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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陕西榆林地区二人台的调查研究

二人台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艺术。距今

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主要盛行在山西省北部与内蒙西部、

陕西北部，而后东流至山西雁北到河北张家口，西抵宁夏、

甘肃甚至更远的地方。

关于陕北榆林等地的二人台的形成，史书记载：起源于

山西河曲县，早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

一带。人们在蒙汉民歌的基础上，为了丰富民间艺术，在这

种特有的乐曲形式中加上了汉族舞蹈，并创造出了一丑一旦

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最早人们将其取名为“蒙古曲”。到

了光绪年间，这种艺术形式流传到了陕北一代，由于陕北当地

特有的艺术种类繁多，则人们在曲艺中结合当地艺术形式诸如

加入了秧歌中“踢股子”等舞蹈动作，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

具有地区特色的民间艺术。

陕西榆林地区二人台丰富和发展了二人台的表现形式。对

于二人台这门艺术类别来说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是需要保护

和发展的。

一、榆林地区二人台的产生背景探究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是中国内地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农

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明末清初，山东、陕北、冀北及晋

西北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到天灾，庄稼颗粒无收，再加上当时

的政局不稳，连年战乱的折磨，因为生存，很多老百姓离开了

自己的家乡，外出逃荒，当时多数的人逃到现今内蒙古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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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走西口”。“走西口”是指清代以来

晋陕北部的民众越过长城，前往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经商的

移民活动。在清代从山东、山西、陕西、携家眷到“口外”垦

荒的汉族老百姓多达几十万人，是我国历史上几次比较有名的

大规模移民活动之一，“走西口”的汉族农民可以大体分为三

部分，其中一口就是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

地。在口里，汉族农民自立门户，以耕地谋生。当时的很多人

都留在口里，成家立业，建立自己的村落，并且长期的居住在

此，形成了民族融合，杂居的形式，丰富了之后二人台艺术

的内容与发展。

榆林有四省、区交界的独特地理环境, 多民族聚居的人

口特点, 以及商贸活动等等, 促进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化艺术

得到传播与交流, 使榆林成为黄土文化和沙漠草原文化, 以

及秦川文化的交汇区, 此外尚有中原文化、南方文化的传入,

因此，在民间艺术最丰富，交流最频繁的地方就是人口最集

中，最繁华的地区。很多艺人们集中到此地，为二人台的产

生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榆林二人台的形成和它的生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过去

陕北地区的地理环境恶劣、交通落后，导致当地人民生活非

常的艰苦。一年的辛勤劳动，收成却很不好，经常有食不果

腹的情况。当时有很多农民，为了谋生外出乞讨。就在这样

单一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农民们就会寻找一种抒发

内心感情的方式，二人台就是农民的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方

式。二人台主要以生活在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和悲

惨民运为题材，所以，二人台唱词文曲调中充满着当地人民

的艰辛与困苦因素，描绘了当地人民的悲惨生活。

其次，榆林地区位于陕西的最北部, 地处沙漠与黄土高

原的过渡带, 又有多民族聚居的人口特点。劳动人民的生产

方式, 长城以北有广阔的草场和悠久的畜牧业历史, 因此以畜

牧业为主, 长城以南则以农耕为主。再者榆林地区基本属于温

带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全区地貌大体以长城为界, 北部为风

沙区, 南部丘陵沟壑区, 黄土丘陵沟壑和沙漠, 是榆林地区地

貌的突出特点。艺术源自生活，二人台的产生也恰恰是人们平

日劳作的一种写照，正是因为这些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基

础，才奠定了陕北榆林地区二人台这种民间艺术形式。

二、榆林地区二人台的表演形式探究

榆林的二人台像大多数二人台一样大多采用一丑一旦二

人演唱的形式，并具有浓郁的山野风味和黄土气息，其故事

单纯、情节集中、语言丰富、幽默风趣、舞蹈跳跃，剧情短

小活泼、节奏紧凑、朴实健美等艺术特点。在榆林，二人台

流行于神木、府谷及秦、晋、内蒙三角地区，以神木、府谷

方言为唱，二人或三、五人坐唱，丝竹乐伴奏来讲唱故事的

陕北地方曲种。所以长期以来也受到了内蒙古二人台和山西

二人台的影响。它是我国艺苑里的一朵花，曾被郭沫若先生

誉为“万花丛中一点红”。

1、榆林地区二人台的艺术特点

榆林地区二人台、很好的融入陕北人的性格因素，陕北

榆林人自古就有着热情豪放、憨厚淳朴、诚朴素真、粗犷强

悍的性格特点，从而使得榆林二人台旋律具有跌宕起伏，曲

调悠扬高亢，委婉多姿，音域宽广，心直意显的艺术风格，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的生活背景，极大的影

响到当地的艺术形式。

陕北的民歌多种多样，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民歌做铺垫，

再与多种乐器融为一体，陕北榆林二人台逐渐形成了陕北民

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榆林二人台是陕北民歌

向戏曲发展的一种演唱形式，最早以清唱（打坐腔）为主，

以后逐步发展有人物、有故事情节、载歌载舞、并加进去了

串话（曲艺段子），慢慢形成了一种中小型的地方剧种——

二人台戏剧，并配以笛子、杨琴、四胡、“四块瓦”等伴奏

乐器。服装、化妆仿效晋剧偏多，道具有手绢、扇子、霸王

鞭等。榆林二人台在音乐结构上，还保留了着陕北民歌的原

汁原味，运用独唱、对唱等形式来演唱，如：《五歌放羊》、

《挂红灯》等歌曲，它们本身就是陕北民歌，被二人台吸收

后，融进了二人台的地方语言和演唱风格，具有一定的发展

变化，但仍可作民歌来单独演唱。所以，榆林二人台是含有

民歌、山曲、歌舞表演、曲艺、戏曲等形式的一种综合演唱

艺术。

内容源于现实，榆林二人台的内容往往根据当地发生的

事件或者是其产生的一种思想，也有一部分是在陕北民歌的

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从蒙古地带移植而

来，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通俗性。

榆林二人台的语言多以神木、府谷方言为唱、白基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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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调中有大量口语化词汇的应用，纯朴自然，同时采用了衬

字虚词和叠音词，以及谚语、歇后语，及对当地农民流行的

一些生动且风趣的串话大量吸收和运用，语言通俗易懂，使

得二人台在说唱上更加朗朗上口。

2、榆林地区二人台的表现形式

榆林二人台的唱调是陕北民族中最富特色的典型音调，

这种音乐表达方式，使二人台的气质更具有粗犷、高大、热

情、激烈而不缺少优美的抒情方式。

榆林二人台的唱腔比较丰富，大升大降，并灵活广泛运

用了一些装饰音，使用虚词、虚字和衬字，使行腔完美并富

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其唱腔基本上是专曲专剧，一曲一调，

根据剧情变化而变化。

榆林二人台多以时间顺序作为基本框架，通过人或物来

叙述内容，唱词多以方言为主。句式大部分分为五字至十几

个字，唱段可分为两句至多句为一整版，一曲一剧、专曲专

用。如：“黑个靛靛的头发”、“白个凌凌的牙”、“毛眼眼”、

“泪个蛋蛋”、“拉手手，亲口口”这些叠词，而且可以根据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景进行即兴填词。

榆林二人台的音乐采用了陕北民歌的结构，其中有部分

的乐曲就是吸收了陕北的小调。二人台基本是民歌基础上的

器乐化, 此外还借鉴了古牌曲、民间吹奏乐等，使其越来越

丰富，音乐具有优美、明朗、秀丽、清新等特点。

榆林二人台的表演形式，它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在

经过千锤百炼后，逐渐出现了二人台对唱、独舞、双人舞及

有行当有故事情节的二人台小戏、大型古装戏和现代戏，榆

林二人台主乐器有“三大件”—枝枚（笛子）、四胡、洋琴，

之后又在“三大件”之外陆续增加了二胡、中胡、笙、阮、

大提琴、琵琶等管弦乐器等，音乐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彩。

榆林二人台的道具简单，在表演上有着北方憨直奔放的品味，

深受当地人民喜爱。

三、榆林地区二人台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大约在明末清初, 有许多闹红火的人们, 每逢农闲和春

节期间, 经常会聚集在一起, 在屋内、院落、村头、广场等

地进行地摊演唱。演唱者一般不化妆也不表演, 不需要舞台,

所唱多是表述历史故事或反映现实生活之类的内容, 这种娱

乐活动当时被人称为“打坐腔”, 或是一些“秧歌曲”、“高跷

调”，这就是“二人台”的雏形。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由

于历史的原因而引起的迁移，其中陕北的榆林、横山、府谷，

神木、靖边、定边六县出长城而去，步行路程向上而靠西，

而移民们则从内地到口外很自然地就把内地的秦腔、晋剧、

道情、歌舞、秧歌、社火、打座腔等艺术带到坝上。在原有

的道情、秧歌曲、高跷调、打座腔的基础上，经民间艺术家

加工整理，结合秦腔、晋剧、民间歌舞曲调、舞蹈动作和场

面，创造了一种以化妆表演为主的较为完整的艺术形式。据

府谷县民间艺人们讲，二人台大概在清同治年间已在府谷一

带流行，当时，此地已经出现了甄观灯、丁怀义等名艺人。

二人台正是因为依赖于这些民间艺人和艺人班，才会世世代

代继承发展下来的。至清光绪年间，神木、府谷等地已有二

人（一丑一旦）身着彩装，手执霸王鞭、扇子或彩绸等道具

边舞边唱的表演形式。表演时两人既可载歌载舞，又可亦说

亦唱的表述故事。当故事情节中人物较多时，则由丑角分别

模仿其他角色，俗称“模帽戏”或“带鞭戏”（意为丑角抹

去毡帽，临时改扮）。

榆林二人台作为一个民间小剧种，它的发展很缓慢，二

人台是一个既有民歌清唱、二人对唱、走唱、歌舞，又有小

戏和坐唱曲艺等多种表演形式并存的艺术品种。经过艺人们

不断的发挥创造，在文化交流、以及日常生活，使二人台得

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自上个世纪中旬开始，党和政府对二人台艺术就已经非

常重视，党的新文艺政策推动了二人台艺术的繁荣。从此二

人台表演出现了许多优美而定型的舞蹈动作，打破了原来单

纯走圆场，绕八字的舞台规范。建国后，广大劳动人民获得

了政治上的解放，二人台也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 有了

明显的发展，榆林二人台更是得到了发展，榆林也建立起了

二人台专业演出团体和培养二人台演员艺术学校。

榆林二人台的生命力并不是今人强行灌输给它的，而是

它本身的一种自然原生状态，它们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经

过数百年、上千年的发展而生生不息。在保留其鲜明艺术特

色的基础上，只有不断地对二人台的表演形式进行改革与创

新，努力适应迅速多变的生活和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样才能

赢得时代的生存与发展权，跟上时代前进的新步伐。同时保

护挖掘民间艺术，同样需要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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