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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人台，是民歌向戏曲发展且已具有戏曲雏型的一种演唱形式。它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形式多样，尤以音乐优美动听见长。长期以来，一直流行在陕北、晋西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

的广大农村，并逐渐流向城市。在千人唱、万人传的演唱实践过程中，经过群众性的加工创

造，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提高。二人台音乐，是群众集体创作的结晶，

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华。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它是

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是，解放前由于统治阶级对群众文艺的歧视和非难，二人台长期不能搬上文艺舞台与

广大人民群众见面。艺人们只能在农闲季节，结成小型演唱班子，演唱一些比较简单的民间

小调歌曲(俗称“打坐腔”、“打玩意儿”)用以自乐和消愁;或作为一种乞食工具，随卖唱艺

人走街串巷、流落四方。因此二人台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解放后，人民迎来了文化艺术

的春天，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如雨后春

笋，蓬勃兴起。二人台这朵艳丽的鲜花，以崭新的姿态开放在我国的百花园中，活跃在人民

的舞台上。有些地区，主管部门和专业剧团已经把它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地方剧种

正在精心培育。建国初，广大二人台爱好者和专业文艺干部，对二人台进行了大量收集整理

和研究改革工作，并取得了定的成绩，加速了二人台的发展;近两三年以来，在党的正确领

导下，又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蓬勃跃进的大好局面。根据一九七九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发

出的抢救民间音乐遗产的通知，在各级文化领导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把多年来收集的

二人台音乐资料整理出版，以供广大二人台音乐爱好者演唱和专业音乐工作者研究参考。

本书所收录的资料来于四个方面:一部分是李世斌和杨光进同志在陕北、晋西北、内蒙

古西部地区采录的;一部分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榆林地区民间音乐舞蹈改革座谈会”上记录

的;一部分是从一些同志过去搜集的或已出版的有关资料中选录的;一部分是多年来零散记录

和传抄的。共收录唱腔 300 首，牌曲 103 首，并将二人台传统剧《走西口》剧本附录于后，

以供参考。

二人台大都是一曲多段词。有些唱词，现代人看来似乎意义不大，但若仔细推敲，对于

研究过去艺人的艺术表现手法，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劳动、生活状况，都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所以在整编过程中，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除对个别唱词作了适当的

选择和调整而外，尽可能保持唱词的原貌和完整。对于曲调、也尽可能把各地、各名老艺人

不同风格的同一曲目收编在一起，并附上原来的民歌。这样作，虽然显得有些雷同和重复，

但从中可以看出许多细节的变化和音乐在流传中的发展情况。研究这些变化，对于继承我国

民间音乐遗产，繁荣我国现代民族文化艺术，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新音乐，都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由于个人水平和了解程度有限，整编中一定有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之弊，特别是有

关文字论述部分，更是个人一些粗浅之见;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期望专家们和广大二人台

爱好者批评指正。

在整编过程中，榆林地区文化馆和文工团给予大力支持，辑成之后，又得到陕西省群众

艺术馆和陕西省民族音乐征集编辑办公室的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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