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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作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

遗产，以其悠久的历史、激昂的唱腔、洒脱的表演，在

我国民族音乐大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老腔是陕西最

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也被称为“老腔影子”或“老腔

皮影”，是一种以陕西秦声声腔体系为基础，融关中皮

影、民间音乐、诗歌、技艺、美术为一体的皮影曲艺形

式，具有十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征。保护和发展

华阴老腔，不仅是保护我国优秀民间文化的需要，也是

音乐工作者汲取音乐素养，激发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一、华阴老腔的起源与发展

老腔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影戏，是我国最古老的戏

剧艺术形式之一。我国影戏形成于宋武帝时期，至宋代

已经较为成熟，史学家顾颉刚也认为中国影戏发源于陕

西，并且自秦汉时期就已经初具雏形。

老腔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两种流传较广的说法：一

是老腔旋律古朴悲壮，与随后形成的时腔（碗碗腔）相

比，具有浓厚的古乐遗风，因其曲风古老而被称为老

腔；二是据传老腔自湖北老河口流传而来，因发源地老

河口而被称为老腔。不论以上说法的真实性如何，老腔

已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民间音乐艺术的活化石，是中国各

类影戏的共同鼻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众多的民间艺术形式泯灭

在历史长河之中，华阴老腔能够流传和保存下来，居住

在双泉村的张氏家族功不可没。据当地张氏族人回忆，

明代中期有民间艺人从湖北老河口来到华阴市泉店镇说

唱，本地的张氏大户经常请说唱艺人到家中演出，张家

子弟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逐渐学会并掌握了老腔的旋律

特点和表演形式。在张氏族人的努力下，华阴老腔逐渐

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逐渐形成了以演出华阴老腔为职

业的专业班社，并涌现了张坤儿、张怀英、张小六等著

名的表演艺人，在陕西、山西、河南一带流动演出。

上世纪20年代，老腔终于对外流传，影响也逐渐

扩大。外族的张奉军、王振中等人也逐渐成立了自己的

班社，并成为当地有名的老腔艺人。1950年，老腔班社

受西安东关药材会之邀，演出二十多天，在西安影响很

大。1956年，华阴老腔在陕西省第一届皮影木偶观摩

会上获得了演唱奖和表演奖，曲目《借赵云》获得二等

奖，艺人张泉生获得荣誉奖。到上世纪80年代末，华阴

县仅剩七个班社，从业人员不足百人，华阴老腔逐渐走

到了灭亡的边缘。

近年来，华阴老腔因在荧屏上出色表现，出人意

料的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上世纪末，在电影《活着》

《桃花满天红》等影视作品中，华阴老腔以其独特的艺

术魅力，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2006年，老腔艺人们

在话剧《白鹿原》中的精彩表演，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

应，华阴老腔也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2009

年，华阴老腔参加“女娲杯”全国文艺汇演并获得金

奖。2012年，作为柏林电影节参赛影片的《白鹿原》在

国内公映，华阴老腔曲目《将令》在片中的精彩表现，

在华夏大地再一次引发了“老腔热”，华阴老腔再次成

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二、华阴老腔的艺术特点

（一）生活气息浓郁的原生态演出形式

原生态是华阴老腔最大的艺术特点。“在陕西，最

能体现秦人性格的皮影唱腔，那要数华阴的老腔了。”

很多时候，艺人们与其说在演唱，不如说是将唱词

“吼”出来。华阴老腔因其浓厚的原生态唱腔，也被中

外观众亲切地称为“东方摇滚”。在陕西关中地区流行

的剧种中，华阴老腔在选材、旋律、唱腔、服装、道具

等方面，都更贴近群众生产生活。例如，老腔演出时，

演员们并不刻意化妆，也没有复杂的表演服饰。在演出

动作上，老腔艺人们也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有的坐在

长凳、矮凳上，有的斜靠在柱子、墙壁上，甚至蹲在舞

台上或者席地而坐。女艺人们在舞台上也常常手持纺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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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纺线织布，或者手拿鞋底模仿穿针引线，这种与日

常生活高度统一的演出形式，在我国地方戏曲中是非常

罕见的。生活气息浓厚的原生态风格，恰恰是华阴老腔

的独特魅力所在。

（二）风格独特的伴奏音乐构成

音乐的本源性是华阴老腔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华阴

老腔的主要伴奏乐器有牛皮弦月琴、丝弦板胡、大号、

马号、枣木拍板、手锣、撂锣、马锣、勾锣、板鼓、暴

鼓、堂鼓、大锣、梆子、铃铃等。值得注意的是，老腔

艺人们从不使用唢呐进行伴奏，对打击乐器较为重视和

偏爱。在音乐结构方面，老腔伴奏音乐偏好使用重叠乐

句，戏剧效果浓烈。艺人们拍打枣木拍板，模仿战马嘶

鸣吹响马号，听众仿佛置身于铁马金戈、人喊马嘶的战

场上，顿生苍凉、振奋之感。

（三）与方言结合紧密的板腔体唱腔

华阴老腔的唱腔具有很强的语言性，声腔和唱词紧

密结合，腔由字生，声色圆熟，且腔体彻满，并把说、

念、唱交织在同一唱段中，呈现出声腔艺术发展初期由

声腔向戏曲过渡的明显痕迹。华阴老腔属于板腔体的声

腔结构，具有浓厚的北方板腔体戏剧音乐特点。板腔体

又称板式变化体，是指以某一基本曲调为基础，通过速

度、节拍、力度、旋律等要素的变化，在旋律和曲体上

采取扩充和紧缩的手法，从而逐渐演变出一系列不同的

板式，形成一套具有多种戏剧表现功能的唱腔，这种唱

腔总体上被人们称为板腔体。华阴老腔的基本板式有拉

波、慢板、流水、哭板、滚板、飞板、花站、走场子

等，具有浓郁的关中地方特色。

（四）单一的取材范围

取材的单一性是老腔的一大特色。由于家族传承

的封闭性，华阴老腔的取材更关注历史题材，很少演出

时代性强的新编曲目。华阴老腔善于表现战争场面，长

于叙说古代历史人物的英雄故事，多从《东周列国志》

《封神榜》《三国演义》《说唐演义》等传统民间话

本、评书中寻找灵感。再如，《借赵云》《取西川》

《出五关》等著名曲目，无不反映了华阴老腔的这一特

点。

（五）各司其职、短小精悍的演出团队

演出人员少而精是华阴老腔的另一个特点。由于

老腔源自民间皮影戏，所以舞台的搭建十分简易，演出

人员也不多。老腔戏俗称“五人忙”，演出人员一般仅

有五人，一般由说戏的（也叫前手、叮本）负责主唱，

签手（又称捉签字的、拦门的）操作皮影和帮腔，帮档

（也叫坐档、贴档、择签字的）摆放场景、帮助签手演

出和击打枣木拍板，后槽（也叫打后台）负责演奏辅助

乐器，呐喊助威，胡胡（俗称拉板胡的）进行伴奏和帮

腔，五人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就足以完成复

杂的演出了。

三、华阴老腔的传承

近年来，随着华阴老腔在世界各地的演出和在影

视配乐方面的出色表现，熟悉和喜爱老腔的观众越来越

多，华阴老腔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基本上已经摆脱了

生存危机。但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与发展还存在很大的

不足，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华阴老腔的革新与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艺

人的老龄化趋势明显，演职人员后继无人的情况比较突

出。当前，演职人员年龄过大，已经严重影响了华阴老

腔的演出和传承，当地政府虽然成立了老腔保护机构，

还采用补贴的形式举办过老腔培训班，但是报名的年轻

人寥寥无几，甚至在张氏族人内部，也没有年轻人愿意

学习老腔了。2.传统曲目的发掘和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据不完全统计，仅双泉村张氏族人保存的手抄剧本就有

三百多部，由于年代久远，剧本的保存状态不佳，页脚

破损很严重，里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一些口耳相传的

老腔剧本、唱词也亟待保护性整理。3.在适应时代发展

方面，老腔的创新仍然不足。纵观老腔的发展历程，我

们不难得出结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老腔真正扎根

群众，成为乐坛的常青树。4.市场化水平有待提高。华

阴老腔的市场推广相对于兄弟剧种较为出色，但是，过

度的商业化导致老腔成为一种奢侈艺术，人为地缩小了

华阴老腔的观赏人群，反而不利于老腔的发展。5.华阴

老腔的观众群体逐年萎缩，在“老腔热”的背后，华阴

老腔仍然难逃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好不叫座的怪圈。

笔者认为，华阴老腔的传承与发展，首先要发挥各

级政府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保护和发掘传

统文化遗产，是各地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目前，华阴

老腔已经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张名片，加大对老腔的保护

工作，对于提高华阴市的知名度和提升当地的传统文化

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其次，对老腔剧本的数

字化保存工作也已经迫在眉睫，放任剧本流失将会造成

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再次，应进一步加大华阴老腔的

改革和创新力度。只有对自身的演出形式和唱腔等进行

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华

阴老腔才会赢得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才会拥有更大的

生存空间。笔者相信，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华阴老腔必将

唱响东方，在世界民族音乐之林绽放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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