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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第十个中国“文化遗产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指各

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

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

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

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

礼仪、节庆等民俗以及传统体育和游艺等。

榆林地处塞北，这里融合了边塞文化、民族

文化、民俗文化等多重文化类型，孕育出了丰富

灿烂、独具魅力的陕北民族民间艺术，具有极大

的保护和利用价值。几千年来，榆林人民口口

相传的陕北民歌、大秧歌、信天游、清涧道情、府

谷二人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文明鲜

活的载体，生动地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人文内涵。非遗

无处不在，与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像我们

熟知的有：唱的民歌、扭的秧歌、听的说书、吹的

唢呐、做豆腐的手艺，都是非遗，并且都列入了

非遗名录予以保护。

2006 年以来，在榆林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下，全市各级文化单位按照“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扎实开展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项目申报和保护工

作，有效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开发和

利用。先后组织申报了 4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4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4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4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申

报工作。评审公布了 3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3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截至目前，榆林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 11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12 人（已有 2 名去世），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46 个，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45 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140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 269 人。榆林市绥德县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神木、府谷、米脂、

绥德县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陕西省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绥德县武文石业有限公司和佳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被命名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单位”。榆林市

民间艺术团、榆林市文工团、绥德县武文石业有

限公司、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被命名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单位”。为更好地

保护传承非遗，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

物）局整理出版了书籍《陕北民歌大全》、音乐专

辑《陕北道情》，制作了《榆林小曲》、《横山道情

—好亲家》、《陕北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系列节目；委托中国唱片总公司制作《永远的信

天游——榆林民歌印象》套装；在榆林古城步行

街上设立榆林小曲、靖边跑驴、陕北剪纸、陕北

道情、二人台等非遗传习所和非遗示范店，集展

示、展演、传习为一体，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每年春节期间，开展丰富的民俗、民间文化展

演；每年“文化遗产日”期间，通过设立宣传咨询

点、展出文化遗产展板、刊发专版、举办展演等

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2012 年 4 月 13 日，文化部正式批准在延安、

榆林两市设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指在陕西北

部的延安市、榆林市辖域内，由其原居民自主，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对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采取

有效、整体性的保护措施，以建立该地区社会、

经济、文化、自然和谐共处的优化生态环境。建

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既是传承中

华文明、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在传统文化

日益流失的现代社会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

可资索引的基因符号和历史文脉的需要，更是

从根本上更加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陕北文化的唯

一途径和重要举措。为此，我市特编制《国家级

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榆林）》，现

已上报至文化部。

非遗保护任重道远，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国

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争取保护区建

设规划实施及我市申报项目落地：积极组织国

家级非遗项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省级非遗项

目、省级非遗传承人推荐申报工作，以及市级非

遗项目、市级非遗传承人审定公布工作；认真宣

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抓紧做好非遗项

目抢救保护和资料收集整理，建立非遗数据库；

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以及“非遗项目进校园”活动；

积极组织开展二人台、唢呐、剪纸、秧歌、说书等

展演比赛研讨活动，实现活态传承和动态保护。

非遗是活着的宝藏，是民族的记忆，是“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最好诠释，它生动地刻画着

本土特色，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最明显的符

号。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榆林非遗、喜爱榆林

非遗，自觉承担起保护和传承的责任，祖先用智

慧和勤劳留下来的文化结晶也需要一代又一代

的人用心灵及情感来传承、弘扬。

六六初露锋芒

1949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绥德。林

兴怀刚迈进浦家坬村，村长李万荣就寻上他，叫

他和本村的六六踢一个二人场子。

他看了一眼那个眉目清秀的青年，没有异

议。只是缺少鼓和镲。村上的老人们翻转了脸

盆子，再捡上几颗大石子，用棍子敲盆底替代鼓

点，把石子相互撞击装成镲声。林兴怀也不挑

剔，分好了谁演挎鼓子（男），谁演包头（女）后，

就大方地扭了起来，那个叫六六的，也舞了两只

手绢进入了角色。

才走了那么几步，乡亲们的脸上就荡开了

笑纹。盆子敲得更响，石子碰得手疼，人圈子挤

得更密了。林兴怀霎时停住了，说：“这个娃娃

是个好的，有出息！”大人、娃娃们都一下子围住

了六六。李万荣也很喜，当即拍板：“今年给村

里请6个把式，六六跟上闹（秧歌）。”

6个把式进了村，就沿门子（挨家挨户）闹了

起来，“伞头”在前面唱，其余人在后面舞，六六

也闪在队伍里头，跟一个叫阎文斌的人，学起女

子边舞扇子边走路的基本步法。阎文斌虽只教

了两天，却是六六最为敬重的启蒙老师，也是唯

一的老师。

第二年，他们村里又不再请把式了，可那份

热闹却年年保留了下来。原来六六和村里的几

个青年迷上了，认真了，有事无事就琢磨，拉开

架式就扭，有模样了，也做起了把式。不但闹红

了本村，方圆几里也有了名气。有一天正在别村

闹着，县上来了通知，叫到县里参加全省汇演的选

拔赛。六六当然想不到，他这男装换戏装，丈夫扮

娇娘的一闹，竟把兴趣闹成了终生职业。这一闹，

闹出了绥德，闹出了陕西，闹出了内地。在香港演

出时，一个台湾人连看了他演的3场二人场子之

后，来到后台，抓住他的手，只是说：“像！好！”

我眼中的李增恒

第一次见李增恒，就是看他的二人场子。

我就是不敢相信，塑造台上那个泼辣、娇媚、顽

皮又带羞的小娘子，竟是个66岁的男子。台上，

“她”红色的百裥裙没有一刻安静，桃粉色的扇

子“哗哗”地，表达了手势的延伸；“她”轻巧、夸

张地欲倒，等男子慌忙扶住时，转头窃笑；对一

个诱惑丈夫吃醋，故意和丈夫的“小心眼儿”作

对的女子微妙心理的把握，以及传达到手脚上

的传神动作，使人惊叹……在大门外我虔诚地

等他，要看看庐山真面目。

他再露面，衣服换过了，脸上还涂着重重

的油彩，花白的头发熨帖地向后梳着，年轻的

面 容 早 已 不 复 存 在 。 但 看 到 他 眼 睛 的 一 刹

那 ，我 突 然 想 到 武 侠 小 说 里 武 功 盖 世 的 侠

士。长年潜心修炼，集日月之灵气，采天地之

精华，凝聚成眸子里的两个光点，闪烁着异于

常人的神采。

第二次见他，是在某个单位的传达室。除

了瘦小的个子外，我几乎认不出了。他抱着人

家的娃娃，警惕地问我找谁，完完全全一个门房

老头儿，我甚至怀疑那天的神采，只是街灯的幻

觉。然而聊开后，他给我示范“甩袖”“缠腰”几

个动作时，嘴里“嗒嗒噌”地打着板，脖子、手、腰

及无形的扇子，不断翻转又定格，那抹神采又自

然浮现出来，并再次被我捕捉到了。虽然我未

见过得道高僧，但我猜测两者眼中的内容是相

同的，正所谓艺亦有道。如果说高僧身后留下的

是供万人膜拜、乞求幸福和快乐的舍利子，他的

二人场子，则直接点燃了人们心中固有的快乐。

“俏不过那六六旦”

“我的小名叫六六。有一次在省里演出，记

者问我艺名叫啥。我说没有。旁边有个也是闹

秧歌的说，咋没有，有！叫六六旦。‘旦’就是古

戏里的年轻女子。我在二人场里就演女的。”六

六说，从那以后演出，画报上、剧目表上都写成

“六六旦”，不写李增恒了。

“一开始演女角，也希望观众能爱‘她’、稀

罕‘她’。”六六说，“在村里演出，每次扮完相从

房里一走出来，就把自己当成女的了。观众只

能从脚的大小判断男女，脚大是男的，可我的脚

也小。有熟人认出来，就指给其他人，说我是男

的。我不管，谁拉话也不应，只点头笑。声音一

露，不是细的，我这女人的感觉也就搅了。卸装

以后，才找人拉话。”

六六跳舞，老婆、儿女都不高兴，他们觉得

一个男的扮成个女的扭扭捏捏，“文革”时也受

了批判。可六六就爱这个，没有扇子，他每天拦

羊来回就拿着个扫帚练习。由于没有正式从过

师，六六手脚比较硬，为了练习他出去拦了半个

月活儿，买了一面大镜子挂在墙上，模仿年画里

旦角的动作，一只手抱着娃娃，另一只手也练，

练像了还自己改了几个细节，把大跨步变成小

碎步，就更像小媳妇了。

六六父亲老得早，他的母亲支持六六闹秧

歌。六六母亲说，自她13岁嫁过来，就没见村里

闹过。一个人一个爱好，儿子愿闹就闹，是好事。

“第一次到北京演出，人家要跟我学。问我

动作的名称，我说解不下。人家就说，你起，你

起下什么就是什么。我动了脑子，就起了几个

名字。”六六说，回来问过几个吴堡、崔家坬的老

艺人，都说只有动作，没有名字。六六就给二人

场子里的动作起了名字，列了个单子，老艺人看

了满意。第二次到北京，六六就讲出来了，还添

了几个他发明的动作，像“空中绕月”“凤凰单展

翅”“盘头扫地”。那4个月，每天换几家教课，中

午吃饭时都睡着了。

“年轻时跳，就图红火，图比别人跳得更好，

年纪大了，就只能把二人场子在我手上改变得

更好、更耐看。”六六说，“现在退休了，照门房补

贴家用，有时也演出。儿女们没有继承我这行

当的，但省内外还有我不少徒弟。”

在《榆林地区志》文化界人士栏，笔者查到

了他的名字，名字下是这么一段文字：（1928—）

艺名“六六旦”，民间称“水上飘”，绥德韭园沟乡

浦家坬村人，现为榆林地区民间艺术团民间舞

教员、陕西省政协委员、中国舞协陕西分会理

事。18岁学艺，20岁登台，一举成名。他表演的

陕北二人场子在省内外很出名，群众顺口溜：

“俊不过那红牡丹，俏不过那六六旦；看了六六

旦，一天不吃饭。”从艺 30年来 3次赴京演出，获

优秀表演奖，老艺人名誉奖。在 1982年由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亚洲地区 15个国家组成

的民间舞蹈考察、保护展览中，他表演的二人场

子引起轰动，有的舞蹈家高呼“农民万岁”。

链接：二人场子，踢场子的一种，是一种舞

蹈性节奏感较强的民间舞蹈，主要流行于绥德、

米脂、吴堡、佳县等地。二人场子具有完整的艺

术结构和独立的艺术形式；既可在大场秧歌中穿

插表演，又可单独在舞台表演，属秧歌小场子

类。风格上属文场子，又叫软场子、胭脂场子，主

要表现男女欢爱生活内容，节奏文雅、动作俊秀、

风格细腻。二人场子是按人数划分的，此外，还

有三人、四人、六人、八人等更多的集体场子。

“ 俏 不 过 那 六 六 旦 ”
郭 军

用心灵和情感

传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陕西省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物）局

榆林小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民歌传承人王向荣（右一）和学生演唱陕北民歌

绥德石雕 绥米唢呐传承人汪世发（右一）带徒弟一起表演

2007年 2月李增恒为学生示范踢场子

横山老腰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