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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印度尼西亚铜鼓文化礼俗与功能*

李富强 卫彦雄 吕 洁 唐根基 （Herman）

【摘 要】印度尼西亚的铜鼓文化源远流长，发源于中国的铜鼓通过越南很早就传到了印尼，

而后催生了一个本土化的铜鼓系统。这两个系统长期并存，薪火相传。历史悠久的印尼铜鼓文化

至今存活于现代印尼。在印尼某些族群的社会生活中，铜鼓文化礼俗依然常见，铜鼓依然作为一

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器而在社会中发挥着多样的功能。这让人们看到了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传

统文化的古老铜鼓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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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是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中的重要部分。印度尼西亚的铜鼓文化源远流长，发源

于中国的铜鼓通过越南很早就传到了印尼，而后催生了一个本土化的铜鼓系统。这两个系统长期并

存，薪火相传。在 2017年 8月 21日至 27日和 2019年 4月间，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与印度尼

西亚世界大学（Universal University，Batam，Indonesia）合作进行了印尼铜鼓文化的调查，调查范

围包括苏门答腊岛的占碑省、明古鲁省、苏南省、南榜省，爪哇岛的万登省、雅加达、万隆、三宝

垄、梭罗、日惹、泗水，巴厘岛，加里曼岛的坤甸，苏拉威西的锡江和斯拉雅儿岛，西努萨登呷拉

群岛的隆目岛，东努萨登呷拉群岛的古邦岛、阿洛岛、弗洛勒斯岛、班达尔岛等27个城市。调查发

现，历史悠久的印尼铜鼓文化至今依然存活于现代印尼一些族群的社会生活中。

一、现代印尼铜鼓文化礼俗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阿洛岛、古邦等地，一些族群中至今依然尊崇和使用铜鼓。如在巴厘

岛，有一面据说是 1705年发现于巴厘岛吉安雅儿镇（Gianyar）贝静村（DesaPejeng）的大铜鼓，一

直被置于皮纳塔仑·萨斯（PenataranSasih）寺庙中的一个高台上作为“月娘神”祭拜至今。传说此

铜鼓是月亮的车轮之一，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曾被小偷偷走作为尿壶，结果小偷死了，鼓面的月

亮就不见了。现在民众每天早上烧香进行祭拜，这是日常的小祭拜。此外，还每年举行一次大祭，

称票达兰 （Piodalan） 或奥达兰 （Odalan）。根据巴厘历法，大祭在普纳米·奇散格 （PurnameKe⁃
sange）月的第 9个月圆日举行，融入了一些婆罗门教的元素。仪式由婆罗门教的皮丹达（Pedanda）
主持，有供品、有舞蹈。第一晚跳的舞蹈叫巴厘斯（Baris）、图崩（topeng）、热赞格（rejang）；第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亚铜鼓数字化记录与研究”（17ZDA163）。

··75



广西民族研究 2020年第 4期（总第 154期）

二晚跳的舞蹈叫巴隆（barong）；第三、四晚跳一种叫斯特·萨皮安（SiatSampian）的舞蹈。最重要

的一种舞蹈叫尚央雅仑（Shang hyangjaran），是 50年才跳一次的。这种舞蹈只有神选定的人才能

跳，跳舞者在跳舞时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失去了神智。

在阿洛（Alor）群岛（共 15座岛，其中 9座有人居住，现共有 20多万人，13种语言），人们普

遍将铜鼓分为纳伽拉（Nekara）和莫科（Moko）两类。前者是指黑格尔型的铜鼓，后者则是指非黑

格尔型的铜鼓。他们认为，两类铜鼓都很有灵魂，都通神，但纳伽拉比较古老、比较稀少，因而比

较神圣。珪（Kui）国是阿洛岛历史上的 4个古国之一①，其有 4个族群：阿布依（Abui）族最大，

有 5~6万人；珪族（Kui）有 1.3万人；科龙（kelon）族有 1.2~1.3万人；哈默（Hamap）族有 1.2~1.3
万人。珪国所有族群都有莫科鼓，但只有阿布依族才有纳伽拉。纳伽拉是身份高贵的象征。从前，

珪国纳伽拉也不可以随便用于日常世俗之事，只在有比较大的、神圣的事件发生时才能使用。比如

发生了瘟疫、地震、旱灾等灾害时，要举行祭拜铜鼓仪式：到森林里找红色的野猪，用它的血倒在

铜鼓上。族长是仪式主持人，他举起蛇形刀，对着太阳（白天对着太阳，如果是晚上，则对着月

亮）口中念着咒语，各家族族长、男子（女人不能参加，如果女人参加，就可能生不了孩子）到祭

台上跪地。仪式的意思是跟上天沟通，消除灾难。莫科则比较普遍和常用。至今阿洛岛上阿布依

族、卡波拉（Kabola）族和班达尔（Pantar）族三个族群，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莫科鼓，阿布依族和

卡波拉族的鼓叫莫科·玛勒（MokoMaley）；班达尔族的鼓叫莫科·蹦（MokoPung）。平时，铜鼓有

的放在山上的一个房子里，族人通过与祖先沟通，选择一个血液适合做铜鼓守护者的人守护。要成

为铜鼓守护者，必须通过整个家族为之举行的一种仪式，整个家族围绕放在祭台上的铜鼓跳叻咯-
叻咯（lego-lego）舞。有的人家则将铜鼓藏在树洞中。之所以要藏起来，通常是由于家里人发生矛

盾，要争铜鼓。之所以要藏在树洞里，是由于树洞有标志，不容易忘记。为避免铜鼓被人偷去，有

人会施一种黑巫术来保护铜鼓。这些人相信，施过黑巫术的铜鼓，只有懂黑巫术的人才看得见，普

通人如果看见了，就会死；如果偷了铜鼓，更会死。铜鼓被认为是祖先灵魂的载体，只有铜鼓守护

者可与祖先沟通。比如收割前，要由铜鼓守护者在房间里打坐 7天，跟祖先沟通，祖先说可以收割

后，才开始收割。收割时，族人要把铜鼓摆出来举行仪式。

二、铜鼓在现代印尼社会中的功能

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如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阿洛岛、古邦等地的人们依然相信铜鼓具有灵

魂和神力，在结婚、建房、求雨、收割、男子成年割包皮等仪式中都使用铜鼓。在当地人们的社会

生活中，铜鼓除了是乐器（常与锣等组成一个共有 9种乐器的组合）之外，依然发挥着多方面的

功能。

（一）象征权力和地位

阿洛岛人相信，他们的祖先从外地漂洋过海来到阿洛岛，是他们带来尊贵的铜鼓，从此铜鼓变

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现如今阿洛岛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铜鼓，通常存放在族屋里被视为族宝，不

可售卖，亦不可以随便使用。人们可以通过铜鼓判定他家族的身份和来源：拥有光鼓的，是班达尔

族人；拥有莫科鼓的人是阿布依族人；若一个家族拥有七箭莫科·蹦铜鼓，说明此家族的身份很

高，至少是族长；若一个家族拥有怡蒂基拉（Istikira）莫科鼓，说明此家族的身份很高；若一个家

族拥有纳伽拉Ⅲ型铜鼓或VIII型铜鼓，则有可能他们的祖先是国王，或者他们有国王家族的血脉。

因而，自古以来，铜鼓就是表达尊敬和尊重之情的重礼。古时，在阿洛岛、古邦岛、潘塔尔岛，铜

鼓是价值最高的贡品，献给国王铜鼓表示高的尊重与忠孝，而国王以铜鼓赠予臣民则体现了一种体

恤、嘉许和尊重。据阿洛古王国珪 （Kui） 国的第 9代国王纳什鲁丁·肯南基 （NasarudinKinang⁃

① 阿洛岛历史上的4个古国是：珪（Kui）国、阿洛（Alor）国、科拉纳（Kolana）国和巴图洛隆（Batulolong）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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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①说，荷兰殖民地时期时，珪国宫殿曾被荷兰军队炸毁，只好迁都至墨鲁（Moru）村，想在此

地重建宫殿。由于此地是阿布依族的土地，于是珪国国王与阿布依族族长进行谈判磋商。为顺利重

建宫殿，珪国国王用铜鼓进行交换，结果皆大欢喜，宫殿顺利建设，虽然珪国家族信仰伊斯兰教，

而阿布依族多数信仰基督教，但他们一直和睦共处。

（二）承载祖先灵魂，庇护子孙后代幸福安康

在冷邦镇（Rembang）巴拉王安村（Plawangan）、拉蒙安村（Lamongan）［1］和邦理镇（Bangli）
锦达玛尼县（Kintamani）玛尼科利优村（Manikliyu）［2］39~53的坟墓中，曾发现将铜鼓（黑格尔Ⅰ型、

黑格尔Ⅲ型和贝静型铜鼓）作为棺材安葬尸体的现象，说明印度尼西亚人很早就将铜鼓视为安放祖

先灵魂之器。直至如今，阿洛岛、班达尔岛、弗洛勒斯岛、阿杜娜拉岛、索洛尔岛和冷巴达岛百姓

依然视铜鼓为祖先灵魂之载体。他们相信，祖先逝世之后，还在他们的身边，继续保佑他们。所

以，祖先过世之后，为了尊敬与感恩祖先，人们通过宗教仪式，把附有祖先灵魂的铜鼓尊放于一间

位于高处的、名为 Para-Para（巴拉-巴拉）的房屋内，每年举行一次隆重的仪式将铜鼓请出来祭

拜，意即祭拜祖先，祈求祖先庇佑子孙后代幸福安康。

（三）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

阿洛岛的阿布依族、卡波拉等族群至今仍将铜鼓作为求雨神器。久旱成灾时，他们会举行宗教

仪式，族长会请各家族的代表一起祭神，然后，将此鼓放在神台中间，他们围着此鼓一起念经、祈

祷、唱歌、跳叻咯-叻咯舞（Lego-lego）等，祈求风调雨顺。

而每临收获季节，阿洛岛、弗洛勒斯岛（Flores）、阿杜娜拉岛（Adonara）、班达尔岛和巴厘岛

上的一些族群就会举行收割仪式，以祈求收割顺利、庄稼丰收。阿洛岛东南部的依芒族（Imang）
只有族长才能拥有莫科鼓，他们相信，如果照顾不好莫科鼓，灾祸就会降临。依芒族在种田、收割

前要做一个仪式：准备 1只红公鸡，族长将鸡烤好后，把鸡心放在莫科鼓面边上，等有动物来吃掉

它。如果有动物来吃掉了，表示是这个莫科鼓吃掉了鸡心，意味着可以进行播种或收割了。剩下的烤

鸡由人们分吃掉。然后，敲莫科鼓（收割时敲莫科鼓，如果鼓声大，预示收成不好，如果鼓声小，

预示收成好）。敲完后，将莫科鼓放在原地。人们第二天开始种田或收割。烤鸡、敲鼓时都要念经。

阿杜娜拉岛和索洛尔岛（Solor）的百姓会平时将铜鼓（主要是纳伽拉X型铜鼓）尊放于高处祭

台，将它尊为神，收割季节，他们会举行隆重的收割仪式。举行仪式前，族长或长辈会庄严地恭请

铜鼓下凡，将铜鼓取下来之后，先用椰油擦洗，然后抬着铜鼓游街，而后将其尊放于族屋祭台上，

在祭台下摆上五谷杂粮、家畜和其他食物等贡品。仪式开始，族长和长辈手拉手围着铜鼓一起唱

歌、跳舞和祈祷。仪式结束之后，主持人先将食物送给族长表示尊敬，然后人们才开始一起吃贡

品。他们期望通过此仪式，保证今年收割顺利，庄稼有好收成，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快乐。

（四）平息纷争，凝聚共识

在阿洛等地，一直存在利用铜鼓做“神判”的传统：如果族群或家族之间发生矛盾，产生冲

突，若长期得不到解决，族长会请铜鼓神灵下凡，通过宗教仪式，请神灵来解决问题，而百姓自然

会遵从铜鼓神灵的决定。这一传统至今仍然依稀可见。比如，每有选举举行，包括选镇长、县长、

省长甚至选总统，偶有阿洛各族群的族长将铜鼓请下来，通过举行宗教仪式，由铜鼓的神灵来确定

支持对象，所有的族员就必然遵从铜鼓的意志。这种传统习俗体现了铜鼓的凝聚族群的功能。

（五）交换、支付和赔偿

在阿洛岛等地，十七世纪之前，铜鼓有支付功能，百姓可以使用铜鼓交换东西，特别是贝静型

铜鼓或莫科鼓（纳伽拉Ⅸ型与纳伽拉X型），不仅可以物易物，而且可像钱币一样，用来买船、布

料、五谷杂粮、蜡烛、买鸡、蜜蜂等物品，甚至有的百姓用铜鼓来纳税。［3］354十八世纪时，荷兰政

① 据调查，阿洛岛的 4个古国在葡萄牙时代尚并存，到荷兰殖民时代，珪国还存在，曾有荷兰国王夫人前来主持珪国庆典礼，至

今荷兰还承认珪国。珪国国王世袭传长子。葡萄牙时期，珪国只有 1个国王，叫肯南基·阿坦玛勒（KinanggiAtamalei）。荷兰

时代，珪国有 7代国王。现在的珪国国王纳什鲁丁·肯南基（NasarudinKinanggi）是第 8代。本来，有资格当国王的是他哥哥

默査玛迪·肯南基（MochamadKinanggi），但他哥哥身体不好，一直在古邦，不能主持工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由他代

替他哥哥当国王。珪国国王登基时，由县长给他任命书。2003年印尼政府还任命他当了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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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禁止阿洛百姓使用铜鼓来做支付物，要求百姓必须使用荷兰盾进行支付，违者将被严惩。为了更

快地消除以铜鼓进行交换的状况，荷兰政府曾回收并熔化了大批铜鼓，1913年至 1916年荷兰与印

尼学者统计发现，约有 2164面铜鼓被荷兰政府熔毁。［3］现如今，铜鼓的交换、支付功能已荡然无存，

但与之密切相关的赔偿功能却依然存在。在阿洛岛，若有族员杀人、偷东西、乱族规、不遵守国法

等，必受惩罚。受罚者可用铜鼓（莫科鼓）赔偿、付罚以减轻罪罚，甚至免罪。至于要用多少面铜

鼓或哪种类型的铜鼓来赔偿、付罚，必须按照族规，由族长来决定。轻者可使用价值低的少量铜

鼓，重者则要使用价值高的多面铜鼓。甚至犯了死罪，都可以用铜鼓来换命，纳伽拉Ⅲ、Ⅷ、Ⅸ和

Ⅹ型铜鼓有换命功能。按照阿洛岛和班达尔岛的传统族规，杀人要偿命，但杀人者或其家族可以送

一些价值高的铜鼓给被杀家族来抵消偿命的罪罚，因为，当地人相信，铜鼓象征着神仙，有了铜

鼓，神灵会保佑家族，铜鼓比生命还要高贵，特别是价值高的莫科鼓、光鼓和纳伽拉Ⅲ型和Ⅷ型铜

鼓。至今阿洛岛和班达尔岛部分族群还保存着此传统。

（六）定亲联姻

自古以来，铜鼓在印度尼西亚很多族群通婚联姻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铜鼓（莫科鼓）是

重要的定亲物。一般来说，娶亲之前，男方与女方先商量定亲物，除了羊、猪、五谷杂粮、布匹、

首饰、铜锣之外，铜鼓必不可少，男方必须送给女方合适的铜鼓。所谓合适的铜鼓，要按照女方的

要求，身份地位高的女主人必须使用价值高的铜鼓，身份地位一般的女主人就使用价值一般的铜

鼓。在阿洛岛、班达尔岛、古邦岛，此种定亲物被称为“贝丽丝”（Belis）。对于铜鼓的价值，不同

族群有不同的标准。比如：阿布依族认为莫科鼓（纳伽拉Ⅹ型铜鼓）是价值最高的铜鼓，而班达尔

族的光鼓（纳伽拉Ⅸ型铜鼓）是价值最低的铜鼓，提亲时阿布依族要的是莫科鼓；相反，班达尔族

认为，光鼓是价值最高的铜鼓，而莫科鼓是价值最低的铜鼓，所以提亲时他们要的是光鼓。特别要

注意的是，提亲时不可使用纳伽拉Ⅲ型铜鼓和纳伽拉Ⅷ型铜鼓作为定亲物，因为这两类鼓的神灵比

光鼓和莫科鼓高，只有国王或族长才可用之。如果百姓使用此鼓作为定亲物，那么会带给女方倒霉

和不幸，比如生不了孩子，等。

发源于班达尔岛的纳克拉斯（Nacrasi）族与阿布依族、班达尔族一样，男女定亲时要送铜鼓。

莫科鼓有有蹦鼓（MokoPung）和玛勒鼓（MokoMaley）两种，蹦鼓有 7箭、5箭、3箭、1箭和无箭 5
个等级，在鼓面或鼓胸部以粗短竖线标记。男女恋爱并确定要结婚之后，男方送玛勒鼓给女方作为

定亲礼物，没规定多少个，并在女方家跳贡侬（Gnong）舞。此舞原是战争舞蹈，男女围成一个双

层同心圆（女内男外）而集体起舞，古时由战胜者将敌人首领的头带回来，放在鼓上，置于圆圈中

央，人们围绕它跳一个晚上，但现在这种舞主要是定亲时跳，可能跳一个星期，直至女方答应亲

事。正式结婚时，男方要送女方蹦鼓。从前，根据女方家的地位分等级决定送蹦鼓的数量。国王的

女儿需送 25面，国王以下，按女方家庭地位和女方家族要求分等级送 7、6、5、4、3、2、1面莫科

鼓。如果没有蹦鼓，就由两个家族换亲。现在一般来说，男方送女方 5个蹦鼓。女方回礼为 1个蹦

鼓，但回礼送的蹦鼓不一定是 7箭（最高 7箭）的，也可能是 5箭、3箭的。回礼时，人们还会聚集

到女方家跳舞。

阿洛岛卡波拉族现在娶亲要送 6个莫科鼓（因为女方回礼 1个，实际送出 5个）、2个锣。这 6个
莫科鼓是在娶亲的不同阶段送的，有不同名称：

第一个叫斯比尼安（Sibiniang）莫科。

第二个叫塔玛哈塔（Tamahata，一种兰花）莫科，意为开族门鼓。

第三个叫尤尔塔（Ulta弯月亮之意）莫科，意为舅舅莫科。

第四个叫女人房子空（姑娘出嫁了，她的闺房就空了）莫科——艾玛拉嘿（Eimalahei）莫科，

别称Anirilow（一厘米边缘之意）莫科。

第五个叫阿塔噢莫科呵（Ataomkoho）莫科。

第六个叫女方母亲椅子莫科（因为母亲生儿育女时有个椅子）。

除了莫科鼓和锣（叫Auang）之外，男方还要送女方纱笼（给母亲）、被子（给父亲）、衣服和

裤子（给父亲）、长布葛巴雅服（给母亲）、2个锣（族长、镇长各1个）、1头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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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舅舅用箭射猪，猪大声叫，声音通传给上天的龙，猪血流到地下通传给祖先的灵魂，这表

示婚礼成立了。之后，男女双方到基督教堂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送女方到男家，女方要送男方

一个莫科鼓，叫塔玛哈塔（Tamahata，名称与前面所说第 2种一样，但纹饰不同），在男方家举行一

个仪式后，男方回送一个阿塔果罕（Ataguohand）莫科鼓。结婚仪式宣告结束。

阿布依族人定亲时送铜鼓的仪式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鼓合一”的观念。据对阿洛岛一

个原称塔拉朗（Talalang）、现称塔科帕拉（Takpala，无限之意）的阿布依族村子的调查，阿布依族

男子往女方家送定亲的铜鼓时，女方家要跳舞迎接。舞蹈有3个组成部分：

一是卡卡叻叻（Cakalele）舞，意为迎宾。

二是欢迎莫科舞。男方把莫科鼓送到女方家，女方家族的人用箭射鼓，表示把鼓射死了，属于

自己了，然后，飞舞刀喊这是我的了。舞蹈中有 2个鼓，一个是本族迎客的，一个是男方送来的。

两个鼓碰 4下，表示老鼓欢迎新鼓。然后，一个老妈妈抱过新来的鼓，用歌声诉说这个鼓不简单，

得来不容易，现在是我们的了。

三是叻咯-叻咯（Lego-lego）舞。把新老铜鼓放在祭坛上，众人围绕铜鼓跳舞。此舞表示感恩，

意即新来的铜鼓已经来到了新家，是这个家的一员了。

三、结语

尽管印度尼西亚古老的铜鼓文化至今依然存活于一些地方和族群，但综而观之，随着全球化的

迅猛发展，这些地方和族群的铜鼓文化也饱受冲击，逐渐式微，越来越呈现出边缘性特征。这种情

况已引起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近年来，当地一些知识分子、退休官员和族群头人等已

行动起来，或著书立说，或收藏铜鼓建收藏馆，或举办旅游项目，等，为保护和弘扬铜鼓文化不懈

努力。这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传统文化的古老铜鼓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更让人们

从中深思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发展的普遍问题。

（本文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学者“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研究”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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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IQUETTE AND FUNCTION OF BRONZE DRUM
CULTURE IN MODERN INDONESIA

Li Fuqiang，Wei Yanxiong，Lv Jie, Herman

Abstract：The culture of bronze drum in Indonesia has a long history. Bronze drums, originat⁃
ed in China, spread quite early to Indonesia through Vietnam, and later produce a localized bronze
drum culture system. These two systems coexist for a long time and pass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long-history Indonesian bronze drum culture still exists in modern Indonesia. In the
social lives of certainIndonesian ethnic groups, the culturaletiquettes of bronze drum are still com⁃
monly seen, and the bronze drum,as a kind of sacred artifact with supernatural power, still plays
various functions in these societies. This shows the tenacious vitality of bronze drum culture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Indonesia.

key words：Indonesia; bronze drum; cultural etiquett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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