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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传福坦言，民间锣鼓音乐最大的

特点就是书面内容记载较少，大多是依

靠语言传授，而他要做的就是把最原始

甚至有点土的传统技艺挖掘出来，让更

多的人能听懂，让更多的人喜欢。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更好诠释“永

康五金精神”，俞传福突发奇想用五金

产品来演奏，以打击乐的形式展现了永

康独特的五金文化。“我在父亲的五金

店里长大，自己又做过五金产品，对五

金有着深厚的情感。永康是著名的五

金之都，这片土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浓厚的文化底蕴。在文化艺术领域，永

康也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拳头作品。我

一直很想创作一个与五金文化相关的文

艺节目，宣传五金之都。”俞传福说。

有了想法的俞传福立即行动起

来，拿着鼓棒去五金城店里挑选合适

的五金产品。“每一种五金产品发出的

声音不同，只有带着鼓棒敲才能听出

音阶、音色。当时，五金店里有两位妇

女在织毛衣，看到我拿着鼓棒敲打锅

具，还以为我进错店了。”俞传福大笑

着说。

俞传福创作的敲击节目《五金的旋

律》在第十届“华溪春潮”首次亮相后，

广受好评。他先后登上金华电视台、浙

江卫视、北京春晚等舞台演出。2021

年 6 月 17 日，《五金的旋律》演奏人员

应邀参加金华市庆祝建党百年系列大

型音乐晚会。在中国婺剧院演出后，

《五金的旋律》在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

的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文艺汇演中荣获

金奖。

《五金的旋律》作为扎根永康本土

文 化 的 节 目 ，期 间 还 经 过 了 多 次 改

编。除了搭配原来的小五金器具外，

还增加了钢瓶、钢桶、摩配铝轮及油箱

等大件五金器具，并以唢呐吹奏、多人

打击的吹打乐形式来演奏，最终产生

了《五金欢歌》。

这么多年下来，敲鼓对俞传福来

说，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更是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如今，能演奏好民

间锣鼓的艺人并不多，传承人的断层令

俞传福不敢停歇。俞传福说，他目前正

忙着开展“艺心向党，礼赞百年”下乡巡

演，“之前，我们已经去过芝英镇八口塘

村、方岩镇先盆村、舟山镇铜山村等地

巡演，等疫情形势好转后，我们还计划

到石柱镇、江南街道等地巡演。”

融媒记者 王佳涵

俞传福“鼓”舞人生六十载
从小与鼓结缘 因技艺高超被称作“丽州鼓王”

五一假期期间，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的“乡村小康学堂”锣鼓培训班在江南街道山门头村文化礼堂开班。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俞传福结合山门头村文化实际，创作编排“吉祥锣鼓”，整个节目气氛热烈，场面震撼，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常年的高强度训练，俞传福的手掌曾无数次起泡、磨茧。这位拿了60年鼓棒的古稀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高超的技艺被称
作“丽州鼓王”。现在，他又拿起鼓棒，登上新的舞台——挖掘和培养更多传统技艺传承人。

受父亲熏陶 自幼与鼓结缘
俞传福精神矍铄，思路敏捷，谈到

演奏了大半辈子的锣鼓时，滔滔不绝。

1947 年，俞传福出生在永康城区

解放街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俞洪木在

解放街开了一家“益茂”五金锡店，同时

也是业余工商越剧团的“土灯光师”。

俞传福从小就跟随父亲去越剧团看排

练和演出，他经常拿起鼓棒乱敲乱打，

逗得旁人哈哈大笑。俞洪木见儿子打

得像模像样，便自制了一套锣鼓钹，而

这套锣鼓钹中的小鼓便成了俞传福儿

时的玩具。

刚开始学习时，俞传福只会用蛮力

敲，没有节奏，更谈不上动听。于是，俞

洪木便邀请越剧团的朋友吕银然来家

中教授俞传福如何拿鼓棒、怎样执鼓

签、双手如何运转击鼓等打鼓要领。在

吕银然的指导下，俞传福很快就能打出

节奏，敲出鼓花来。“吕银然是越剧团的

老前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不仅会

导演、敲鼓板，吹、拉、弹、唱也样样精

通。”俞传福说。

上小学后，俞传福闲时总爱跟同学

们一起组合敲打锣鼓。渐渐地，他在学

校打出了名气，还曾经接受永康电影院

的邀请，与同学们边敲鼓边宣传当日影

片。“我们抬着‘今晚放映战斗故事片

《平原游击队》’的牌子，从街头敲到街

尾，敲完回到电影院，大家得到的报酬

是免费看电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俞

传福眼中有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俞传福加入了

永康广播站的合唱团，参加了俱乐部和

文化馆组织的活动，自此开始了他的艺

术生涯。那段时间是俞传福在民间音乐

道路上成长最快的日子，凭借着勤学苦

练和过人的天赋，他练就了一身本领，打

鼓板、敲锣鼓、舞蹈、合唱指挥、编导、表

演以及创作都不在话下。

传授敲鼓技艺 差点把自己急哭
为了能将敲鼓技艺传承下去，俞传

福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年，他不仅言传

身教手把手带徒弟，更是把锣鼓搬上了

舞台，送进了校园。2005 年，市特殊教

育学校邀请俞传福帮视听残障学生编

排节目《五金鼓魂》，该节目还受邀参加

浙江省残疾人艺术汇演。

回忆起这段特殊的教学经历，俞传

福深深叹了口气：“正常人学会打鼓都

要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更何况是视听

残障人士。排练之前，我充满了担忧，

好几天都睡不好觉。我不但不知道该

如何与他们沟通交流，甚至不知道从哪

里教起，学习鼓乐最重要的就是听鼓

点，听懂鼓点才能掌握节奏，这对他们

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为了让这些特殊的学生“听到”鼓

点，俞传福事先写好打击曲谱，并挂在

黑板上，每教一句鼓点节奏，就让手语

老师翻译一句。在教学过程中，俞传福

多次喊哑了嗓子，累得满头大汗。

“手语翻译鼓点容易产生偏差，还是

有不少学生不明白我的意思。当时我非

常着急，只能通过拍手、拍桌子教他们节

奏。他们学着我拍，声音拍起来乱、震、

响，可他们自己都听不到。”俞传福说。

掌握鼓点节奏后，学生们的拍手声

响彻了整个教室。原以为能顺利完成

演奏，但等换上响器进行敲打时，俞传

福发现，学生们的节奏又乱了。随着比

赛时间临近，俞传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距离演出没多少天了，没想到他们

换上响器敲打时又乱了节奏。更糟糕

的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敲错了，

我中途多次想叫停都停不下来，当时真

是把我急哭了。”俞传福说。

经过耐心反复的教授，由 28 名视

听残障孩子敲打的节目《五金鼓魂》在

省残疾人艺术汇演中顺利演出，并获得

该汇演的铜奖及金华残疾人艺术汇演

银奖的好成绩。舞台上的他们有的敲

打锣鼓，有的敲打五金产品钢桶，并通

过大钹旋转摩擦时起时伏，做出了大风

雷雨声音效果，在激越的鼓点声中，充

分展示了残障孩子自强自立的风采。

锅碗瓢盆齐上阵
“五金旋律”来敲响

俞传福在表演敲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