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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文
彭程/图

7月28日，宝丰县赵庄镇大
黄村刘太家中传出“咚咚咚”的
鼓声。这是刘太在校验鼓音，
这批直径1.5米的手工牛皮盘鼓
马上就要发往上海的顾客手中
了，每面鼓价值近7000元。

68岁的刘太是宝丰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大黄制
鼓”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着父
亲和爷爷学习制鼓技艺，已经
有50多年了。他家院子里堆满
了锯、刀、斧、锉等制鼓的工具
和牛皮、榆木、铁钉等原料。“我
们手工制鼓用的是黄牛皮，皮
子不揭层，只做一面鼓。机制
鼓大多用的是水牛皮，一张皮
能揭成4层。”刘太的老伴儿李
巧也是“大黄制鼓”代表性传承
人。

66岁的黄振华曾经是赵庄
镇文化站负责人。他说刘家制

鼓由来已久，相传是从唐代开
始。目前有考证的进入非遗保
护名录的是从刘太的爷爷刘长
林算起，刘太的父亲刘留柱为
第二代，刘太为第三代。如今，
刘太的儿子刘高尚也学会了这
门手艺。

李巧说，公公80多岁时还
能做活儿，对工艺要求十分严
格，容不得半点瑕疵。前些年，
一名外地的顾客拿着一面印有

“一聚兴”三个字的破鼓来到家
中，说那面鼓是几十年前从大
黄村购得的。后来，他们查了
族谱，确认早年间他们家的鼓
确实以“一聚兴”命名，于是从
那时起又启用了旧名。

刘家的仓库里堆放着大小
不一的盘鼓、腰鼓、鞭鼓等近10
个类型的牛皮鼓。刘太说，制
鼓分为木材加工、皮料加工、成
品加工三个方面，木材以家槐、
桑树、榆树、椿树、桐树为最
好。把选好的干木材按照需要

截成木段，再按照鼓的大小打
上墨线，用手锯锯成弓形木板，
再用自制的牛皮胶黏合成鼓
桶，打磨光滑，以备张上鼓皮。
牛皮以黄牛、红牛皮为佳，放在
加石灰的冷水中浸泡，待皮上
毛发全部脱落，然后用利刃刮
去皮上残肉后，放在通风透光
处晾干备用。制作成品时，把
牛皮按鼓的大小切成圆形，张
贴在鼓桶上，再用鼓钉钉上牛
皮，最后切掉牛皮毛边，刷上油
漆。制作一只鼓，有取材、定
料、合圈、上漆、钉面等十几道
复杂的工序，长达两个月。由
于制作工艺精良，加上采用的
原料纯正，手工做出的鼓声音
清脆浑厚、震撼力强。

刘家做的牛皮鼓尺寸各
异，小到直径5厘米，大到直径4
米，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价格也从数百元到上万元不
等。产品除了销往我省各地外，
还远销北京、上海、湖北等地。

李巧整理为外地
客商定制的大鼓

刘太在为大鼓“净圈”

刘太在为大鼓校验鼓音

刘太在钉鼓钉

刘太展示制鼓用的牛皮熬制的鼓胶

响彻中原的

刘太和李巧用牛皮为大鼓蒙鼓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