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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及长期繁荣的文化环境，孕育了中国

传统音乐。随着“非遗”工作的开展，民间大批传统音乐瑰宝为我们所

见，其中华阴老腔就是这瑰宝中一粒闪亮的明珠。那么，老腔音乐是如

何起源的？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是如何演唱的？中国传统记谱方式、

国家政策制度的实施、民间信仰体系为老腔传承于当下提供了哪些保

证？在当下信息时代，又为华阴老腔的演唱及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契机？

一、关于华阴老腔

1.华阴老腔的起源与演唱方式

华阴老腔原本是一种皮影戏形式，关于其起源的说法不一，一说为

起源于湖北老河口的船工说唱，后由船工后代逐渐发展为老腔皮影戏；

一说为在湖北老河口艺人孟儿的说书的基础上，由张家发展为老腔皮影

戏。①无论哪种起源形式，都与老腔发源地老河口地区工人、纤夫们的劳

动有关。老河口地区处于洛河、渭河、黄河三条河流的交汇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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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兵家之粮仓重地。当粮船在

老河口地区经过时，由于船只大小

与河道不匹配，需要在双泉村地区

卸货换船，因此就需要大量的重劳

力。为统一劳动节奏、鼓舞士气，

往往是一人以硬木块用力敲击船

板，吼出节奏感极强的口号，纤夫

们随之用力拉纤并齐声应和。由

于这种号子声常年回荡在双泉村

附近，慢慢被双泉村艺人所吸收

借鉴，形成了华阴老腔的独特腔

调—“拉波调”。“拉波调”又

名“满台吼”，由于其并没有固定

唱词和音调，一般较为短小精悍，

因此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形式。

在老腔中一般接在某一唱腔之后，

只是起着帮腔衬唱的作用。“拉波

调”气势恢宏，震撼人心，体现了

百年来岁月的沧桑。在双泉村这一

地域，各地来的船工及当地艺人们

以“拉波调”为基础，同时又将历

史事件和民间故事加入其中，久而

久之，慢慢形成了老腔这种艺术形

式。这种饱含地方特色、苍凉悲壮

的说唱形式，在华阴民间广为流传

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领舵手确定

节奏所用敲击船板的硬木块（后称

檀板）亦保留在老腔之中，成为老

腔特色乐器之一。后人又在老腔中

加入月琴、板胡、唢呐等伴奏乐

器，使老腔艺术在历史长河中生生

不息，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老腔的

发展并不会一蹴而就，都经历了一

个动态衍化过程。根据现存老腔剧

本推算得知，老腔于明代中叶至清

代乾隆年间已蔚然成风，从起源到

当代的发展，其演唱形式经过了数

次变化与转型，体现了老腔艺术为

适应时代发展、适应文化生存环境

所做的顽强努力。

2.从幕后到台前

早期皮影戏形式的老腔主要

是依皮影戏戏文演唱，表演方式

基本上沿袭了秦腔。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由于老腔“传男

不传女”“仅传本姓、不传外

姓”的封闭式家族传承模式，流

传的地域非常有限，因此并不能

引起官方的足够重视。老腔演出

人数少、组织较简易，老腔艺人

普遍收入较低，仅靠老腔表演并

不能解决生存问题。而且随着时

代环境的变化，听众群逐渐老龄

化，“老腔皮影”形式的受众群

再次缩减，面临失传风险。在很

长的一段时期，老腔艺术都仅仅

以华阴市双泉村张氏户族家族皮

影戏的形式存在。1958年，华阴

文工队首先尝试将皮影戏进行改

革，以小戏形式进行演出，并为

之创作了一些剧目。虽然这些举

措在当时并未引起大的重视，但

毕竟为老腔适应时代发展找到一

种新的协调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社

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物

质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

观念的改变和文化的冲击。华阴老

腔和其他地方剧种一样，面临着观

众进一步减少、后继无人等一系列

问题，甚至已经到了无人观看的程

度，可谓生存堪忧。正如前文提到

的，由于其传承面与受众群不断缩

减，非老腔艺术内行人并不能品味

老腔音乐的艺术魅力，尤其是那一

张幕布将艺人演出与观众分隔，

使观众并不能看到幕布后面艺人

们鲜活生动的表演。华阴文化局

干部党安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

现象所存在的问题，产生了新的

改革想法，并再次对华阴老腔进行

改革，使之成为一种板腔体戏曲剧

种，并将华阴老腔由皮影幕后伴唱

搬到幕前，由此老腔艺术可以更真

切、更直接地与观众进行交流。经

过这一次改革，老腔艺术以新的

面貌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其表演

性、观赏性大为扩展，其艺术生命

开始了新的繁荣，逐渐受到主流媒

体、影视话剧导演的关注。例如在

电影《活着》和话剧《白鹿原》中

就借用了老腔这一艺术形式，从而

为老腔艺术做了很好的宣传，尤其

是2008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后，华阴老腔开始在全

国进行巡演并进入到一些民族音乐

研究者的视野中。

改革后的老腔艺术演唱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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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表演相结合，艺人从幕后转到台

前，首先扩展了老腔的表演方式，

从姿态上来说，有坐有站，也有蹲

着的，形态各异；其次增加了角色

设置，在老腔中加入了女性角色，

丰富了演员的构成类型，有助于情

节的扩展；再次从道具上来说，有

的男性艺人会拿上大烟斗，作抽烟

状，女性艺人则会拿上平时用的纺

锤、鞋底等模仿劳动。可见这些丰

富的演唱形式都与关中的生产生

活、民风民俗息息相关。如此一

来，在这种面对面的互动中，听众

可以更立体地欣赏到老腔艺人从唱

腔到表演全方位的展现，更深入地

体会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

3.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流行歌手谭维维与老腔艺人

在201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声

“喊”，爆红全场。在“春晚”播

出后，《华阴老腔一声喊》这一节

目就在网络评选中遥遥领先。之

后，《光明日报》、光明网等媒体

也都先后对此进行了报道。经过青

年歌手谭维维的精彩演绎，老腔与

现代摇滚音乐完美结合，这是老腔

音乐的又一次新尝试，并非自身

发展的一次转型。在这“传统与现

代”“中国与西方”的融合中，触

动了数以万计民众的内心，激起人

们对处于险峻华山与巍峨秦岭之

地、饱含历史沧桑与刚烈气魄的老

腔的探求欲。被称为“东方最古老

的摇滚乐”的华阴老腔唱出了千百

年来历史沧桑的变化，唱出了中华

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巨大能量。

二、华阴老腔从历史中走来

1.口传心授的传唱方式

由于音乐转瞬即逝的时空特

性，在古代要想留住美妙的乐音并

非易事，尤其中国传统记谱法对于

节奏的记录并不严格，其唱腔中

大量的信息都没有，也无法在曲谱

中记录。中国传统音乐讲究韵味，

认为韵味才是其精髓所在，韵味的

体现是基于演唱和演奏者的内心感

悟，如华阴老腔中那一声声饱含深

情的嘶喊，那富有地方特色的起伏

旋律。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张氏

家族都有大量剧本留存，张丹在

对双泉村张氏家族老腔的考察中发

现，其家族剧本中并未记录乐谱，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运用口

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想读懂剧本并

演唱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并未记

录或无法用乐谱详细记录的韵味，

正是在一代一代乐人的口传心授

中，逐渐沉淀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的有机构成。“乐谱只是一种用来

记写音乐的符号，它固然在某种程

度和意义上与音乐音响具有一定的

对应关系，但它不仅不可能细致准

确地、全方位地记录音乐音响的信

息，而且由于它是只能由视觉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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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符号体系，根本不能代替实际

的音乐音响。”② 

2.宗族亲缘关系下的“家规”

保障

周公制礼作乐使得礼乐制度

彰显于周，为后世提供了制度化的

范式，使得中华民族在礼乐文化规

范下不断向前发展。从此，人们的

行为有了制度规范的约束。所谓，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

规”是国法的下衍，同样体现着制

度的规定性。家族在中国文化中占

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家族兴旺的

憧憬，体现的是对生命的渴望与珍

视，而华阴老腔依托的便是家族式

的传承模式。在中国传统的家族模

式中，男性是维系家族亲缘关系的

重要环节，为一家之长，具有绝对

的话语权；而女性由于出嫁即为婆

家人，其生儿育女是在为婆家添丁

旺族，与自家亲缘关系必定弱化，

因而在家族中并不占主导。所以老

腔技艺坚持只传本族同姓，并且传

男不传女。由于血缘、地缘的亲缘

关系形成家技不外传的保守心态，

并以口传心授的模式进行传承，所

以这种由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中国传

统音乐家族式传承关系，背后所反

映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宗族亲

缘”的关系。

中国是礼乐之邦，长幼尊卑

有序，晚辈是长辈决策的执行者，

在长辈观念中认为传承老腔天经地

义，长辈不传或者晚辈不受传都是

有违祖训、离经叛道的。传承老腔

可以凸显张氏家族文化之独特性，

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性，使得

晚辈自然而然地将传承老腔当成自

己的义务。从小耳闻目染，在潜移

默化中将老腔认知为一种文化构成

因素，正是由于家族式的传承模式

及“家规”体现的制度规定性，也

使得老腔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文

化氛围，其在家族内的传唱才能长

盛不衰。                                                                                                             

3.民间信仰体系下的接衍

中国传统民间社会中求子、

去灾、丰收、保安、求雨等相关诉

求，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庞大的

信仰体系。与之相对应形成了各

种民间礼俗，既然称为礼俗则必有

“礼”相伴。乡间社会民间礼俗众

多，并非所有民间礼俗都需用乐。

作为表达乡民愿景或人生礼仪中

“大事”的民间信仰仪式之“礼”

则须用乐，如祭神仪式、丧葬仪

式、成婚仪式，等等。由于华阴地

区地处关中盆地南部，华山之阴，

其经济收入大多来源于农业，一方

面由于老腔组织人员规模较小，演

出所需材料较少，相对其他剧种较

为方便组织；另一方面由于演员人

数较少，演出场地要求简单，所需

费用较低，因而华阴一带的农民非

常情愿请老腔艺人来行乐。正是因

为老腔在乡间社会的实用功能及其

地域风格浓郁的特点，当老腔为民

间礼俗所接衍，转而为民间所服务

时，民间信仰为老腔功能性用乐提

供了力量和需求。

从老腔的历史传承来看，张氏

家族的老腔技艺的发展并非完全

依赖于中国传统记谱法，其必须

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

这种技艺不外传、家族内传习与

受传的家族传承模式，体现的是

中国宗亲血缘关系的思想，也体

现了中国的传统礼教思想。师傅

所传授的不仅是音声技艺，更是

对徒弟传统文化观念、审美情趣

的传授与人格艺德的熏陶。从民

间信仰体系来看，正是在 “礼俗

用乐”的“为用”中，传统音乐

得以在民间礼俗中传承至今。

三、华阴老腔“一声喊”之后

201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

晚会上，谭维维与老腔艺人合作

的《华阴老腔一声喊》引起了社会

广泛的关注与共鸣，说明其表演

更加贴合了现代人的审美与精神需

求，从而赢得了满堂喝彩。从审美

上讲，老腔音调经过千百年的发展

衍化，反映了关中地区的历史风土

人情，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所蕴含

的文化基因。正如《华阴老腔一声

喊》歌词里唱的那样，“八百里秦

川，千万里江山。乡情唱不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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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说不完”。这首作品完美展现了

老腔音调表现情感时慷慨激昂、酣

畅淋漓的特点。我们能直观感受到

老腔带给我们的震撼，这是一种民

族情感的表达，是一种民族声音的

呐喊。由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

的冲击，导致民众对下一代的音乐

教育选择转向西方音乐，中国的新

一代从小就没有接触传统音乐的条

件和土壤，因而老腔的受众群大多

都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中老年人。

摇滚乐是从国外引入的一种现代流

行音乐形式，相较于一些中国传统

音乐，在当代青年中有着较为广泛

的听众群。一方面，其音乐极具节

奏性，大量的节奏重音使其更有律

动性；另一方面，摇滚音乐的精髓

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它要求不

加掩饰地吐露真实情感，这与青年

人张扬的个性相符，因而受到青年

人的喜爱。从这一层面来说，老腔

音乐与摇滚乐在表现生活态度的精

神上是有着一致性的，都是不加装

饰的、纯粹的情感宣泄。再加上两

种演唱形式的结合能优势互补、相

得益彰，无论是老腔的中老年听众

还是摇滚乐的青年听众，都在这传

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找到了共鸣，获

得了内心的满足。

从功用上来说，老腔音乐在起

源阶段主要起统领协调劳动、鼓舞

工人士气的功用；当老腔音乐被乡

间信仰体系的礼俗接衍时，老腔承

载着祈福保安的社会功用；同时，

老腔也是情感的艺术。在民间流传

的过程中，老艺人通过老腔唱出生

活的辛酸与欢笑，唱尽生活的酸甜

苦辣。听众在欣赏的过程中，被老

腔艺人的演唱所感染，最终达到与

演唱者情感的统一契合。谭维维将

老腔与现代摇滚结合，之所以大获

成功，就是因为在这个浮躁和物欲

不断侵蚀的社会中，谭维维喊出了

时代对于人内心本真的呼唤，这便

是对于纯真、质朴、脚踏实地的呼

唤。在这个层面上，老腔音乐起着

抒发情感、娱乐的功用。传统音乐

与现代流行音乐并非完全对立的关

系，传统音乐也可以与现代流行音

乐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在当代音乐

界其实早有先例，比如“女子十二

乐坊”组合就是在器乐领域将中国

传统乐器演奏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而

成的一种“新民乐”。一经推出，

便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并在主流音

乐市场中获得了一系列荣誉。

在这种不同类型音乐的合作与

融合中，我们看到了传统音乐、流

行音乐发展新的可能性，但我们应

该考虑的是，如何将不同类型的音

乐更好地进行融合？为什么进行融

合？如何看待这种融合？我们说融

合当然不只是为了跟随时尚，而是

为了使这两种音乐都得到更好的发

展。传统音乐是千百年来老祖宗为

我们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是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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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是中国音乐

的根。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创作应

从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广泛地吸收养

分，而完全脱离传统音乐来谈流行

音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谓“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脱离民族特色的

流行音乐在国际主流音乐体系中

也无法站稳脚跟。反过来，这种

与摇滚乐相结合的形式，使更广

泛的人们认识了老腔这种艺术形

式，在传统音乐市场并不十分景气

的当代，有助于拓展传统音乐的

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传统音

乐、关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

这种融合中，不应该随意为之，不

应只是停留在表面，一味标新立

异，而是应该在保留不同音乐形态

自身特色的前提下来研究融合。在

这一点上，谭维维做到了，正如

《华阴老腔一声喊》所体现的那

样，这是一首根据华阴老腔的风格

创作的摇滚乐作品，如此合作与融

合才是成功的、深入人心的。

结   语

华 阴 老 腔 老 艺 人 的 一 声

“喊”，喊出了民间老艺人对于中

国传统音乐的热爱与激情，喊出了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民众的期

盼。历史上，基于以上种种原因，

老腔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通过

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活态传承，而

在影像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口传

心授的传承方式依然有其当代价

值，因为音乐形态中的“韵味”只

能由传承者来延续。如若只是对影

像中音声样态进行学习，只能说是

技艺的模仿，而无法做到精通。只

有在师徒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达到

双方的共鸣，传承才能实现，由此

我们应该意识到传承人的重要性。

传承者在，技艺能够延续；传承者

消亡，技艺则随之消逝。当今乡间

社会，那些经口传心授方式世代传

承音声技艺的老艺人正是传统音乐

的“活字典”。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跨界合作

似乎在当代成为了一种时尚，在学

术界我们讲研究方法的跨界，要求

多学科、多视角研究问题，从而可

以把问题看得更立体。那么，不同

音乐形式的跨界合作则使得所要表

现的音乐更鲜活。在这种融合中，

年轻人惊叹，原来传统音乐是这

么有魅力！中老年人感慨，原来摇

滚乐也可以这样有韵味！对于流行

音乐而言，《华阴老腔一声喊》是

跨界融合模式的成功实践，为流行

音乐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使我

们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伟大

与丰富。流行音乐应该更多地从传

统音乐中汲取养分，不断提升作品

质量；对于传统音乐，在保留其艺

术形式的基础上与其他艺术形式融

合，从而吸引更多的听众，也使得

自身的传承产生了更多的可能。因

而我们应该不断探索不同音乐类型

的发展传承模式，因为只有如此，

我们的流行音乐才能独具民族特

色，在世界主流音乐体系中占有一

席之地；我们的传统音乐才能传承

下去，我们的后代子孙才能传承到

最真实、最生动的传统音乐文化的

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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