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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彝族打歌，使漾濞县鸡街
乡声名远播。常泽香因为带领鸡街乡彝
族打歌队到中央、省、州、县等舞台亮过
相，还曾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获
过奖，并于 2013 年被认定为大理州第三
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漾 濞 县“ 彝 族 打
歌”代表性传承人，更是远近闻名。

8 月初，走进鸡街乡鸡街村许么邑小
组常泽香家，她正在院子里教孙子打歌，
女儿秦建丽在一旁伴舞。“自己的姐妹、女
儿都是打歌能手，就连 9 岁的小孙子也学
会了 16 步和大刀舞的基础动作。”常泽香
说，彝族打歌在家里已传承了 6 代，自己
也 先 后 教 过 500 多 人 ，收 过 的 学 徒 有 41
人，有的已分别成长为州、县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

鸡街彝族打歌属“腊罗”支系，彝语称
为“额克”。据清代《景东直隶厅志》记载，
打歌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每逢春节、小年

（农历正月十五）、火把节或婚嫁、聚会，人
们都会围成圈彻夜踏跳。常泽香的奶奶告
诉她：“古时候为预防土匪打寨子，寨子里
的青壮年男子便商议烧起篝火，围成一圈，
吹起笛子、芦笙，舞起大刀，打起歌，齐喊

‘呵苏咱哩早咱（我们的人多又多）’，来震
慑土匪，土匪远远地就吓跑了。”

常泽香自幼就跟随爷爷、奶奶参加红
白喜事、庙会等活动，在长辈的言传身教
下，有着几分天赋的她，7 岁时就学会跳 16
步（大三步、原地踢脚、左右三步、前三步后
三步、退四步转身等），9 岁时学会跳 3 翻 3
转花样（大众化转身、踏两步转身、大三步
转身等），15 岁时从爷爷那里学会彝族大
刀舞的基本刀法，16 岁时代表公社参加州
民族节表演。

常泽香介绍，鸡街彝族打歌由笛子吹
奏主旋律，芦笙打节奏，舞刀者伴舞，男半
圈女半圈围绕打歌，跳至高潮时有转身拍
手、下蹲、跳跃等幅度较大的动作，节奏也
随之加快，伴随着节奏，男女之间互相对
唱，形成特有的打歌调。

“要想学好鸡街彝族打歌，首先要学会
16 步！”常泽香说，16 步是基础，包括吹笛
子、芦笙和舞刀者都要先学会，紧接着是要
学会彝语说唱，只有将其融会贯通，才能把
鸡街彝族打歌跳好。近年来，为了突出舞
台表演效果，常泽香在 16 步的基础上，还
加入前三步碰刀、后三步转刀、三跺脚碰刀
等新内容。

在鸡街乡，但 凡 红 白 喜 事 、庙 会 、生
日 和 节 庆 活 动 都 要 打 歌 ，常 泽 香 和 她 带
领 的 打 歌 队 长 期 活 跃 于 各 种 民 俗 活 动 ，
只 要 有 人 邀 请 ，常 泽 香 都 会 带 着 队 伍 前
往 参 加 ，用 彝 族 人 独 特 的 表 演 方 式 ，跳
出 彝 族 人 如 火 的 性 格 、张 扬 的 生 命 活
力 ，表 达 对 生 命 、自 然 的 尊 重 和 自 己 的
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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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6日，常泽香（前）带着她的打歌队进行排练。喜事有喜事打歌调，花样要比白事多，
包头为绣花帽，围裙、裤子通常为蓝色。

8 月 6 日，常泽香在自
家院子里教孙子打歌。

8月6日，常泽香在打歌
前帮妹妹常韩新整理着装。

常泽香（前排右二）和
她带领的打歌队在排练结
束后合影。

常泽香的彝族刺绣饰品。多年来，常泽香和她的女儿都坚持自己制作彝族刺绣饰品。彝族刺绣是彝族打
歌服饰必备的装饰。

2020 年 8 月 21 日，常泽香和她的打歌队在鸡街乡菜白村一户办白事的人家院子里打歌。白事和其他打歌
有所不同，一是衣服简朴，包头、裤子、鞋子为黑色；二是在步子上三种叠肩要去掉喜调的两种，只留一种，打的
是忧事打歌调。打歌在民事活动中的广泛开展，是其传承与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