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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府谷二人台的历史演变与传承

张宝婧

摘要：在多元文化格局的时代中，府谷二人台作为一种地

方小戏，近几年成为活跃在黄土高原上的一支艺术奇葩，它所

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带来的影响力，被国内外艺术界与

观众认可，但如何继承和发展才能将这一璀璨的地方艺术发

扬光大已经成为我们艺术工作者值得重视研究的课题。本文

主要分析总结府谷二人台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探讨

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下府谷二人台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关键词：府谷二人台历史根源发展传承非物质

陕北二人台属我国西路二人台，主要流行区域就在陕西

的神木、府谷一带，而府谷二人台作为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一

支艺术奇葩，2007年被陕西省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

见政府对它的艺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认定。文章经作者深赴

陕北榆林地区的实地调研，在其整理详实资料的基础上，主要

分析府谷二人台的历史演变过程，探讨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态

环境下府谷二人台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一、府谷二人台形成初期是一种民问演艺剧种

位于陕西北部的府谷县，紧邻山西、内蒙古两省，号称鸡

鸣三省之地，又是我国北方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下的聚集地，也

是我国历史上走西口的必经之路，这种特殊的地缘文化成就

了二人台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生存环境。府谷二人台产生历史

久远，但追朔其具体产生年代，至今未见史籍。从实际考察结

果来看，判断它的起源最早大约可以追朔至清代同治(1862

年)年间，据府谷二人台前辈丁喜才‘咤先生生前留下的口述
资料中说：“当时已经有了二人台这种演唱形式，但当时没有

二人台这种叫法。”当时将其称之为“唱曲”，“唱曲”即为府谷

地迄今流传的山曲，它的唱词与陕北信天游式的民歌相类似，

一般上下两句为一节。当时的“唱曲”主要是人们在劳动中用

唱小曲来解闷解乏的，到了农闲季节那些爱唱、好吹拉的人们

三五成群地围坐一起自娱自乐，伴奏乐器也极其简单，有什么

乐器就奏什么乐器，后来主要固定为枚②、四胡、扬琴等三大

件。当时人们就把这种娱乐形式称之为“打坐腔”。至今在府谷

一些乡村仍然还有这种形式。

打坐腔的形式在长期的演唱活动中，因其发展的需要，到

清末民国初年，在府谷麻镇、黄甫一带，将其改称为二人班子，

演唱中增加了叙事和说白，府谷县城周围称作秧歌班子，或称

打玩艺儿、唱玩艺儿。该时期二人台演唱形式已由一人清唱的

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两人对唱、多人表演唱的形式。当时府谷

比较有名的民间艺人团体有麻镇乡麻地沟的丁三成、丁四成

弟兄与其子女丁喜才等一家五六口人组成的玩艺班子。

二、建国后二人台逐渐转变为一种地方戏曲剧种

直至新中国成立，1953年由丁喜才代表西北地区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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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才把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正式

命名为二人台。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府谷二人台发展的

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府谷二人台演唱形式已由一人演唱、

两人表演唱，发展为多人表演、小戏、大戏。1948年府谷成立

了第一个“风搅雪”哆业余宣传队，由丁喜才负责业务指导；

1959年府谷县组建了第一个二人台演出团，并由府谷县文化

馆牵头。随着专业二人台剧团的成立，二人台已逐渐从生存在

民间草根阶层的民间演艺形式转变为官方认可的“地方戏曲”

剧种。《辞海．艺术分册》中明确指出它是一个戏曲剧种。“二人

台是一种地方戏曲，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李野1982：27)但

“十年文革”使二人台一度曾陷入停顿状态，20世纪80年代

后，二人台又开始进入它的辉煌发展时期。而它作为一个戏曲

剧种，与四大声腔剧种不同的是，它是与民歌、民间歌舞等民

间艺术形式不断融合的品种，因为它来自民间，老百姓非常喜

欢，有着丰厚鲜活的生活气息和灵活的艺术表现形式。该时期

府谷二人台的创作成就与特征归结为以下几点：

1．二人台研究以地方专家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主要表现

为对二人台音乐和剧本的搜集与整理方面。

1955年由陈维业等人整理印刷的《陕北二人台》上、中、

下三集问世。收录二人台牌子曲46首，传统剧目51首，民歌

33首。

1972年榆林地区李世斌等人编辑整理出版了《二人台音

乐》一书。收录二人台唱腔曲调300首，牌子曲103首。

1979—1980年期问由韩瑛负责选编油印本(--人台传统

剧目选》三辑，收录了12首二人台传统剧目，6首牌子曲。

1985年12月府谷县文化馆编撰《府谷二人台志》，由贾

登云，韩瑛执笔写出初稿。

1990年5月府谷文化馆对流行与本县的传统二人台剧

目和唱腔进行挖掘、搜集、整理成书，名为《府谷二人台集成》。

2．逐渐形成民间戏班与专业剧团双轨发展阶段，形成以

舞台为主要表演场合的地方小戏文化生态。

3．在保留富有府谷地域特色的传统剧目基础上，大胆进

行样板戏的改编与新戏的创作。

其中最具府谷地域特色的传统剧目有《打樱桃》、《打金

钱》、《十对花》、《送四门》、《懒大嫂》、《恩惠子垮嫂嫂》、《十里

墩》、《连成拜年》、《打酸枣》、《五月散花》等。

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被改编的样板戏有《智取威虎

山》、《红灯记》、《沙家滨》等；另外创作和排演了《三世仇》、《青

松崖》、《二姐妹游新民》、《二仙女夸公社》、《喜事新风》、《山村

小家》、《夕阳情》、《秋月曲》、《天是个啥、地是个啥》、《盼儿

媳》、《山乡来客》、《山乡情》、《四老汉夸公社》等一百多部二人

台现代大、小戏剧目。尤其是推出的大型二人台歌舞剧《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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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啥、地是个啥》于1996年获陕西省“月季花”地方戏调演15

项大奖，几乎轰动了整个三秦大地，是二人台发展史上一个辉

煌的里程碑。

到20世纪90年代末二人台已逐步向专业化道路迈进，

该时期的二人台已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需求，更是陕北地方

文化的象征。

三，新时期府谷二人台发展新态势

二人台饱经风霜，历经百年，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一派前

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着可持续发展的广

阔前景。该时期府谷二人台的发展有了质的转变。不仅走出了

陕西，还走向全国，走向国际。荣誉和掌声，便是府谷二人台改

革成功的最好见证。

2004年2月，府谷刘美兰演唱的二人台《走西口》获秦晋

两省伞头民歌大赛特等奖。同年，获中央电视台西部民歌大赛

原生态对唱金奖。柴根获原生态独唱铜奖和舞台风采奖，温永

开获原生态独唱优秀奖。

2004年4月由府谷文化馆二人台演出团代表陕西电视

台，参加了晋、萨蒙、冀四省举办的二人台电视大赛，演员分

别荣获一、二等奖以及优秀表演奖。同年，在“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会“榆林信天游音乐会”上，陕北歌王王向荣、温永开和刘

美兰等人的演唱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与赞誉。

2006年6月，府谷文化馆二人台演出团代表榆林市参加

由中央电视台和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千年等一回”黄土

地原生态艺术绝响品鉴会》，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被

誉为“天籁之音“。

同年9月“府谷二人台”为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2009年，府谷作为陕北二人台的主要起源地，成立了“二

人台”艺术团，2011年5月该团还远赴东欧、匈牙利、奥地利

等国家进行交流演出，受到很高的反响。

四、府谷二人台在当今社会生态环境下的传承

府谷二人台作为一种地方小戏剧种，能得到广大观众和

国外观众的认可，它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显而易见的，但

如何继承这一地方剧种，如何使其可持续性发展，是我们广大

艺术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府谷目前

对于二人台的传承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从2007年府谷二

人台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到淡文珍、刘美兰等人

被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我认为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以下是我在调研过程中针对府谷二人台发展现状谈两点对传

承的思考，以期与各位前辈同行们一同探究。

一是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大对培养二人台新人的投入。据

调查，府谷的民间二人台艺人很多，但专业学习二人台的人员

很少，府谷文化馆二人台演出团也不过二十多人，而榆林地区

目前还没有一所专门培养二人台艺人的学校，面对这种现状

我们唯有对老艺人和有意于学习二人台艺术的新人进行适当

的经济补偿与奖励，不定期地开展各种专业比赛，以激励新生

代二人台艺人。

二是要加大主流意识的宣传，不断创新二人台剧目和形

式。二人台二人台进入了新时期，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二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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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对的不再是与传统艺术歌舞等艺术形式的竞争，而是面

对诸如与话剧、歌剧、音乐剧、电影、电视等新的艺术品种的竞

争。---A台须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那就需要二人台应表

现现代生活，题材内容范围可以扩大化，不能局限在农村题

材，不断创新审美意识和审美风格。

注释：

①丁喜才：(1920—1994)，府谷县麻镇人，著名二人台艺术

家，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三十年。清末

二人台艺人丁怀义之孙，丁四成之子。1953年代表西北五省

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此后四次应邀在西安艺

术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前身)任教。后应聘到上海音乐学院任

教。1954年灌制他演唱的府谷二人台《尼姑思凡》唱片。在演

唱和教学实践中，他大胆地把陕北二人台和绥蒙二人台进行

融会和嫁接，为继承和发展陕北二人台音乐做出了杰出贡献。

由他改编的《五哥放羊》、《走西口》等陕北民歌，经其学生鞠秀

芳演唱风行全国，并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奖。

②枚，又称作梅，一种吹奏乐器，是二人台乐队中的主奏

乐器，也称“二人台笛子”，它属于曲笛类，但它不同于普通的

笛子，枚的声音不透亮。枚筒比一般笛子较粗。

③风搅雪，是二人台的一种表演形式，即用蒙语和汉语表

演一个节日，有用蒙古族民歌的曲调填上汉语唱词，即蒙曲

汉唱，也有汉齿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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