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失的踹鼓技艺

踹鼓张村是高青县常家镇常兴村
（行政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在踹鼓
张村东头，有一个文化广场，广场中间
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面大鼓，白色
的鼓面黄色的鼓腔，约有一人半高，大
鼓立于红色的骨架上，骨架表面有金黄
色花纹。据村里人介绍，这面鼓于
2015年立于此，为了见证千年的踹鼓
技艺，敬念祖先，激励后人。每当村里
有重大活动，都会有人在这里打鼓，村
里来了客人，也都会来此参观大鼓。

“踹鼓”是制鼓的关键工序之一，即
人立于鼓面之上，借身体自重与脚力反
复踹踏，令鼓皮绷紧，以制成音色上乘
之大鼓。踹鼓前需要先把木材开料挖
弧，制成弧形板材，造型后便把牛皮处
理好，覆盖在鼓腔上面，之后便是踹鼓
工序。

“我大爷张奎祥（音），是这个村里
最后一个会踹鼓技艺的人，他去世以后
这个技艺就失传了。”张光启告诉记者，
他小时候因家人生病无人照看自己，便
在他大爷张奎祥家住过一段时间，但是

他没见过张奎祥踹鼓，随着时间流逝，
大家只记得他叫“张奎祥”这个名字，具
体哪几个字也无从考证了。

张光启告诉记者，早年间他们村里
的红白公事和大型节日活动，都会用到
鼓，而这些鼓都是村里会踹鼓的人制作
的，所以有些手艺人以踹鼓为生。但是
踹鼓以纯手工为主，制作周期长，随着制
鼓工艺的进步，纯手工制作慢慢被机器
加工淘汰。以踹鼓技艺为生的手艺人迫
于生计都逐步转型。村民说，制鼓其实
也是木工活，鼓腔都是用木头制作的，和
做木桶是一个道理。为了生计，不少以
踹鼓技艺为生的人转做木桶生意，踹鼓
技艺就慢慢失传了。

每户两亩苹果园
打开村民致富路

4月21日，常家镇常兴村党总支书
记李建伦告诉记者，踹鼓张村是自然
村，他从1971年开始便在踹鼓张村任
职，干过小队长、大队长、村党支部书
记等。

“以前村里很穷，怎么办呢？”李建

伦告诉记者，为了发展农村经济，他曾
经带领村民种植棉花、小麦、玉米等。
一次，他来到当地林业站取经，林业站
工作人员给他支招——— 种植苹果。回
到村里，他动员村民每户种植了2亩苹
果园，由于当地村民不懂种植技术，林
业站工作人员每天骑着摩托车跑到村
民果园现场做技术指导。踹鼓张村一
下种起了400多亩苹果园。

“咱们种的苹果叫‘红俊青’，酸酸
甜甜很好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品
种的苹果成熟得早，在下霜以前农历八
月十五就熟了，最好的时候卖七八块一
斤，当时在滨州很出名，很多人都认这
个苹果。”李建伦告诉记者，这种苹果亩
产也很高，每亩大约产四千斤苹果，村
民靠着种苹果挣下了第一桶金。

随着种植苹果规模扩大，苹果运输
成了一大难题。苹果多，巷子窄，基本
没有大路，如果苹果运不出去，坏在树
上，村民的损失就大了。“当时大街上在
修路，可是只修到常家村就停止了，我
看着着急，就去协调修路的工作人员，
继续把路修到我们村，好解决苹果运输
的难题。”李建伦说，修路的工作人员表

示要修也可以，他们必须自己出工
出料。

李建伦回到村里立刻动员村民参
与修路。路修通了，苹果的运输问题解
决了。可是李建伦没有满足现状，他又
在村里修了三条路，东西三条大路，南
北一条大路，完全解决了村里苹果运输
的难题。

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天降大
雨引发水灾，踹鼓张村的果树被淹死
了。后来，村民又种植苹果，都没有原
来“红俊青”这个品种好，收益也不理
想，慢慢地，果园也少了。

家家靠电赚钱 村民钱包鼓了

前几年，踹鼓张村对村庄进行了绿
化、美化、亮化、净化，修建起了排水沟、
村民服务中心和文化游园广场，村庄整
建制实现了改厕、改暖，村庄一排排平
房红瓦白墙，一条条硬化道路直通入
户，绿树成荫，鲜花点缀，村庄美了，村
民钱袋子鼓起来了，心气顺了，美好幸
福生活来了。

“我儿子说光伏发电的800块钱上

个月中旬就打到我的银行账户了。”4
月21日上午，69岁的张传利指着房顶
的光伏发电设备告诉记者，他们村里在
2017年都装了光伏发电设备，只要有
阳光就能发电，发的电直接并入电网，
每度电1元左右，每户每季度大概有
1400元的收入。

李建伦带领村“两委”外出参观学
习，招商引进了光伏发电项目，利用村
西荒地，投资2亿多元建设了30MW的
高效光伏农业示范园，年收益非常可
观。此外，踹鼓张村家家房顶上也安装
了光伏发电设备，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光伏项目的开展为踹鼓张村集体、村民
带来长期稳定的收入。此外，村内还建
有企业，村民就近就业，在照顾家庭的
同时还增加收入，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
来了。

踹鼓张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村
民的日子越过越美了。六百多年前，踹
鼓张村祖先靠踹鼓技艺创立了踹鼓张
村，而今，踹鼓技艺消失在时光的长河
里，踹鼓张村也随着乡村振兴、合村并
居政策的深入实施，走上了新的发展
道路。

文/图 记者 王晓明 王兵 曹连东 通讯员 朱秀珍
据史料记载，明朝洪武年间，北方多战乱，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官令

移民。张、田两姓先祖遂由河北一带迁至黄河南岸立村，张姓先祖具有
“一脚踹”独特踹鼓技艺，闻名四乡，后人称该村为踹鼓张村。

4月21日，记者走访了高青县常家镇踹鼓张村，据村里88岁的张光启
回忆，早些年他大爷张奎祥（音）还会踹鼓技艺，张奎祥去世后，踹鼓技艺
就慢慢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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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张传利向记者讲述踹鼓张村的历史。

88岁的村民张光启在家打理花
花草草。

趁着太阳好，64岁的村民张国文在村边路上晒黄豆秸秆。不远处就是太阳
能电池板。

4月21日，高青县常家镇踹鼓张村。村里2017年就装了光伏发电设备，只要有阳光就能发电，发的电直接并入电网，每度电1元左右，每户每季度大概有1400元的收入。

村民家闲置的农具代表了两个时代：畜力车
时代和拖拉机时代。

村中一座即将拆除的老屋角落里堆放着当
年的生产生活工具。

村中一座即将拆除的老屋中残存着当年生
活的痕迹。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动三轮车
成了村里的主要代步和运输工具。

村里的老者特意过来看一眼即将拆除的老
屋，回忆以前的时光。

村中一座即将拆除的老屋。

66岁的张立堂带着4岁的双胞胎孙子在
村里遛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