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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云霄县常山农场张秀芬遗失残疾人证：

35062219920407452272，声明作废。

晋江市陈埭镇欣语餐饮店不慎遗

失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7月12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社会信用代码：92350582MA
BPGDRE9G，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5820673439，现声明作废。

泉州礼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582MA33TWRP7B）
遗失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3505820467859，现声明作废。

“掷铙钹这种舞蹈虽
具有典型的泉州特色，但
现在很多土生土长的泉州
人对此知之甚少。”李用森
提出自己的担忧。掷铙钹
是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表演
项目，由于表演空间特殊、
动作独特，具有保护价值，
但因掷铙钹演技难度高，
并且只在替人家做丧事时
才派上用场，有时好几日
都没事做，要靠此为生，几
乎是不可能的。这项传自
祖辈的技艺到了他这里，
虽坚持做下去，但收入微
薄，一直比较艰难。

尽管如此，近年来，李
用森仍坚持尽己所能将这
门技艺传承下去。“除了个
人受邀前往表演外，也开始
有人向他拜师学艺，并受邀
在当地的金光小学教学掷
铙钹技艺，这对我来说是莫
大的鼓励。”李用森说道，他
也一直想把这门老祖宗传
下的技艺延续下去。当

2021年第一次走进金光小
学，看到有不少学生感兴趣
报名后，他坚持每周利用一
些课后延时时间，来学校传
授自己的技艺。

“学生学习一段时间
后，在当地部门的重视下，
我也开始陆续带领着学生
将其搬上舞台，做到雅俗
共赏。今年5月，我还带领
队伍里的三名小孩登上央
视表演，这吸引了更多学
生加入学习掷铙钹的队伍
中，家长们也很支持。”李
用森说道。把掷铙钹搬上
舞台是未来可探询的一个

思路，他会尽己所能，教学
生们更多的技巧，保住这
门绝技，让更多的人认识
它、了解它。

“我从小就看过掷铙
钹表演，觉得很炫酷，在学
校能有机会学习这门非
遗技艺，既能锻炼身体，
又玩得开心。”15 岁的学
生陈宇忠说道，李老师的
这门绝技很精湛，教学风
格也很有趣，跟着他学了
一年多的掷铙钹，更激发
了自己的兴趣，他还会跟
其他小伙伴一起自创动作
和舞步。

铙钹声里“抛掷”22个春秋
泉州掷铙钹市级非遗传承人李用森坚守民间技艺，苦并快乐着

N海都记者 柳小玲/文 李梓召/图

一根长约1.5米的细竹条，轻轻用手一拨，一个重
1.5斤的铜盘开始自如地在竹条顶端快速旋转……十
几招下来，引得附近居民纷纷叫好。泉州南安市省新
镇土安后村垵后村，是“掷铙钹”的发源地。16岁时李
用森就跟着师傅李湿（也是他二叔公）学习掷铙钹，如
今，他已坚守这项技艺22年了，已能独当一面，成长为
泉州掷铙钹市级非遗传承人。

李用森今年 38岁，虽不
善言语，但一旦开始“掷铙
钹”，一套行云流水的表演下
来，总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采访当日，李用森一手
端平一片凹面向上的铙钹，
一手把另一片作竖状的铙钹
用力一扭，放置在另一片凹
面向上的铙钹凹间处旋转。
而后，步步舞姿，或前或后，
忽左忽右，时而用力一托，把
旋转的铙钹掷向空中，时而
故意作种种有惊无险的动
作，承接下坠的铙钹，令人眼
花缭乱，目不暇接。

随后，李用森又手持一
根长约1.5米的细竹条，轻轻
用手一拨，一个重1.5斤的铜
盘开始自如地在竹条顶端快
速旋转。竹条时伸时缩，铜盘
随之时高时低，而控制这一切
的就在手腕力度的发挥上。

“这竹条正名叫软刹，铜
盘叫铙钹，加上一个七寸棒
和香炉，这些是表演掷铙钹
时不可缺少的道具。”李用森
介绍道，别看这竹条伸缩很
简单，但要练成这样的功夫，
起码要下一年以上的苦工。
而眼前的这对铜盘，是他师
傅李湿留给他的，他家里还
藏着一对太爷爷传下来的，
表面被磨得锃亮锃亮的铙
钹，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

“在泉州，要了解掷铙

钹，一定要去找我二叔公。”
提起二叔公李湿，李用森满
满自豪感。他说，如果没有
二叔公，就没有他现在的这
门手艺。

时间拉回到李用森孩童
时。二叔公四处表演掷铙钹
时，经常会把他带在身边。那
时小小年纪的他就对二叔公
精湛的技艺心生佩服。16岁
时，李用森正式拜二叔公为
师，日夜跟在他身边学习。李
用森学掷铙钹很有天赋，加上
又是个很勤奋的人，每天早上
5点就起来练功夫，坚持早晚
各练一次，一次两个小时，一
年后便精通了 20多种表演。
学成之后，他仍然每天坚持
练，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很快
得心应手。那时，他一边练
习，二叔公就会一边带他出去
演出，胆量也渐渐长了不少，
可以独当一面。

“觉得很好玩，
而且感兴趣。”李用
森说道，掷铙钹表演
不像其他简易舞蹈，
很大一部分涉及杂
技成分，没有吃苦和
持之以恒的精神，练
入门都是不可能的，
但兴趣是块敲门砖，
所以，正是凭着这份
兴趣，在困难面前，
他一直坚持下来。

掷铙钹源于唐初，是
流传在南安、晋江、安溪、
永春等县（市）的一种道
家舞蹈，行话称“演金”。

“掷铙钹为男性独舞，
动作刚健有力，技术性
强，表演时间长达两个多
小时，由于体力消耗大，
表演时通常由二人轮流进
行。”李用森紧接着介绍
道，掷铙钹是唐太宗李世

民“游地府”后为超度亡
灵而设，其后盛行于河南
一带，继而南传，传入南
安已有 500多年历史。

过去表演的动作除
“转钹”“飞钹”“绕钹”外，
还有“拿大顶”“耍草帽”

“耍球”“托酒瓶”“钻火
圈”“高竿顶钹”“踩高跷”
等种种高难动作，演出惊
心动魄。在表演程式上，

掷铙钹除开头的“请钹”
“推山”“击擦钹”“右轮
钹”“抛钹”和结尾的“直
如送”“诱包子”为固定
顺序外，表演者可随意选
择动作即兴表演。表演
以打击乐伴奏，由于表演
即兴成分多，无固定台
位，无固定调度，打击乐
则随表演者动作的变化，
时急时缓，任意发挥，起

烘托作用。
“掷铙钹是一项相对

危险的运动，学起来很辛
苦，练习过程中擦伤虎
口、手指，砸到身体都是
家 常 便 饭 。”李 用 森 说
道，掷铙钹、接铙钹对于
力量、位置、平衡等都有
严格的要求，所以他也经
常拿出来练习，才不会生
疏。

由北方传入的这项技艺 在南安已有500多年历史

进校园教授技艺 带孩子登上央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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