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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康下 民间戏 曲 的传承与发展

—
以华阴老腔的传播路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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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要】作为中国民间地方戏曲中的古老唱腔 老腔艺术
,

历经千年
,

多次濒临消亡
。

在政府扶植

媒体宣传等因素的作用下
,

华阴老腔近年来蜚声海内外
,

戏曲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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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娟娘娘补了天
,

剩下快石 头是华山 … … ” 2 0 15

年 12 月
,

在东方卫视 《中国之星 》 节目中
,

一曲 融合
了戏 曲与摇滚乐元素的 《给你一点颜色》 令所有观众都
傻了眼

,

刷爆了当晚的微博
、

微信朋友圈
,

深受好评
,

也让华阴老腔这个曾濒临消亡的古老剧种风靡全国
。

作
为民族个性与民族情感的重要体现形式

,

民间戏曲应得
到积极地推动与传承

,

华阴老腔的传播发展路径值得我
们探究

。

一
、

老腔艺术的文化价值和发展困境
华阴老腔是形成于明末清初的一种腔体戏 曲剧种

,

具体划分
,

也应该是属于皮影戏的一种
,

在后 台
,

就是
皮影戏

,

在前台就属于老腔
,

它主要流行在陕西省陕西
省华阴市双泉村

,

因此叫华阴老腔
。

老腔的演出一般包括六到十位艺人
,

唱腔豪放高亢
,

群情激昂
。

目前主唱者主要为张军民和
“
白毛老汉

”
王

振中两位老艺人
。

在进行华阴老腔演 出的时候
,

艺人身
穿关中平民的传统服饰

,

以比较贴近 日常生活的形式来
进行表演

,

有蹲着
、

站着
、

席地而坐等等
。

在唱的时候
,

有的艺人会采取一些突然举动
,

来使表演的氛围更加浓
烈

,

例如
:

有的时候艺人会高举木板
,

猛击长凳
,

从而
造成一种惊木一击泣鬼神的境地

,

秦韵浓厚
。

这种原 汁
原味的民间艺术

,

一度被赞誉为
“

黄土地上的摇滚
”

。

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

文革
”

时期
,

多日民多其他
艺术 门类一样

,

老腔遭遇到了较大波折
,

传承了千年的
老腔由一种大众文化逐渐沦落为只在少数群体中流传的
家族戏 ; 虽 然改革开放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复兴

,

但单一
的传唱形式

、

难以辫认的古乐谱记录形式
,

造成艺人缺
失

、

技艺退化的窘迫现状
,

老腔并未摆脱生存危机状态 ;

20 世纪 90 年代末
,

新兴的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大陆
,

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
“

快消费时代
”

。

在这种多元文化
并存的时代

,

老腔这种传统的地方文化几乎被遗忘
,

一
度面临濒危的状态

。

二
、

老腔艺术的传播与发展路径
20 05 年

,

文化部启动 了
“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
工程

” ,

华阴老腔以 其特殊的风格被列入了 20 06 年首批
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

。

通过政府扶植
、

媒体宣传
,

以及
与其他艺术融合创新发展

,

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戏曲生生
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

(一 ) 国家及当地政府的保护措施
在老腔艺术的传承

、

传播与发展中
,

最先得力于国
家扶植

,

尤其是当地政府长期给予的大力扶持
。

1
.

资金保障与支持
。

华阴市每年都会对艺人进行体
检

,

从而进行帮助
,

更好的鼓励他们收集更多的老腔曲
谱

、

剧本和音像等资料
,

录制老腔音乐会光碟 ; 协助市
政协出版 《华阴老腔》 系统资料

。

2
.

成立保护机构
。

2 0 0 7年
,

华阴市华山老腔艺术
保护发展中心正式成立

。

中心下设华阴老腔民间艺术团
和华阴老腔培训中心

,

主要是挖掘
、

整理
、

保护和发展
华阴老腔艺术事业

,

组织演 出
,

开展国内外文化交流等
。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传播路径
,

为在多元文化

、

艺术融合
、

背景下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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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的新创老腔节目 《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 曾荣
获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大奖 ; 《关 中古歌》 曾荣获全国首
届农民文艺汇演金奖

。

3
.

创造演 出机会
。

华阴市文体局先后与西安曲江文
化产业集团

、

华山管委会
、

华山关中民俗风情山庄等达
成合作演 出老腔的意向

,

并筹建了华山民俗演艺中心
,

使老腔艺术在西安
、

华山风景 区等区域的演出常态化
,

不断探索发展文旅产业的新途径
。

4
.

艺术队伍建设
。

为壮大老腔演艺队伍
,

20 08 年 9月
,

华阴老腔培训中心正式成立并招收了第一批学员
。

次年
,

第一批学员组成班社
,

开始在公开场合演唱老腔经典曲
目

,

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

(二 ) 与话剧
、

影视
、

音乐等艺术融合演 出
1

.

初绽放一一与舞台话剧融合演 出
在 2 00 6 年林兆华导演的话剧 《 白鹿原 》 演 出中首

次加入了老腔表演
,

苍凉
、

原生态的老腔艺术一下子砸
在了观众的心里

,

产生 了 巨大的轰动效应
。

同年
,

老腔
成为首批国家级非遗

,

并先后到香港
、

台湾
、

日本
、

德
国

、

美国进行演出
。

可以说
,

话剧 《白鹿原 》 为华阴老
腔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

。

2
.

再盛开一一与电影艺术融合演 出
继话剧版之后

,

20 12 年上映的电影 《白鹿原 》
,

再
次引入老腔艺术

,

并充 当了叙事元素
,

可谓别具匠 心
。

该片中
,

华阴老腔出现了两次
。

一次是麦客饭后
,

展示
了一段荡气回肠的 ((4 寄令一声震山川 》 ; 一次是黑娃与
田 小娥偷情时演唱的一段 ((征东一场总是空 》

。

带有厚
重历史韵味的曲词

,

加上老腔艺人苍凉雄浑的唱腔
,

得
到了大众对于该审美表达的赞叹与共鸣

,

也赢得了观众
的情感认同

。

随着老腔在话剧及电影 《白鹿原 》 中的亮
相

,

华阴老腔逐渐被广泛熟知
,

并于 20 14 年受邀参加
了国务院春节团拜会的演出

。

3
.

更惊艳一一与摇滚音乐融合演 出
20 巧年 12 月

,

在东方 卫视 《中国之星 》 节 目中
,

歌手谭维维与华阴老腔共同演唱 了一首
“

黄土摇滚
’

性一
《给你一点颜 色》

,

感动 了全场观众
。

歌手刘欢在现场

激动地称赞
“

特别接地气
,

每一个音掉在地下都能冒出
烟来

,

是特别好的音乐
,

震撼到心里
”

。

这首歌的成功
之处在于将古老的秦腔与现代流行歌曲完美地沟通在一
起

,

将关中人精气神
、

甚至是民族精神得到一次音乐上
的完美论释

。

(三 ) 媒体宣传
华阴老腔的广泛传播也离不开现代媒体的大力宣

传
,

尤其是近年来
,

老腔戏班的媒体曝光率有增无减
。

20 12 年
,

央视 (( 新闻联播 》 中展示 了
“

新春走基层
”

系列报道 (( 老腔新声》 的专题 ; 20 14 年
,

一部 ((咱们

村里的新鲜事
: “

老腔
”
艺人的春晚梦》 短片让老腔艺

术再度登上新闻联播
。

三
、

启示与总结
正是在政府扶植

、

艺术融合
、

媒体宣 (下转 1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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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爸爸与父亲
张 越

(广 西 自治 区桂林市临桂第三中学 广 西 桂林 54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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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下午
,

阳光从叶间漏进窗台
,

斑驳的
,

泻了

一地
。

我和表弟各执一支笔
,

写着同一个主题
。

“

爸爸
,

爸爸
”

一一他笔下飞快地跑出一串稚嫩的字符
,

而我手
中的笔在两个字上停滞了仿佛一辈子那样长一一父亲

。

那年暑假结束
,

我从故乡炙热的怀抱 中退出身来
,

依依地步向那个南方的城市
。

那是一个清冷的早晨
,

一下车
,

南方的空气就热情
地予我一个微凉的拥抱

。

父亲在出站 口等我
,

我看见他
微微躬下身子摆弄着手机

,

背负着一片苍白的天空
,

面

迎着这一条躲在黑暗中的走廊
。

我慢慢地向他走去
,

像
从对他年轻时的印象里走出去

,

眼睁睁看着他曾经捉拔
如松的脊梁渐渐弯下

,

看着他曾经乌黑如墨的头发被时
光褪去了原有的颜色

,

露 出了无力的苍白
,

看着生活如
何在他消瘦的面庞上一刀 一刀深深地刻下一条条沟壑

,

又填满 了疲惫
。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

时间挟着他东奔西
走

,

又换了另一个陌生人站在我的面前
,

我张了张嘴
,

喊不出一声
“

爸爸
”

。

我不禁想起那个年轻的
,

捉拔的
,

意气风发的他
。

那时候
,

他是我的英雄
,

我的高山
,

能站在我身前为我
遮风挡雨的一个背影

。

曾一度以为
,

他会永远用满月思的
胡子扎我年幼的脸

,

让我为他数不多的笑纹
,

他会永远
在我腹中空空时

,

为我煎一个他唯一拿手的荷包蛋
,

看
着我吃得鲜香四溢

,

满嘴蛋黄
。

也曾一度以 为
,

他会永
远在我撒娇耍赖的时候

,

让我趴在他的背上
,

载着我
,

时不时托着我向上颠一颠
,

走那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
回家的路

。

曾经以为啊
,

他会为了我的一隅安宁
,

一辈
子和我们待在那个小镇上

,

等我长大
。

但他没等到
,

他离开了
。

他收拾好了行装
,

要去远方闯荡
,

我去车站送他
。

年轻的
,

捉拔的他站在轨道边朝着我微笑
,

背后一片晴
好的蓝天

,

面 临一个 阴暗的角落
,

一如他向往的大城市
,

与我们所在的小城镇
。

我递上一个橙子
, “

别晕车
”

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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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
: “

等爸爸回来
。

”

又蹲下来
,

为我梳好不整齐的头
发

,

翻好未翻好的衣领
。

身后火车呼啸而至
,

他直起身
来

。

我瞪大眼
,

眼泪大颗大颗滚落
,

却舍不得眨一眨眼
,

生怕错过他一丝不舍的表情
。

在我七岁的夏天
,

火车轰
隆隆地带走了我的英雄

,

我亲眼看他一去三回头
,

却没
有停下脚步

。

夜幕上弦月如钩
,

句不住离人的衣角
。

原 以为他只 不过伸出了枝丫
,

却不想他连根也带走
了一一他在那个我连距离都不甚清楚的城市扎下 了根

。

我忽然恨他
,

他击败了我的英雄
,

移平了我的高山
,

留
给我一个再不会有那个并不宽厚背影的荒原

。

从此
,

我
笔下柔软欢喜的

“

爸爸
”

变成了严肃冷硬的
“

父亲
”

。

我眼睁睁看时光飞逝
,

几乎擦疼我的脸庞
,

不知不

觉我也 已在这个南方城市定居多年
。

那年暑假我提 出想
要回到故乡看看

,

其实我看得出父亲的不情愿
、

不舍得
,

但我还是下 了决定
。

临别时他去车站送我
,

人是物非
,

我看着他
。

仿佛一刹那
,

我就越来越靠近天
,

而他却越
来越贴近地

。

那双曾经盛满了光亮与隆憬的眼睛小 心翼
翼地看着我

。

在他默默思念的 日子里
,

我已经长大
,

在
我默默怨恨的 日子里

,

他 已经老 了
。

多年来
,

我第一次
主动握住他的手

,

张了张嘴
,

却没有说话
。

火车驶至
,

那宽厚温暖一点点滑离我的指尖
,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
微凉的触感

,

散发着清新酸涩的味道
。

“

别晕车
。
”

他说
,

一如多年前那个七岁的女孩
。

于是那酸涩像水一样
,

漫

夜幕上弦月如钩
,

句不住离人的衣角
。

从此
,

我笔下那个严肃冷硬的
“

父亲
”

再也回 不去
柔软如昔的

“

爸爸
”

。

记忆 中
,

那个年轻捉拔的人是我的爸爸
,

那个沦桑
疲惫的人是我的父亲

,

他们仿佛在那片永远只存在于我
的期望 中到达不了的荒原上

,

成了两株相依而长的草
,

一枯一荣
。

(上接 12 4页 ) 传等因素的作用下
,

华阴老腔近年来蜚

声海内外
,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传播路径
,

为在多元文
化背景下民间戏曲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模式

。

(一 ) 加强政府保护与主流宣传
,

维护民族个性
有一组令人痛心 的数字

:

我国共有 38 个非遗项 目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 录
,

是全世界入选项 目最
多的国家 ; 然 而在这 1986 名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

,

已

有 2 50 人去世
, “

人走技失
”
问题严重

。

因而
,

民间戏
曲的传承发展

,

亚待国家
,

尤其是当地政府的扶持帮助
,

以及主流媒体的助力宣传
。

20 巧年 7 月
,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

,

正是
国家具有导向性的重大举措

,

要求
“
坚持扬弃继承

、

转

化创新
,

保护
、

传承与发展并重
,

更好地发挥戏曲艺术
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用

。
”

维护 民族个
性

,

建立文化 自信
,

就是要从弘扬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华
民族的精气神

。

(二 ) 寻求创新
,

彰显戏曲艺术新魅力
艺术都是相通的

,

最本质的动心往往才最具冲击力
,

华阴老腔正是用这份感召触动到观众内心深处
。

通过与
话剧

、

电影
、

音乐等艺术的相融合
,

华阴老腔不仅逐渐
为观众所熟知

,

而且彰显 出了新的艺术价值
。

同样的例
子

,

也表现在白先勇的青春版 《牡丹亭》
。

创作者对较
为冗长的原剧本进行了精编

,

同时融入了现代剧 场的部

分舞台元素
,

使其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节奏
。

这种尊重
传统的创新赢得了 口碑与市场的双赢

。

然而
,

并不是所
有的创新都算成功的

。

创新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

,

如果只是将传统戏曲生硬地嫁接在其他艺术形式中
,

将会失去戏曲本身的魅力
。

在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
,

华阴老腔这种传统艺术经
过重新发掘与创意

,

实现 了与现代艺术的交融与贯通
,

催生 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情感
和人文关怀

,

老腔艺术在默默书写着它 自身的价值
。

正

如江登兴先生所说
,

除了美和心灵
,

还要有人性
、

理性
、

智性
。

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把 目光放平
、

身子放低
,

贴着地
面 行走

,

创造力的源泉就在民间
。

只有做好
“

传播
”

与
“

传
承

” ,

才能让华阴老腔等民间戏曲 更好地
“

发展
, ,

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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