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戏剧·秦腔 2013年8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宋 冰 邮箱：cutesongbing@sina.com

秦腔发音多用关中方言字调，唱腔慷慨
激昂，苍劲悲壮，既有西北黄土高原“天苍
苍，野茫茫”浑厚深沉、豪放激越的风情和刚
劲之气，又兼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
泼的特点。

在秦人眼中，秦腔是大戏，板胡响处，锣鼓
起时，男的唱得脸暴青筋，声嘶力竭，女的唱得
高尖婉转，如泣如喊，高亢的唱腔响遏行云，那
种气势豪情，与软语呢喃的剧种绝对是两重天。

秦腔表演艺术家赵扬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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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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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第一次站在
台上看台下，几乎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时候他最担心的是，有一
天等这些老人离世，谁还会听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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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台下的观众仍然以老人
为主，听戏的人不再是曾经的老人，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人老去。

“某种程度上来说，秦腔是老年人的艺术。”赵扬武说，“戏曲这东
西，需要慢慢去品，欣赏者的心境很重要。”他承认秦腔缺乏年轻观
众，但他坚信，随着年轻人的成长，他们会慢慢回归戏曲。

在当今的一些人看来，秦腔没有黄梅戏的轻柔婉转，也没有京剧
的雍容华贵，也没有昆曲的典雅精致，没有流行歌曲的传播迅捷，观

众群体越来越少，甚至有人评价：秦腔很土，行将没落、灭亡。但秦腔却如同遍布在西北高原的冲天而起的白
杨树一样固执地伫立在生它养它的西北高原。 （本文特约顾问：刘祯）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

扬，三千万愣娃齐吼秦

腔”向来是对西北风情的

写照：大地宽广辽阔，风

沙漫天，千千万万个汉子

站在黄土高原上放声吼唱

秦腔。

八百里秦川，一部中

华文明史，大半都与这块

土地有维系，而孕育了这

块土地上的秦腔。

慷慨激昂，苍劲悲壮，

气势磅礴，不仅唱出了秦

人的魂，更唱出了大西北

黄土地的千年风情神韵。

秦腔，也称“乱弹”。秦腔的源
流，可追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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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周秦时
代。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秦
腔的形成大致可分为“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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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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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三个阶段。

秦风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三五百篇，孔子皆弦
歌之。”秦人用秦乐、秦声歌唱《诗经》
中《秦风》，就是秦腔的滥觞。

从先秦到魏晋六朝，是秦声时期。《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短
短
&&

个字，把秦声的音调和明显的特点讲得很清楚。

两件敲击器：击瓮、叩缶。过去没有大铜锣的时候，用击瓷
瓮增加气氛；叩缶，就是把瓦盆扣过去敲盆底，演变到今天，就
是戏剧里常用的“扁鼓”，此鼓像盆一样，口向下，不封底，声音
清脆。说明这时期的特点已从弦歌时期逐渐演变到“以歌舞演
故事”了，它有乐器、唱辞、故事，已具备了戏曲的主要结构。

此后唐代的参军戏，宋元杂剧等，更是使秦声不断地延
续发展下来。明清时期，秦腔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声腔”之
一。明代康海绘制秦腔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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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清人严长明在《秦云撷
英小谱》 中有“弦索流于北部……陕西人歌之为秦腔”。这
是秦腔发展成熟的标志。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年版）“秦腔”条目云：“明中叶以前在陕西、甘肃一带的民歌基础上形
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剧种的影响。音调激越高亢，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唱句基
本为七字句，音乐为板腔体。明末清初流传南北各地，对许多剧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以，有人把秦腔誉为“百戏之祖”。中国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在《中国戏曲源于西北》文中说：“国人若想
研究戏剧，非到西北去不可；世界人想研究中国戏剧，非到西北去不可。”

“若想考察以前的法则，当然应追本寻源，由西安秦腔入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也说，“中国的
戏剧，一个来源是起自东南，另一个来源是起于西北……西北的戏剧主要是秦腔。”作为西北板腔体声腔的主要代
表，秦腔与四川梆子、晋剧、豫剧、河北梆子都有深厚的渊源。

以京剧为例，梅兰芳先生在《谈表演艺术》 中说，“京剧与秦腔有密切的关系”，“（京剧的） 主要曲调
‘西皮’受秦腔的影响很大，此外，剧本、表演等方面，（两者）也都有相似的地方”。实际上，京剧的化妆、
脸谱、音乐等也都吸取了秦腔的精华。这是清代秦腔班与徽班长期同台演出，相互取长补短的结果。

在清代，秦腔发展为戏剧盟主，有东西南北中五路，全国更是“到处笙歌，尽唱魏三之句”（魏三即清代
秦腔名艺人魏长生）。乾隆年间，魏长生三进京师，演出盛况空前，“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观者如堵”，
“如火如荼，目不暇接，风气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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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在我国西北的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及西南的西藏、四川
等地广为盛行，有着深厚
的人文根基。

有人说，如果要了解真正的陕西人，
就必须要听秦腔。秦腔是三秦大地不可或
缺的精神食粮，唱秦腔成了这里人们最体
面的事情。当地人个个都会唱几句，村村
都有“自乐班”，逢年过节，便是村民过
戏瘾的最好时光。

自乐班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票友下海，几个
人，不需舞台灯光，伴着铿锵锣鼓几件简单的乐
器便可演绎人间悲欢，在西安沿着城墙根走一
圈，随处可见。

作为一种在关中农村很常见的民间娱乐组织，自乐班主要是唱秦腔戏。在城墙根下听自乐班，天作幕布地为
台，无拘无束。唱戏的投入，听戏的也投入。唱者多为关中汉子，方面阔口，状极威武。提袍抖袖，大吼大唱，
一条嗓音破空飞去，撞在城墙上，折回来，声犹震耳。

秦腔自乐班，演员即观众，观众即演员。从周秦汉唐一路走来的西安人，他们迷恋秦腔，并不全因它土生土长古
音古意，而是秦腔石破天惊的撕扯吼叫最能表达他们灵魂的渴望震颤。这个城市，地下埋有皇陵，地上建有寺庙，阴
气重于阳气，人们用秦腔惊天地泣鬼神的阳刚之气，来平衡几千年郁积的阴气，据说能达到阴阳平衡、刚柔并济。

行走三秦大地，到处流溢着秦腔的旋律。秦人饭食少盐寡醋没辣子可以凑合，生活中没有秦腔却没法过。生
子呱呱坠地，满月时以秦腔迎接；成人过寿，都要请自乐班助兴；老者去世，更要唱大戏热热闹闹送行。乔迁新
居，子女升学，也要唱折子祝贺。

作家贾平凹曾经这么描写秦腔对秦人的影响：“在西府，民性敦厚，说话多用去声，一律咬字沉重，对话如吵架一样，哭
丧又一呼三叹。呼喊远人更是特殊：前声拖十二分的长，末了方极快地道出内容。声韵的发展，使会远道喊人的人都从此有了唱秦
腔的天才。老一辈的能唱，小一辈的能唱，男的能唱，女的能唱；唱秦腔成了做人最体面的事，任何一个乡下男女，只有唱秦腔，才有
出人头地的可能，大凡有出息的，是个人才的，哪一个何曾未登过台，起码还能吼一阵乱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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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浸润着黄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的人。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只体现在戏剧界，也体现在电影、音乐、文学等领域。包括张
艺谋、赵季平、贾平凹、陈忠实在内的西北文化人，就把秦腔以不同的形式带给全中国、全世界。

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中生命力的张扬、高昂，《秋菊打官司》中许多地方甚至直接采用秦腔，充满激情；音乐人赵季平从秦腔中
得出灵感，写出《红高粱》的主题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时风靡大江南北，歌坛上刮起的“西北风”经久不衰。

在文学上，贾平凹、陈忠实更是深受秦腔影响，前者创作的同名小说《秦腔》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后者的
《白鹿原》里有许多描写关中农村演唱秦腔的场面，使人联想到在烈日朗照下的农田里，关中农村的街头巷尾、庭院麦场，不时地吼
起一句句震天响的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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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关键词
易俗社：著名的

秦腔科班，与莫斯科

大剧院、英国皇家剧

院并称为世界艺坛

三大古老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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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盟

会会员李桐轩、孙仁

玉等以“改良社会、

启迪民智”为己任，

用戏曲为手段，在

“移风易俗”的宗旨

下，在西安创建了

我国第一个集戏曲

教育和演出为一体

的 新 型 艺 术 团

体———易俗社。

该社按照民主

制度制定章程，建立

领导机构。主要领导

成员由社员选举，并

规定任期。设立评

议部、编辑部、学校

部、训练部，招收少

年学员，先学初小、

高小课程，后上“文

史进修班”，达标者

发给毕业证。在此基

础上学习
+

年戏曲

专业，合格者发给戏

曲专科学校毕业证

书，从事戏曲演出。

易俗社将文化

教育、戏曲训练、演

出实践结合起来，培

养了大批戏曲人才，

创作和演出了许多

优秀剧目。辛亥革命

后，易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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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

剧作家共编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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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剧本，其中

孙仁玉、范紫东、高

培支、李桐轩、李约

祉
,

人成就最高，

这些剧目中，《三回

头》、《三滴血》、《夺

锦楼》、《双锦衣》、

《软玉屏》、《柜中

缘》、《小姑贤》、《庚

娘传》、《韩宝英》等

成为经常上演的保

留剧目。

易俗社还聘请

了陈雨农、赵杰

民、党甘亭、唐虎

臣、李云亭、刘丽

杰、高天喜、王观

登等名家执教，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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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
!)

年中就训练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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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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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延

续到今天，共招收

培养了
$,

期学生

近千人，毕业者遍

及西北各个秦腔

剧团。其中有较大

影响并形成各自

艺术特色的前辈

名家包括刘毓中、

刘箴俗、王天民、

孟遏云、肖若兰

等，当今的陈妙

华、张咏华、全巧

民、伍敏中、郭葆

华、张保卫、宋百

存、任炳汉、毛文

德、戴春荣、惠敏

利、王科学、冯永

安、李淑芳、薛学慧

等均是该社培养的

秦腔著名演员。

新中国 成 立

后，
$(,$

年
)

月
$

日，习仲勋出席了

西安市政府在易俗

社剧场举办的接管

大会，并高度赞扬

易俗社是优秀的进

步团体，应该越办

越好，并建议把“接

管”改为“接办”，要

求易俗社坚持“移

风易俗”的传统，进

一步演出好的秦

腔。易俗社自此成

为了新中国最早的

国有剧团，并打开

了几十年的门禁，

开始吸收秦腔女演

员孟遏云等入社，

成为第一个招收

女演员的秦腔剧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