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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大地历史悠久，文化资源积淀丰厚。三秦儿女、务实进取。

早在周秦汉唐时期，中华民族高歌猛进的峥嵘岁月，这里就形成了兼收并蓄的

恢宏气度，创造了博大精深、泽被东西的灿烂文化，这里成为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

地，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荣耀，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如今的陕西，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已经进入上升通道，富

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建设不断提速。陕西文化界更是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为引领，奋发有为，开拓进取，丝路新起点、文化先行的陕西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立足历史根基，伴随深化改革强劲节拍，在中华文化深远宏大的气象中，我

们回望优秀传统艺术，体味丝绸之路的深远意蕴，激发古老长安的生命活力，献

身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了希望和自信。

愿广大观众应和着秦风秦韵，和我们一起走进陕西这片神奇的土地，领略秦地

风韵的正大气象，感受秦腔别具风神的艺术魅力……聆听八百里秦川的雄浑交响。

为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和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12月 3日至 6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

委员会、陕西省文化厅主办的秦腔经典折子戏专场、

文华新秀秦腔折子戏专场、陕西小剧种经典折子戏专

场和西安鼓乐音乐会在北京演出。这是继 2009 年

“陕西秦腔文化周”后，陕西戏曲在北京的又一次集中

展现。

作为国风·秦韵——陕西传统文化进京展演系列活

动的压轴大戏，这四场演出各有侧重，全面展示以秦腔

为代表的陕西地方戏剧种在传承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

成绩。演出汇聚了陕西老艺术家和中青年优秀演员。

余巧云、李爱琴、全巧民、卫赞成、马友仙五位秦腔艺术

家联袂登台，他们年纪最大的 82 岁，最小的也已年过

古稀。此外，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娟、李淑芳分别演

出秦腔代表剧目《探窑》和《藏舟》，著名小生演员王小

平演出了秦腔名戏《打柴劝弟》等。陕西除了秦腔还有

40多个小剧种，本次演出中阿宫腔、华阴迷胡、长安道

情和乾县弦板腔共同簇拥着姹紫嫣红的秦地舞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鼓乐是中国传统器

乐文化的典型代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本次西安鼓乐

音乐会乐曲结构庞大，风格典雅。

陕西省文化厅近年来采取了抢救保护、政策扶

持、资金扶持等一系列措施，使以秦腔为代表的陕西

地方戏剧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例如举办三年

一届的陕西艺术节、传承人传习交流展演、全省秦腔

演唱大赛、经典传统剧目惠民展演等系列活动，全方

位地采取多种形式，达到“尊重传统、重视传承、出人

出戏”的目的。

陕西传统文化进京展演陕西传统文化进京展演

陕西秦腔来京演出的《烙碗计》是

一出家庭悲剧：刘子明收养亡弟遗孤定

生，继室马氏却对定生百般虐待，甚至

以滚水所烙之碗烫坏定生的两手；刘子

明见碗跌碎，欲打定生，定生冒风雪奔

至父亲坟前痛哭，追随而来的刘子明问

明真相，一时晕厥过去……定生的孤弱

可怜，马氏的绝情寡义，刘子明对侄儿

的关爱和痛惜，都表现得十分动人。

秦腔（也包括其他地区的梆子）写

家庭是非恩怨的老戏很多。此类家庭

伦理戏的内容覆盖面很广，是非褒贬也

很分明。有些戏主要着力于惩戒，如

《杀狗劝妻》儆戒焦氏虐待婆婆的不良

行为，《清风亭》鞭挞张继保拒认养父母

的无情无义等。也有一些戏着力歌颂

敬老行孝和个人甘愿为家庭牺牲的精

神，如《安安送米》歌颂庞三春对婆婆的

孝顺和安安对母亲的孝敬，《芦花计》褒

赞闵子骞为了不让家庭破裂而不计较

后母的虐待。还有传唱极广的《三娘教

子》，演述身为小妾的王春娥，在丈夫亡

故后拒绝改嫁，承担起抚养并非自己亲

生的幼子的职责，以致艰辛备尝。

如果从唐代教坊和梨园算起，中

国传统戏曲已经传承了 1300 多年，在

这 1300 多年中戏曲的传承一帆风顺，

卓有成效。这其中有两次重大演变，

第一次演变是从唐代至清朝末年，可

称为旧式传承，齐如山将旧式传承归

纳为四种方式，即戏班、科班、票房、相

公堂或叫“私寓”，其中相公堂起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的戏曲名伶 2/3 强

皆出自于堂子。第二次演变可从 1912

年 8 月易俗社成立算起，一直到今天。

这一百多年的传承可称为新式传承。

新式传承要求戏曲演员全面发展，极其

重视文化教育，所学文化课程包括算

术、历史、地理、文学。文化史、思想史、

美学概论等，广泛涉猎。新式传承对戏

曲人才的培养可谓硕果累累，以中华戏

曲专科学校为例，著名的“四块玉”李玉

茹、侯玉兰、白玉薇、高玉倩就出身于该

校，再加上傅德威、宋德珠、李和曾、周

和桐、王金璐、李金鸿、沈金波等，皆为

一代名角。传承了 1300 年的戏曲尤其

是秦腔一路高歌，可为什么偏偏在今天

整个戏曲包括秦腔的传承却遇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大

革命十年致使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

没有了深厚丰富的传统文化巨大的支

撑，秦腔单纯强调技艺、技巧的传承起

不到真正的作用。换句话说，单纯技

艺、技巧的秦腔传承是没有光明前途

的。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越来越重视弘扬与发展传统文化，习总

书记在今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已将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到战略高度，

让戏曲工作者明确了方向。我不否认未

来将会使传统文化已经断裂的链条得到

修复、连接，但这个未来恐怕要一代或两

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至少不应该无所

作为地等待，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积极主动地为戏曲传承贡献力量。当务

之急，各级主管领导、院团领导应该恢

复传统的师徒制，恢复戏曲的口传心

授，师父在传承技艺、技巧的同时，就会

把文化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徒弟，文化与

技艺难分难舍地融合在一起，对于戏曲

人才的培养大有益处。

本次演出中的“新秀”以青年演员屈

淑红、刘建奇、王宏义为代表，他们是首

届陕西“文华奖”专业秦腔电视大赛中的

一等奖得主，共演出《庚娘杀仇》、《寇准

背靴》、《烙碗计》三出传统折子戏。

陕西省文化厅的做法应该说为戏

曲的当代传承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

经验。以赛激励、媒体带动，选出优秀的

青年苗子；将师徒传承、口传心授与现

代戏曲培养方式相结合，精雕细琢、打

造精英；努力提供青年演员舞台实践的

机会，在面向广大群众的演出中不断磨

炼、积累。正是这样的培养模式，才让

我们感受到戏曲传承生生不息的力量。

看了陕西小剧种经典折子戏专

场演出非常兴奋。长安道情、迷胡、

弦 板 腔 、阿 宫 腔 均 为 陕 西 的 稀 有

剧 种。长安道情的委婉、迷胡的缠

绵、弦板腔的悠扬、阿宫腔的哀怨与

秦 腔 的 高 亢 激 越 形 成 鲜 明 的 对

比 ，使观众领略到陕西地方戏的另

一种美。

长安道情《隔门贤》演大年三十，

贫寒子弟李小喜找未婚妻借粮，怕被

岳父、岳母看见而引发一系列误会，

从而形成浓郁的喜剧效果，最后被岳

父、岳母识破，备好过年礼品，送小喜

回家过年。小喜的憨厚、未婚妻的多

情 、岳 父 岳 母 的 善 良 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弦板腔《福寿图·磨房义救》通过

对比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被儿女遗弃

的老人张耕儒与渴望得到父爱的石

憨 夫 妇 ，表 现 了 世 间 炎 凉 、人 间 亲

情。这两个戏的演员唱做俱佳，表演

细腻，塑造人物生动。

迷胡《李亚仙·郑丹哭祠》、阿宫

腔《白蛇传·断桥》均以唱功见长，扮

演郑丹的杨建康通过大段唱腔抒发

了父子之情；扮演白云仙的李曼通过

大段唱腔，抒发了白云仙对许仙的夫

妻之情。两个演员嗓音圆润，韵味浓

郁，声情并茂，十分感人。

陕西省“国风·秦韵”优秀秦腔折

子戏连续三天在京演出，给连日来严

寒的京师吹入热烈而高亢的风。特定

的文化空间对地方戏曲艺术而言，犹

如种子与土地的关系。中国戏曲的一

个重要属性是它的地方性。地方戏文

化空间的缺失，是地方戏乃至戏曲衰

落、消亡的因素之一，甚至可能是一个

主要原因。千余年以来，乡村包括部

分城镇的神庙、部分寺院、祠堂等是地

方戏主要的献艺场所，众人的聚会、序

齿、餐饮、游乐、商贸以及在那里竞演

的四方散乐、地方戏曲等，一同构成这

种 特 定 的 文 化 空 间 。 农 村 的 庙 台 演

戏，无不与庙会文化融为一体。每一

次庙会都是民间的一次狂欢。地方戏

的欣赏者曾经是这一空间的主体，戏

曲艺术主要活在与之相对应的地域中

的乡亲们中间。作为文化传统的庙会

演出在特定的时间内周期性地重复展

现，这种特定的空间与特定的时间，共

同构成庙会演戏的文化空间。

地方戏剧种之间的分别主要在声

腔，而乡音乡言是地方戏声腔存在的

基础，若失去乡音乡言，地方戏剧种赖

以存在的基础便发生动摇，地方戏曲

的艺术大厦必然轰然倒塌。

说到底，保护、振兴地方戏曲本身

不过是治标，而恢复、培育戏曲赖以生

存的文化空间才是治本。

像文学“陕军”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一

样，戏曲“陕军”的实力不容小觑，其传统功

力深厚，传承世代有序。同时，其两个戏

曲重镇，一个陕西戏曲研究院，一个西安

易俗社，都赓续了西北戏曲的优秀基因。

易俗社延续了百年，是中国硕果仅

存的戏曲百年剧社；陕西戏曲研究院前

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

众剧团。延安时期，就以《血泪仇》、《穷

人恨》、《中国魂》等剧作进行了革命文艺

的实践并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陕西作为戏曲大省，其戏曲生存环

境、生存状态也有令人堪忧之处。百年

剧社易俗社的波折，让人扼腕叹息。好

在这两年易俗社又逐渐恢复了元气。这

次进京演出的王宏义及其演出的《烙碗

记》就显现出这一点。而以马友仙为代

表的老一辈艺术家虽然此次仅以清唱示

人，但得到观众山呼海啸般叫好，说明他

们艺术功力的深厚。他们的演唱或委

婉细腻或娓娓道来或激越奔放，各有特

点。观看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秦

腔不能一言以蔽之称其就是“吼”着

唱。同时也说明，艺术的魅力在于个性。

秦腔经典折子戏专场精心演出三个

片段，由戏情剧态引起古韵和乡土情的

联想。

《藏舟》中田玉川与胡凤莲劫后相

遇，一个是误伤性命的人犯，一个是父

死再无依靠的孤女，两个苦难人小舟定

情悲后之喜，喜中之哀，如何拿捏是表

演中的难题。《打柴劝弟》是相濡以沫兄

弟的感情碰撞，一个是打柴劳动者，一

个是读书后生。为免兄长过度劳累弟

弟想辍学，兄友弟恭，二人都替对方着

想产生误解。秦腔善演底层人物，挑担

程式，登山下山，舞动甩发，活现古人生

活状态。唱腔部分用假嗓，利于激情发

挥。整体表演朴实厚重、平易夸张。《探

窑》的王宝钏苦居寒窑，老母亲前往探

病。拋却富贵，坚守贫困，高压不改信

念的王宝钏，心情激荡但态度不变。全

剧唱腔娓娓诉来，极为感人。轻柔中有

刚强，声里含情，有感动人的力量。

秦腔传统戏引发陕西乡党与北方

老乡的极大兴趣。梆子腔剧种古韵相

通，乡土情相似，乡党有互动的可能。从

地形图看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剧种是适

应黄河流域环境发展壮大的，黄河流域

哺育了梆子腔剧种。

秦腔 古韵 乡土情
吴乾浩

文化空间与地方戏关系谈片
麻国钧

秦人 秦腔
毛小雨

折子戏的演出显示出当前陕西戏

曲艺术唱念做打的部分水准，如为观

众所熟知的王宝钏的故事，《探窑》折

子仿佛把观众带进了那个低矮、潮湿、

阴冷、破败的窑洞，而演员对人物情感

的精准把握与恰到好处的唱、做，引得

观众情不由己地走进了那个伤感、凄

美的戏剧情境。以突出陕西省文华新

秀的折子戏专场中，两个以须生为重

点的《寇准背靴》和《烙碗计》，显示出

秦腔须生行当的特色。《寇准背靴》令

观众笑声不断，为演员那变化多端、戏

份充足的做功表演大声喝彩，特别是

当寇准脱靴、踢靴、背靴一气呵成的表

演，令观众大呼过瘾。《烙碗计》则生动

地展现了世间人情险恶。

秦腔是西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剧

种，也是梆子腔中最富个性的剧种之

一，其欢音、苦音两类音腔体系以及众

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表演和丰富的

剧目经典，体现出西北特有的地域个

性和审美趣味。

与 秦 腔 同 样 受 到 关 注 的 还 有 关

中地区久演不衰的阿宫腔、眉户戏、

弦板腔、长安道情等独具特色的稀有

剧种，《隔门贤》、《郑丹哭祠》、《磨房

义救》、《断桥》是这四个剧种的代表

性剧目，以细腻的情感表现与浓郁的

家庭气氛，呈现出陕西古朴温良的民

风 民 俗 。 在 秦 腔 深 入 影 响 地 域 审 美

的同时，这些剧种依然能够按照自身

的艺术规范和传承传统，不断地延续

着经典剧目的发展，也不断地致力于

时尚审美的艺术创作，这是难能可贵

的 。 这 些 剧 种 及 其 经 典 艺 术 充 分 地

展 现 了 当 代 非 遗 保 护 工 作 所 倡 导 的

“文化多样性”。

在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文化传承、

高度关注中国戏曲的今天，需要对秦

腔等中国戏曲剧种的传承个体与艺术

团体，给予充分的精神尊重、经济扶持

和政策倾斜。

折子戏虽然只是原本戏里的一

折、一出或者局部，却是故事相对完

整曲折，矛盾冲突尖锐激烈，人物形

象鲜活生动，结构安排别出心裁。秦

腔家底丰厚，剧目数以千计，折子戏虽

非主体，但数量惊人，生动体现出秦腔

朴实、粗犷、细腻、深刻的特点，以及高

亢激越、热耳酸心的艺术风格。有人

说：会看戏的看折子戏。无论时代和生

活怎样变化，西北人民始终钟情着秦

腔，喜欢看这些美不胜收的折子戏。

许多声腔剧种赖折子戏营造出

精彩纷呈、流光溢彩的舞台景观，保

留了经典和火种。当前戏曲的当务

之急仍然是传承，传统剧目的整理改

编、传统技艺传承和保护也是戏曲现

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戏曲的发展

不能再走狭隘化、功利化的路径，必

须克服导致地方剧种特质一律化（同

质化）、京剧化、话剧化的倾向，树立

还原生态，回归本体的发展理念。尊

重传统戏曲的演剧体制，关注戏曲剧

种、剧目的独特性，重建戏曲艺术多

重、自由、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挖掘、整理、加工、打磨折子戏关乎戏

曲全局和命运。

陕西的秦腔和小剧种经典折子

戏正在一代代地有序传承。当然，传

承是继承，也是创造，不能满足于师

云亦云，刻板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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