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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议府谷二人台唱腔的艺术特色
□张宝婧（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艺术系  710068）

摘  要：府谷二人台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戏曲剧种，也是府谷地方文化的象征，本文主要从二人台唱腔的

表现内容与形式、唱腔的语言特色、唱腔的演唱方法这三个方面论述府谷二人台唱腔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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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鸡鸣三省之地的府谷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北
部，紧邻内蒙古和山西省，是陕北二人台的主要流行地
域。近年来随着我国文艺政策的逐步倾斜，府谷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们观念的不断转变，府谷二人台也迎来它
新的发展前景。它不再是老艺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而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更是府谷地方文化的象征。
作为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它是蒙汉民族多元文化综合的
活化石，是集陕北民歌、曲艺、歌舞表演为一体的一门
具有地方特色的综合艺术。 

一、二人台唱腔的表现内容与形式

府谷二人台唱腔主要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譬如反映
农村男女爱情的有《五哥放羊》、《打樱桃》等；有反
映社会黑暗苦难生活的如《走西口》、《转山头》、《王
成卖碗》等；也有反映民俗风情的如《打秋千》、《闹元宵》
等；有反映历史传说的如《珍珠倒捲帘》等；另外还有
描写花名的如《十对花》、《五月散花》等百十余个剧目。

府谷二人台的表演形式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清唱
（俗称坐腔），一般不化妆。一种是跑场（变称滚边），
一般由男女对唱并加念白及表演。第三种是小戏，多有
故事情节、人物一般超过两人，分场、分幕。

府谷二人台从内容、体裁上可分两类。一类是民谣
体，保留原始的民歌形式。一类的叙事体，如《调兵》、
《转山头》、《水刮西包头》等。

二、二人台唱腔的语言特色

由于府谷二人台是起源于民间的一种草根艺术，深
受府谷人民喜爱。二人台音乐的唱词中具有鲜明的口语
方言特点。

1. 歌词口语化。口语化是二人台唱词的一个突出
的特色。

《走西口》：太春去探亲 , 玉莲挂在心 , 眼看前半
晌（上午）不见回家中。

《卖碗》：这一家掌柜的更是炉坑里烧山药，坏疙疸
（ 比喻心眼坏透的人） 。

《探病》: 人家害娃娃（怀孕） 是爱吃那酸毛杏、
酸葡萄 , 干妈是一心 ( 一门心思 ) 想吃个绵甜瓜。

2. 具有府谷方言的句尾语气词。

《走西口》:（1）要不明天再走哇嘛（吧）。（2）
出门揽工受苦 , 还梳甚咧（呢）？

3. 虚字衬词的运用。虚字衬词是为了音节的需要而
加在句子里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字词 , 不限字数。是戏曲
和民歌常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①（杨泽林、张菊 .浅
析二人台的语言特色《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5）二
人台传统唱词中虚字衬词的运用十分丰富 , 如 / 哎咳咳
咳、咿哟嗬咳、乃思一呀咳、哟咳、哎咳哎咳等等。如：
《挂红灯》（男）曾本儿一本一本儿曾本曾本儿（女）
红花儿一花儿红花红儿

4. 叠音词的运用。叠音词主要用来增强语言的形象
性及其传神的表达效果。在二人台的唱词中 , 叠音词的

使用比比皆是 , 构成了二人台语言的一大特色。

《打樱桃》: （ 1）叫一声哥哥不要气 , 我妈妈打你

我央计。 （2）叶子长得绿茵茵 , 樱桃结得红腾腾。（3） 

跳过河来爬上山, 看见樱桃红丹丹。（4）樱桃长得红腾腾, 

闻上一闻香喷喷。哎哟 , 你吃上一颗保险甜盈盈。

三、二人台唱腔的演唱方法

每个地方戏曲剧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唱方法和行腔
习惯。二人台唱腔是在吸收了“爬山调”、“山曲儿”、“晋
剧”、“秦腔”、“民间社火”、“民间秧歌” 等一些
戏曲和民歌成份后，在蒙汉音乐多元文化的基础上生根、

发展起来的，从而形成了它一系列的板式变化。

下面介绍几种府谷二人台常用的演唱方法。
1. 满腔满字唱法。这种唱法多用于女声演唱和速度

较慢的曲调。特点是演唱与旋律出入不大，不增词加句，
不增音减拍。

2. 真假声混合与翻八度唱法。这是二人台沿用山歌
的一种唱法，多用于男声演唱。由于翻高八度与女声形
成同腔同度，色彩效果十分强烈。男声使用的假声一般
都在 a1-f3 之间，最高可达 g3，而且演唱者也要根据自身
的嗓音条件与内容的需要做灵活处理。

3. 花花腔。花花腔是二人台唱腔中比较突出的一种，
即在原有旋律、节拍的基础上，利用增加虚字衬词、音
符、装饰音，巧妙地嵌入乐曲中，从而使曲调变得复杂
华丽，既富有歌唱性，又使音乐形象更 （下接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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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缘力部能加”，所谓“赵州茶”、“曹溪水”、“龟
毛兔角”等都是禅家用语，在这里把禅语融入到戏语中，
给观众一种不一样的语言感受，禅语给中国戏曲的语言
带来一个更为新鲜的形式，不管对人们了解佛禅还是了
解戏曲，都有一定的促进意义。“戏曲语言虽有白、曲
二种，但基本上属于诗体语言”，[3]（P302）诗体语言贵在
简练含蓄，与禅语极为相近，这种“尤贵含蓄”[4]（P47）

的禅语式戏剧语言能带给读者更深层次的审美愉悦。

三、人文关怀的共性内蕴

佛教以普渡众生为旨，要求人们行善，死后由佛祖
引渡到西天极乐世界，摆脱六道轮回之苦，这便为生活
在底层的民众寻求了一种精神寄托，佛教具有最普遍性
的人文关怀。中国戏曲虽源于巫傩但实其脱胎成熟于市
井之中，集其它技艺之长，融汇其精髓，以歌舞演故事，
以内容而言，多以人们耳熟能详地传说故事和现实中人
们津津乐道地才子佳人为题材，其主角多为生活底层的
弱小人物，而且从所存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佛祖引渡的
和关注的多是行院的娼妓、下层的文人和官吏等，中国
戏曲向来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
们在现实中对弱小人物的同情和对美善的向往都在戏曲
中得到最集中的展现，普遍的人文关怀便是佛与戏的共

性所在。
戏曲只有扎根人民群众中才能焕发光彩，这也就为

戏曲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骨干性的根基。只要是衍
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剧种，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应有高雅和低俗之分。衡量这个戏好坏的唯一标准就
是看该剧本身是否内蕴真善美和是否为人们喜闻乐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只有贴近群众，深入群众，
了解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才能真正创作出为老百姓所
喜所爱的剧目，戏曲才会传承好，戏曲的发展道路才会
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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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别致、细腻。譬如：《走西口》一
剧中的唱词 “所生下我一枝花”中的“花”字，在原来
的一个“花”字上又增加了八个“花”字，音域提高了
一个八度，乐谱由八分音符转换为十六分音符、三十二
分音符，并运用几个上下滑音处理，使 “玉莲”形象显
得更加俏皮伶俐、活泼可爱，每个字、音听起来既清晰，
又华丽，像绕口令一样，节奏跳跃，富有轻快弹跳的乐感，
更具艺术表现力。

4. 夹说带唱。夹说带唱即说唱结合。有时似说非说，
似唱非唱，一般在谱面上很难反映出来，多是老艺人口
传心授。夹说带唱亦指在该拖腔的地方不拖腔，而用增
加唱词“说唱”来代替。过去，二人台演员上了年纪的
体力与精力都大不如前，或由于自身音域、嗓音条件有
限，故而在演唱中不拖腔，而适当地加入“说”的部分，

演唱起来就省好多力气，也更加自如，所以夹说带唱也

是一种较为省力的唱法。夹说带唱已经形成二人台独特

的一种唱腔，被广泛运用。
5. 扒圪梁钻山沟。“扒圪梁”与“钻山沟”是二人

台老艺人的一句俗语。艺人们把那些嗓子条件好的二人
台演员，总在高声区满腔满字的演唱称作“扒圪梁”；
对嗓子条件相对较差而采用中低音来演唱称作“钻山
沟”。②（武兆鹏 .P106《二人台音乐概论》，山西人民
出版社，2011.12）这两种唱腔因曲而异，因人而异，各
具特色。扒圪梁令声音高亢激昂、清脆嘹亮；钻山沟令
声音低沉婉转、优美动听。

6. 休止断腔。“休止断腔”就是在原曲谱上没有休

止记号，但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演唱者后
加了休止符，来丰富唱腔。有时运用四分休止，有时为
八分休止，使唱腔灵活多变、有声有色、强弱分明。在悲、
喜剧中均可运用， 

譬如府谷二人台剧团的刘美兰在演唱《走西口》中
就运用的是休止断腔。运用休止断腔与声断气不断的演
唱方法来刻画人物，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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