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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阴老腔与西方摇滚之对比

在2015年的一档歌曲综艺节目中，歌手谭维维与陕西华阴

老腔艺人跨界倾情合作了一首《给你一点颜色》；除夕夜谭维维

再次携手华阴老腔艺人亮相2016猴年春晚，演唱歌曲《华阴老

腔一声喊》。这两场东西方“摇滚乐”碰撞的视听盛宴，不仅震

撼了荧屏内外的人们，也让华阴老腔这一古老而豪放的戏曲剧

种作为中国古老摇滚乐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华阴老腔的起

源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是陕西省华阴县泉店村张家户族的家

族戏，现在华阴老腔已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老腔是一种板腔体戏曲剧种，即皮影戏的一种。但这也是

有区别的，如果唱戏的人在幕布之后便是皮影戏，唱戏的人若

在幕前吼唱则是老腔。皮影戏在陕西一带并不少见，但是双泉

村的戏班子却会一种在其他皮影戏班子不曾出现的，叫做老腔

的独特唱法。据说老腔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它起源于军队，张

良征战为鼓舞士气即用老腔高声歌唱。当苍劲的老腔响起，陕

人的刚强性格、雄强心态，战场上的长枪大戟、刀光剑影跃然

而出。关于老腔的由来还有另一个说法——华阴当时是一个京

师粮仓，通过漕运把粮食源源不断送到咸阳，带头船工为了统

一大家的动作，一边喊着船工号子，一边用木块敲击船帮，由

此便形成了老腔。

与古老传统的华阴老腔不同，摇滚乐是现当代流行音乐的

一种形式，它起源于20世纪 40年代末期的美国，其基本构成

为：一个或多个吉他，一个贝斯，经常加一个钢琴或其他键盘和

爵士鼓。现在大多数乐器都是电声乐器，键盘和鼓经常用电子

合成器完成。摇滚音乐的特点一是节奏，它是摇滚中最基本的

元素。虽然摇滚风格流派多样，但每个流派都尤其重视节奏。节

奏由鼓和贝斯加以强调，由节奏吉他和键盘作辅助。这些节奏

乐器在低声部重复一些简单的旋律，或是对旋律动机做出一种

特别的反映，有时甚至还有更为复杂的变化。二是旋律与和声。

摇滚乐根植于布鲁斯和乡村音乐，它的曲调非常适合未受训练

的嗓音。在音程上，摇滚乐体现了布鲁斯音阶和乡村音乐音阶

的结合，歌曲常以一个和弦为主，其他和弦的出现极其有限。三

是曲式。摇滚音乐的主要形式是歌曲，歌曲的曲式基本延续了

欧洲民歌、乡村音乐、布鲁斯和顶板巷歌曲的传统。一般在间

歇部分由伴唱组或独奏乐器等做出反应，并有重复性的副歌[1]。

二、西方摇滚即是华阴老腔的创意来源

将古老高亢的华阴老腔与新潮金属感的摇滚乐相结合，为

华阴老腔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在这次华阴老腔的颠覆演出之前，

它就已经在其他现代艺术形式中出现过，但是都没有引起强烈

的反应与炙热的讨论。原因在于华阴老腔的独特性与民族性以

及创新性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其只是作为一个创意元素被融

入在作品中。这次华阴老腔的崛起，自然离不开创作者的创新，

但华阴老腔的整体特点是承载作者创意的主体。在《中国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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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目中，歌手谭维维创作了一首《给你一点颜色》，节目的编

排除了有来自黄土农村的华阴老腔乐队以外，还有低音贝斯、

架子鼓、键盘齐全的现代摇滚乐队。华阴老腔是由劳动号子演

变而来，其高亢激昂的说唱特点也一直延续并贯穿在整个华阴

老腔的表演氛围与历史进程中。但号子本身的音乐特性以及中

国的传统乐器或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伴奏乐器都处在高音的单

调风格里，而现代摇滚乐中常见的低音贝斯与架子鼓低沉厚重

的音效，正是弥补华阴老腔这个不足的最好创意之举。在2016

年春晚的再次合作中，虽然形式和《给你一点颜色》有所类似，

仍是将华阴老腔与年轻人熟悉和喜欢的现代摇滚的大胆融合，

但在内容上却挖掘更深，歌词尽量以老腔古文为主，使得节目

更具传承性与民族性。

对于华阴老腔的颠覆性创新，笔者认为创作者歌手谭维维

说的一番话正是对这次创新的精确定位：“这来源于一个念头。

我希望寻找一些充满摇滚气息的、中国民间的、更久远的音乐

元素。”在目前中国音乐种类样式已如此丰富多彩的情况下，仍

然有许多音乐人和音乐爱好者还是在不断向西方学习，模仿其

经验风格，尤其是摇滚乐一直受到西方摇滚热浪的汹涌侵袭。

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谭维维极其渴望中西方音乐之间可以

碰撞出火花。初识谭维维时，她还是从超女走出的亚军选手；对

她重新定义时，她已成为《我是歌手》中拥有十足爆发力嗓音

和鲜明个性的百变女王，她对流行与民族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

诠释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实这也是谭维维一直以来想做并且

坚持在做的事情，即将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创新结合。曾经的

尝试——“嫁接”音乐类型并没有让她突破桎梏，直到她遇到

了华阴老腔并且震撼了整个华语音乐圈，这时的她才真正地从

民族民间音乐中提炼到了她认为音乐本该阐释的语言。“其实是

有点疯狂的，我把女性柔软的部分放在音乐里，跟很直接的、很

有力量的摇滚形成冲突，硬碰硬，要么就是一方死，要么就是

两败俱伤；但是，如果不是硬碰硬产生碰撞的话，哪有剧烈、强

大的能量和火花？！”[2]

三、创新之举的意义

在许多艺术形式中都出现了华阴老腔的惊艳片段——林兆

华导演的《白鹿原》融入了华阴老腔的表演；华阴老腔团员中

人称“白毛”的王振中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中老腔的

配唱者。老腔的主要价值体现在戏剧历史发展的根源性、传承

渠道范围的封闭性、戏剧种类的独特性、取材风格的张扬性、语

言风格的原声性上。它的主旋律相对于原生态的劳动号子来说

更具有音乐表现力，能赋予真实生活以艺术的创作属性。它取

材于古代战争，唱腔亢奋激进，阳刚之气尽显，因此具有更独

特的审美价值和民族精神价值。

老腔皮影作为当地人的一种谋生方式，一贯以家族传承的

方式在整个家族内部延续，而能获得传承资格的唯一理由便是

传承对象是家族至亲；且一旦入班，不可以再搭其他班社，戏

剧演绎所需剧本也不可外传。这些规则戒律都让华阴老腔的传

承范围与传承对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至今，它也仅仅保

留在华阴境内。这种境况正是我们对华阴老腔进行创新的最大

理由。谭维维的创新，不仅让其得到了大众的关注，也赢得了

更多人的喜爱。这对于华阴老腔的传播甚至传承工作都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化遗产之丰富无需赘述，作为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尤其重要，是华

人文化的自尊与核心。而这创新之举不只使华阴老腔受益，还

让更多默默无闻或者传播困难的文化遗产受到启发。

四、结语

土地与人的关系是我们祖先艺术创作的源泉，而劳动是两

者之间最直接的联系纽带。劳动也不只是生活中的一种负担，

它也能够让人的身心得到充实，这恰恰让艺术的形成成为了可

能。虽然经过不断的发展，有一些劳动脱离了劳动场景，但却与

劳动人民息息相关，比如华阴老腔。摇滚之美，不仅体现在感性

的情绪与态度上，并且在理性的思考与觉醒、在“采菊东篱下”

的悠远意境上也充满了迷人的魅力。无论是中国古老的华阴老

腔，还是西方风靡全球的狂热摇滚乐，只有坚持自己的艺术风

格，取长补短，通过有创意的传承才能获得更长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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