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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古代潮鞋
鼓槌落下的瞬间，空气仿佛被炸裂。百十个

头系白羊肚手巾、腰扎红腰带的汉子敲打腰鼓纵

情跳跃，鼓声咆哮、红绸飞舞、黄土荡天、气势磅

礴……

千百年来，安塞腰鼓在黄土地上狂飙。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文化馆里，珍藏着一

块当地出土的宋代腰鼓人物画像砖，只见腰鼓手

握着鼓槌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双脚跳起，仿佛正

在敲击挎在腰间的腰鼓。据考证，安塞腰鼓有

2000多年历史。

安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古时有“塞北锁

钥”之称。相传驻守在安塞的士兵把腰鼓当作

和刀、弓、箭一样重要的作战工具，用来传递信

息、擂鼓助威、庆贺胜利。腰鼓也逐渐从军队流

传到民间。在安塞，几乎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

手。

“安塞腰鼓是根植于黄土地的艺术。”潜心研

究安塞腰鼓的当地学者张新德说，“过去，安塞山

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越是艰苦的地方，歌越

多、艺越高。人们用铿锵有力的腰鼓展示他们不

服穷、制伏穷的愿望和意志，再加上有军鼓的基

因，就形成了安塞腰鼓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

势。”

正是这种原始生命力，1984年陈凯歌拍摄电

影《黄土地》到安塞取景时，一下就选中了腰鼓。

150 名腰鼓手在山梁上打鼓的画面随着电影上

映，展现在世界观众眼前。从此，安塞腰鼓走上了

更大的舞台。

1996 年，安塞区被命名为中国腰鼓之乡。

2006年，安塞腰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60 岁的刘占明是安塞腰鼓省级传承人，被

当地人称为“安塞腰鼓总教练”。8 岁起跟着父

亲学打鼓，15岁进入文艺宣传队，他一路打着腰

鼓登上了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海世

界博览会、国庆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的舞台，走

上了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街

头。

随着安塞腰鼓逐渐闯出了知名度，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学习和传承的队伍。安塞区非

遗保护中心主任殷宇鹏说：“我们建立起传承人

电子档案和 15 个传习所，还让安塞腰鼓进入全

区中小学的体育课堂，从娃娃开始传承民间艺

术。”

“安塞腰鼓学起来容易，但要打好了难。”

刘占明说，安塞腰鼓表演讲究“六劲”：摇头

晃脑有股能劲，挥槌有股狠劲，踢腿有股蛮

劲，转身有股猛劲，跳跃有股虎劲，全身使出

一股牛劲。目的是要让观众看着带劲，听着

鼓劲。

安塞区白坪街道冯家营村村民周志战在

2018年5月登上了冯家营村“千人腰鼓大舞台”，

成为一名专业腰鼓手。在冯家营村，像周志战这

样的专业鼓手有246名，他们用酣畅淋漓的腰鼓

表演吸引众多游客。2019年，“千人腰鼓大舞台”

接待游客 46 万人次，依靠文旅产业户均增收约

7000元。

“腰鼓对于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来说，不仅是

我们从小接触和传承的文化，现在还成为很多人

增收致富的手段。”周志战说着拿起鼓槌敲打起

来。

这鼓声，从千年前的古战场传到新世纪；

这舞步，从黄土高原的山坳跳到世界舞台；这

精气神，从腰鼓手的脸上漫延到每个观众的心

里。

文/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

春秋战国出现第一代

“进口鞋”

《诗经·小雅·车攻》中

曾提到一种“赤芾金舄”，

“舄”为何意？根据《周礼·

天官·屦人》记述：“复下曰

舄，单下曰屦”，意思是：两

层底的鞋子称为“舄”，单

层底的鞋子称为“屦”。由

此看来，“金舄”即是用金

装饰的复底鞋。

商周时代，我国的鞋

子不仅发展到有单底与复

底之分，而且制鞋材料也

有相应等级。据史料记载，

周代只有贵族才能够穿着

色彩华丽的皮鞋或用绸缎

做成的鞋，至于平民和奴

隶，则只能穿着用葛布、麻

或草做成的鞋。

时至春秋战国，中国

出现了第一代“进口鞋”，

这便是“靴”。据汉代《释

名》记述：“古有舄履而无

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

灵王始服”。战国时代，赵

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

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穿着

以及射猎习俗，继而将靴

子引进中原。与舄、履相

比，靴有着高高的鞋靿，可

以掩盖脚踝、小腿乃至膝

盖，非常实用。

汉代兴起翘头鞋

到了汉代，布帛鞋在

全社会流行起来。当时最

“潮”的鞋被称为“双尖翘

头方履”，“翘头”即前端向

上翘起，这是此款式鞋最

显著的特征；“方履”即鞋

头呈方形，常用作男鞋，表

示“阳刚从天”。汉代女性

追捧的鞋名叫“双尖岐头

翘头鞋”，简称“岐头履”或

“分歧履”“两岐履”。此款

女鞋呈圆头，前端呈分叉

状，寓意“温和从夫”。这两

款翘头鞋兼具实用性与装

饰性，是古代流行时间最

长的鞋。

东晋时期，社会上兴

起了一种新款翘头鞋，名

为“五朵履”。此款式鞋是

将鞋头制成五瓣，高翘而

翻卷，形似云朵，故而得

名。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一

种“笏头履”，其鞋头更为

高翘，呈笏板状，男款翘头

为方形，女款翘头为圆形。

后来，这种笏头履逐渐方

圆混同、不分男女了。

唐代的翘头鞋主要有

“云头锦履”和“如意翘头

履”两种，前者与“五朵履”

相似，男女皆可穿着；后者

鞋头整体上翘，呈半圆状，

是专为女性设计的款式。

宋代民间流行皮鞋，

除翘头外还出现了尖头、

圆头、方头、小头等款式，

与今天基本一样。当时男

性习惯于穿方头、小头皮

鞋，而女性则穿圆头、尖

头、翘头皮鞋，其穿着习惯

也与今天相似。

明清流行高跟鞋

明清时期，随着鞋类

面料的丰富，鞋子功能更

趋多样，有了季节之分。当

时，夏秋季节的鞋子使用

锦缎制作，而冬天则用棉

绒制作。

明清也是“高跟鞋”兴

起之时。其实，高跟鞋早在

唐代就已出现，据说李世民

之妻长孙皇后的鞋子高三

寸多，下底窄小，还有人将

此款鞋子称作“晚下”，意思

是“鞋底慢慢落下”，极富诗

意。明代的高跟鞋于鞋底后

部装有 4~5 厘米高的椭圆

底跟，以丝绸裱裹。北京定

陵曾出土尖翘凤头高跟鞋，

鞋长约12厘米，高底长约7

厘米，宽约5厘米，高4.5厘

米，制作考究。

高跟鞋在明代流行，

主要源于严苛的封建礼

数，当时女性着装要求覆

盖全身，包括足部，所以妇

女们“衣曳地则覆履，惟见

底，故底高”。事实上，明代

男子并不觉得高跟鞋好

看，反倒认为其非常病态、

可笑；然而到了清代，满族

妇女却将高跟鞋穿出了一

番风韵。清代满族人所穿

的高跟鞋有两种，一种呈

倒梯形花盆状，被称为“花

盆底”；还有一种上细下宽，

前面平、后面圆，踩在地上

的印痕像马蹄印，故得名

“马蹄底”。这些高跟鞋多为

木底，底高一般在 5~10 厘

米，最高者能达到25厘米。

清代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

穿着这样的高跟鞋，行走时

手臂摆动幅度较大，凸显了

婀娜的身姿。

看看清宫鞋类旧藏

古代鞋类能存世至今

的并不多，一些出土文物

因为保存不佳而不具备观

赏性。幸运的是，北京故宫

博物院保存了许多古代鞋

类标本，其制作极为精美，

皆为皇室专用。

清代贵族男性多穿

靴，这是为了适应北方严

寒的气候及游猎骑射之

需，皇帝御用的靴子更是

气度不凡。清宫旧藏皇太

极皂靴，为皇太极御用，长

约 32 厘米，高约 60 厘米。

此靴以乌皮制成，厚底，高

靿，方头。其形制简单，装

饰质朴，十分坚硬结实。靴

上系黄条，墨书：“太宗文

皇帝撒林皮皂靴一双”，表

明是皇太极所用之靴。此

靴年代久远，纪年明确，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极

为稀少的满清入关前服饰

实物，对研究清代服饰制

度和习俗具有重要价值。

清宫旧藏蓝色漳绒串

珠云头靴，为清康熙帝御

用，长约 25 厘米，高约 53

厘米。靴为厚底高靿尖头

式，通体以蓝色牡丹纹漳

绒为面料，靴口镶石青色

勾莲纹织金缎边，全靴以

小米珠和红珊瑚钉缀装饰

图案，靴头处呈云纹。此靴

配色雅致，装饰华贵，工艺

精美，是康熙帝冬季穿用

之靴。

清宫旧藏黄云缎勾藤

米珠靴，亦为清康熙帝御

用，长约 32 厘米，高约 60

厘米。靴为厚底高靿尖头

式，靴帮以石青色素缎做

成，靴靿以黄色如意云纹

缎为之，靴口镶石青色勾

莲纹织金缎边。此靴使用了

大量金线、米珠和珊瑚等材

料作装饰花纹，其舒适性和

装饰性都较清入关前之靴

大为提高。此靴配色对比强

烈，工艺繁复精巧，面料用

明黄色更显示出穿用者身

份的至高无上。根据此靴的

面料、形状及装饰纹样等时

代特征，可断定它是康熙帝

所穿之靴。据《清稗类钞·服

饰》记述，“靴之材，春夏秋

以缎为之，冬则以建绒”，

由此看来该靴穿用于春秋

之季。

清宫旧藏的高跟鞋为

数不少，其中年代较早的

是一双红色缎绣花卉高跟

鞋，为清道光帝后妃使用。

其高约 17 厘米，长 19.5 厘

米，鞋面为红色缎，五彩丝

线以齐针绣各种花卉，绿

色缎及小花绦带做装饰，

颜色鲜艳，鞋样漂亮。受清

代满族削木为履风俗的影

响，该鞋跟为木质，外裱一

层白色棉布，鞋缝百纳布

鞋底，鞋帮与鞋跟之间压

棕色棉布条一道。

清宫旧藏中还有几双

童鞋，比如黄缎钉金线虎

头小袷鞋，是清同治帝为

皇子所备。该鞋长约 12 厘

米，高 4.7 厘米，以杏黄色

缎为鞋面，其上用绦带钉

绣云纹及虎头纹，金色与

黑色的搭配使得纹样生动

亮丽，鞋的式样小巧可爱。

（据《西安晚报》）

安塞腰鼓
早在千百年前，中国的“潮鞋”就几乎囊括了所有款式，其精致程度更

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的。

◎鉴赏

清黄缎钉金线虎头小袷鞋

清黄云缎勾藤米珠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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