化气息。

西槐村是一个行政村，关于村庄得名，闫春典老
人说，相传凤翔因“凤鸣于岐，翔于雍”而得名 ；槐原，
是一个地名，因“凤闻槐香，栖于槐原”而得名。谈起村
子里的故事，村民们纷纷指向了槐原以北山上的方向。
83 岁的闫钊说，槐原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从老一辈口
中一直流传着“始皇一统六国战鼓”、炎帝母亲女登曾
在此养蜂酿蜜、炎帝孝顺母亲的动人故事。

西槐村村民表演激昂雄劲的槐原战鼓

表演战鼓前正在上妆

表演中的槐原战鼓

色彩斑斓的槐原排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