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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秧歌里的村落生活
——以 陕西佳县木 头峪 、 荷叶坪 为个案

（ 上海音乐学院 ， 上海 ， ２ ０ ０ １ ３ １ ）

摘 要陕北秧歌是村落群体参 与 的 民俗活动
，
它 同 时具有 自 由娱乐 与 严 肃祭祀 等双重特

点
，
在村落 的 节 日 生活 中起着 重要作 用 。 以 佳县木 头峪 、 荷叶坪两 个村庄作 为 田 野

考察地
，
从秧歌的 声 音 表现中 ， 逆 向考察其沉淀 出 的农耕文化传统 。

关键词陕北
；
秧歌

； 村落 ； 黄河沿岸

曲 的分析与比较 》
Ｍ

、 《北方各地秧歌调 同源关系辨识》

—

、 前人研究
⑴
等 ， 对陕北 、

河北 、 辽宁 、 胶州等四个地区的秧歌舞 曲

进行对照分析 ， 论证北方秧歌同源的观点 。 值得特别关注

秧歌是陕北重要的 民俗活动 ， 历史久远 ， 至今不衰 ；的是 ， 李宝杰先生 的文章 《 陕西民俗音乐 区域文化的 比较

带有强烈的仪式性特征 ， 在村落的节 日生活中起着重要作 与分析——以闹秧歌 、 闹社火为例 》
［ ８１

以民俗为 切入 点 ，

用 。 近几十年来 ， 陕北秧歌引 起学术界 的普遍关注 ， 各领 比较 了 陕北 、 关中 、 陕南三个区域内 的社火活动 ， 并结合

域都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宄成果 。 大致说来 ， 民俗 历史地理语境 ， 分析差异成因 。

学者主要从历史 、 地理 、 民俗 、 信仰等角度关注 陕北秧歌春节 期间 ， 秧歌是陕北村 落中 最重大 的全 民聚集活

的历史传承 、 民俗仪式等特点 ， 挖掘陕北秧歌的节 日特 动 ， 人声 、 器声 、 鞭炮声共同织就出传统村落的 红火 、 热

征 ， 如 《秦晋伞头秧歌概说 》

［ １ ］

、 《 陕北秧歌来 自 陕北的 闹的声音景观 ， 构建陕北村落节 日生活。 但从现有 的成果

狂欢 》

［ ２］

、 《 仪式 、 歌 舞 与文 化展演
一一

陕北 、 晋 北的 看来 ， 多数学者都是从文字记录和研究 资料中获取信息 ，

“

伞头秧歌
”

研宄 》
［
３

１

等 ； 文艺学者则较为关注陕北秧歌 以村落的视角 对陕北秧歌进行 田 野考察者较少 ， 有鉴于

与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 、 意识形态的关系 问题 ， 主要是通 此 ， 本文尝试以佳县木头峪 、 荷叶坪两个村庄作为重点调

过对陕北秧歌的研宄来反思延安时代的文艺思潮 ， 如 《从 查对象 ， 在田野基础上逆 向考察陕北村落中秧歌沉淀下的

赣南 民歌到陕北秧歌一一论苏 区－

延安文 艺形态构建 的 内 农耕文化传统 。

在理论与当代意义 》

［４ ］

、 《新秧歌里的 民间 》

Ｍ
等文 。 与

上述几个研宄领域的成果相 比 ， 音乐学者对陕北秧歌的研 二 、 田野；地

究集于音乐的运用与历史溯源等方面 。 例如 《四 地秧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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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４ 、 ２０ １ ５两年春节期间 ， 笔者重点考察陕北佳县南 声音在黄河对岸 的 山 西都能听到 。 值得
一

提的是 ， 著名 的

部的木头略村与荷叶坪村 ， 木头峪与荷叶坪皆为明清时期《黄河船夫 曲 》 即源于此村 。 《佳县志 》 载 ：

“

１ ９２ ３年 ，

的古村落 ， 都是黄河岸边的古老渡 口 ，
此外 ， 还辐射到附 螅镇 乡荷 叶坪村 李思 命唱 出 民 歌 《 天下 黄河 九十 九道

近坑镇乡 的 白家 山 、 梁家峁 、 南 山和峪 口乡 的南河底等村 湾 》

”

庄 。 这里有必要对这两个村做简要介绍 。荷叶坪 、 木头略两村之间相距约 ２ ０公里 ， 均在黄河岸

木头峪村现隶属于木头峪乡 ， 古称浮 图略 ， 最迟在明 边 。 两村 同属于陕北的 晋语区 ， 却分属 不 同 的子方言片

代末期就已存在 ；
距佳县城约 ２０公里 ， 与 山西临县 曲略镇 区

。 两村的 闹秧歌程序相近 ， 但细节有差异 ，

一

是伞头唱

开 阳村隔河相望 ， 人 口过千 。 村中 有张 、 曹 、 苗三个大 秧歌的节奏方面 ；
二是在请祌 、 送神上 ；

三是在小场表演

姓
， 还有燕 、 柴 、 刘 、 高等人数较少 的姓 氏 。 村口 有文庙 以及与附生于闹秧歌的

一

些活动方面等 ， 这些相异之处反

和戏台 ， 皆建于清代道光 Ｈ
■

■—

年 。 文庙前后分别供奉文 昌 映 出各自 的传统与保守 。

与观音
；
戏台 与文庙相对 ，

１ ９７ ０年代毁于火灾 ， 后又重

建 ， 村 内 人称此处为
“

戏楼滩
”

。 村中现存前张家祠堂
一

三 、 闹秧歌中 的声音与表演

座 ， 祠堂 门前有树龄约 四 百年的柏树三棵 。 该祠堂建于明

代后期 ， 抗战时期被征用 为八路军 １ ２ ０师纺织厂 。 此外 ，（

＿

） 闹秧歌的时间 、 空间与程序

尚有十几座大小不等的庙散布在村子 内外 ， 如 ： 归云寺 、学者们根据 《周 礼》 、 《礼记 》 等相关历史文献 ， 并

娘娘庙 、 魁星 阁 、 三皇老爷庙 、 黑龙庙等 ， 分别供奉着 佐以 陕北各地 《风俗志 》 考证过秧歌 的源头 ， 有源于
“

傩

佛 、 道二家 的神灵 。 其 中 ’ 村子后沟里的归雲寺最有名 ， 仪
”

、

“

太阳崇拜
”

、

“

插秧活动
”

等不同观点 。 据文献

建筑规模相对较大 ， 其签簿前有序言记载 ： 归雲寺 ， 古 记载 ， 陕北秧歌的表演时间一般在春节之后 ， 事实也正是

刹也 ， 年久颓地 ， 毫无兰若痕迹 。 有铁钟一 口 ， 系大明隆 如此 ， 但各村闹秧歌的具体时 间有些差异 。 例如 ， 荷叶坪

庆二年铸 ； 有石像
一

尊 ， 破倒于草际 ， 此外无可考稽
”

。 正 月 初三起开始闹秧歌 ， 初五结束 ； 木头峪则从正月 初二
［ ９ ］

明清时期 ， 该村文风兴盛 ， 涌现出 多位秀才 、 举人 、 进 闹起 ， 初四结束 。 两村 闹秧歌的程序基本
一

致 ， 都包含圈

士 ， 村中 不少居 民的大 门上方迄今还悬挂有书写着
“

仲连 村 、 谒庙 、 排门 子及送神等环节 ， 不同的声音混合交织在

复生
”

、

“

名 列成均
”

、

“

名策天府
”

等吉语 的匾额 。

一

起 ， 让整个村落弥漫着
“

热闹
”

的空气 。

“

至今仍有保存较好的 明清古 民居二十七院…… 古庙宇六人们吃过早饭
？
之后 ， 从村 内 出发 ， 吹手在前引领 ，

处 ： 古 寨子三 处 ； 各类 门 匾和其他牌匾六十余副
”［ １ °］ （ Ｐ

秧歌队在后面走蒜辫的 图案 。 从这一刻开始 ， 吹 、 打的声
２ ＞

。 需要特强调的 是 ， 在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 ， 该村出现 了大批 音伴随始终 。 圈村耗时较长 ， 吹手
一

般吹奏 ［路牌子 ］ ， 并

的 晋剧表演者 。 组织者曹家猷从 山 西请晋剧 名伶来村教 重复其中短小 的乐句 ， 锣鼓与之相配合 。 若在某
一

地点停

学 ， 组建 了木头峪群众俱乐部。 １ ９４ ７年 ， 木头峪晋剧 团在 留时 间较长 ， 吹手也会吹 民歌 。 大家以这样的形式绕村
一

佳县 白云 山为毛泽东演 出 《反徐州 》 ， 获赠
“

与时并进 ，圈 ， 当地人称为
“

圈村
”

。

人民喉舌
”

的锦旗 。 目 前 ， 仍有
一

些村民跟随 民间剧团奔谒庙 曾 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礼仪 ， 西汉时期
“

在实

波在各处庙会 台 口从事晋剧演 出 ， 并以此为生 。行柩前即天子位后 ， 新皇帝即位必须谒庙 ， 谒庙成为
‘

皇

荷叶坪也是佳县有名 的大村落 ， 现隶属 于佳县最南端 帝 即位
’

必须履行的程序之
一

。

” ［

１ ２
］
”２ ３ ＞

陕北几乎村村有

的螅镇乡 。 该村人口 也过千 。

一

条小河将村子分为前坪与 庙 ， 少则
一

二处
， 多则十几处 ， 规模大小不等 ， 谒庙就是

后坪 。 荷叶坪村 口 也有文 昌庙和戏台 ， 年代不详 。 古戏台 闹秧歌 中最重要的 仪式程序 ， 反之也说 明 闹秧歌是全村

原与文庙相对而立 ， 但 因年久失修被拆毁 ， 近年又在原址
“

节 日 大事
”

。 村民到达庙 门 ， 先闹秧歌 ， 后 由伞头带领

侧面修 了新戏台 。 古戏台上原有三块牌匾 ， 分别写 着
“

别 所有人跪地叩拜 ， 以唱秧歌的方式告慰神灵 ， 祈求庇护 。

善恶 （ 乾 隆戊 申 年 ， １ ７ ８ ８年 ）

”

、

“

活画 图 （ 乾 隆三十 荷叶坪村主要祭拜两座庙 ：

一

是黄龙庙 ， 初建年代不详 ，

三 ， １ ７ ６８年 ）

”

、

“

寓 褒 贬 （ 乾 隆三 十 三 年 ，
１ ７ ６８２ ０ １ ２年翻修竣工并开光 ；

二是村 口的文 昌庙 。 木头略周 围

年 ）

”

。 从落款时间推断 ， 文庙与古戏 台的落成时 间大约 庙宇太多 ， 便将各个庙 中 的神仙牌位都请到 归雲寺 中接受

是清代 中期 。 这三块匾额现在被重新嵌在 了 新戏台上的墙 村民统
一

祭拜 ，
此外又专 门去河神庙祭拜 。

上
。 据村 民说 ， 原来的古戏台 的扩音效果非常好 ， 唱戏的谒庙完毕 ， 队伍开始挨家挨户 闹 秧歌 ， 也会去 乡政

？
０ ２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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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 村委会 、 学校 、
医院 ，

谓之
“

排门子
”

。 接受闹秧歌谱例 １ 、 ２分别是木头峪村 的伞头张要文 、 乌镇李家

的村 民早己端 出小炕桌 ， 放在 自家窑洞外的土神位置 ， 桌 山 的 打鼓师傅李毛利所 唱 。 同样 的
一

首秧歌 曲 调 ， 再沿

上摆着瓜子 、 花生 、 烟 、 酒 、 菜等物品 ， 提供给闹秧歌的 河往南行进２ ０公里处 的荷 叶坪村伞头王龙 、 张 占强 、 李

人品用 。 人们先走大场 、 唱秧歌 ， 接着是小场 ， 伞头最后 顺平等人唱 出来又是另
一

种味道 ， 节奏变化 比较大 （ 见

唱秧歌拜别 。 鞭炮声响 ， 秧歌队离开 ， 去往下
一家 。 据荷 谱例 ３ ） 。

叶坪村伞头王龙回忆 ， 现在闹秧歌的时间 已经大大缩短 ，

他们村曾有
一

年去所有人家排门子 ， 闹过十三天 。＊＊谢

送神 ，

一

般文献记载是指将瘟神送出村外 。 木头峪与，

^

荷叶坪的
“

送神
”

环节略有不同 ， 木头峪是将神再送回到 ｉＪ７１
Ｊ

；Ｊ １

ｊ
ｊ
Ｊ ｜ ^

庙里 ，
而荷叶坪则是将神 （瘟神 ） 送到村外的黄河边上 ，

Ｈ^

人们先点香 、 敬酒 、 跪拜 ， 伞头献唱最后一 只秧歌之前 ，４
＇

１

 １

格外强调
“

别接后音
”

、

“

别 回头
”

， 唱毕收伞 ， 所有人？ａ＾＾ ｔ
ｔ

头也不回地往村里跑 ， 同时锣鼓 、 唢呐等乐器 （他们称之－冬
■

如

「鬥 ｜ｈｈｒｈ １ １ １ １ｉ

为家具 ） 也不再发 出响声 ，
三天秧歌才算完整地结束 。’ｈ

？ ＜
Ｔ：伊 Ｅ 」讲

（ ？ 鼓 点 ）和 ． （
《ｘ 嶙 呦 ）红 枣 ？ 产 下万万 碎

＿

＝±＾谱例 １ 、 ２ 、 ３均为４个基本乐句 ， 落音为羽 ， 都 以双四
（＿）度结构为骨架 ， 但在旋法的修饰上 ， 存在不 少差异 。 谱例

１ ％＾１（张家圪涝张要文唱 ） ， 曲调 中 规中矩 ， 大跳少 ， 节奏
闹秧歌时 ， 耐神不 舞 ， 吹时 只舞不歌 。 当地鉢

平稳 。 谱例 ２（ 乌辭 家 山耗■ ） 中第：小 节 的 落
秧歌曲 调有两支 ， 綱便是相同的

－

首秧歌调 ，

＾
地方

音 ，
让旋律从阶梯下行变为加入滑音的八度跳 ， 加之开始

細伞头唱 出 的 曲调也会有 明 显差 异 ， 歌词则几乎 元 全＃
力休止肺多 ， 风格浓郁幽默 。 谱例 ３（ 荷叶坪王龙唱 ）

２ ） 〇

鮮头更倾 向 于将节奏进行三连音酸化 。 由此说明 ， 每

一位伞头都是在
一个既定的曲调模式下 即兴编唱 ， 这种差

秩 歌 《 １

本头埯 乡柒＊圪涝异除 了 与现编唱词相关之外 ， 还包括个人的惯习与方言节
文 〇

＊

＆］

ｐ

ｔ

ｒ ，ｒｒｎ
，

，

Ｔｔ

－

 ，ｒ奏 。 在约半分钟之 内 ， 伞头要编唱 出 赞美主家且较押韵的
＾

，

Ｓ

＊ｊ２
」 １

 ：产七言 四句词 ， 考验着伞头的应变能力与 文化水平 。

ｉ ｕ」
－ －

｜

上．
｜，Ｉ—－

Ｉ

—

ｍ
￣

ｉ
－ＴＴ１ ＩＩ Ｉ２

、 器声的
ｒＭ
Ｊｊ

ｊｊ？＊＾

 Ｉ＊
Ｊ ｔ Ｉ Ｊ＇ＷＨ

／

＾＾＊７＊＾闹秧歌需要请上、 下搭配的两位吹手 ， 这是陕北鼓吹

４ＷＧ 厂＾Ｉ

」

｛Ｊ ｊ Ｉｒｌｔｒｒ乐的标配 。 山 西临县 的 吹手在 陕北沿黄村落
一

带 名声很

＾＾ｇ马

二 上：

姐

大 ， 因此沿岸村庄大多雇佣 山 西吹手 。 他们吹奏的音乐 以

ＰＪＴ
￣

ｉｒｊ
－

＾
Ｉ＾

Ｉ

广
ｊｉ陕北 、 山 西 民歌或者早期流传的革命歌 曲等为主 ， 只要主

哎 哨 呦 和 ： 羊
＾

年 更 比马 年

题是喜庆的均可 。 如 ： 《 大红果子剥皮皮 》 、 《三十里

ｉ普例 ２
：铺 》 、 《绣金匾 》 、 《掐蒜薹 》 、 《社会主义好 》 、 《红

＊＊

军纪律歌 》 、 《学习 雷锋好榜样 》
， 及 ［剪靛花 ］ 、 ［牧牛

＾调 ］ （ 《小放牛 》 ） 、 ［孟姜女 ］ 等一些传统时调 ， 都被运

＾

；ａ７Ｔ－ ｒ用在闹秧歌中 。 吹手在吹奏时进行各种改编 ， 以适应闹秧
正 月 个 里来塞Ｗ 个 眘弟 兄三 人

ｎ． Ｉｎ Ｉｎ ［

￣

＂
丨

Ｉｎ＾ Ｉ Ｉ歌的步伐 、 速度以及听众的听觉习惯 。 每
一

组吹手吹奏的
Ｔｉ

＾
ｆｆｍ Ｉ Ｉ

 ｜ｊ ｆ

＂ ￣

 ｒ
■ －■

二
ｗ
ｗ ｉ Ｉ

 ｊ Ｉ Ｉ１

＂

？ｓｒ

＇

－ＦＷ

＇

曲 目 并不 同 ， 随意性很大 。

＃

ｐ

－

ｊ
－

＼

－ －ｊ 

—

］

＿

 ｜ 广 ｜

？

 ｜

■

广
ｑ２ ０ １ ５年木头裕村邀请的两名吹手来 自佳县乌镇 ， 只有

？５ 人 ＊ ＾ ＊ ± 个 奸 ＾他们使用 了陕北大唢呐 。 据了解 ， 二人皆在米脂常家畔村

门 巾 Ｉ 」
」

】
Ｉ ： 卜， Ｉｊ

」
ｊ

 ．

目向常文洲学 习 了 陕北大唢呐 （杆子长
一

尺二寸五左右 ） 。

＜ Ｋ＾？ ．． ．？ ： ？ ａ？＾ 场 ＇除此之外 ， ２ ０ １ ４年荷叶坪村 、 白 家 山 、 木头略等村请 的吹

？０２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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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ｉ ａｏＸ
ｉ
ａ ｎ ｇ

－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Ｘ
ｉ

＇

ａｎＣｏ ｎ ｓ ｅｒ ｖ ａｔｏ ｒ ｙ
ｏ ｆ Ｍ ｕ ｓ ｉ ｃ２０ １ ５年 １ ２ 月 第３４卷 第４期 Ｄｅｃ ． ２０ １ ５Ｖｏ ｌ ，３ ４Ｎ ｏ ．４

手 皆使稍短 的唢呐 （杆子长
一

尺
一寸左右 ） 。 这两种唢呐

一类 ， 小场 以 闹 回 回为主 。 木头峪村小场则是八人走 图

发 出 的音色不同 。 杆子稍短的唢呐 音色明亮 ， 而杆子较长 案 ， 包括八人剪子和蒜辫 。

的则厚重 。 每个村落的 打击乐配置也有
一

些差别 （ 见 表在服饰与化妆方面 ， 村落间也有不同 。 有些村落会在

１
、

２ ） 。脸上涂抹鲜红的胭脂油彩 。 ２ ０ １ ４年初三晚 ， 荷叶坪村增添

表 １ 、 ２０ １ ４年三村闹秧歌 乐 器配 置了搬水船的 表演 ， 剧情从包头
一

直到潼关 。 《黄河船夫



１

曲 》 就是搬水船中 的
一

支 曲调 。 表演 中有程姑娘 、 老艄
大鼓 小鼓 板鼓 大镲 小镲 铜锣 小锣 唢 呐

木头 增？村



ｉ



５



２



２



１



ｉ



＾ 公 、 小艄公等角 色 ， 有唱腔 、 对白 与表演 。 唱腔部分 ， 主

荷叶坪村 １１
＇

２ １
￣

Ｔ
￣

０２要是唱传统的 民间 曲调 ， 如 ： ［牧牛调 ］
（ 《大八对 》 《小

白 家 山村 Ｉ〇 Ｉ１ Ｉ １ Ｉ１ Ｉ １ Ｉ１ Ｉ〇 Ｉ２ ｜ 八对 》 ） ［钉缸调 ］ 、 ［掐蒜薹 ］ 等
； 对 白部分主要是介绍晋

表 ２ 、 ２０ １ ５年木头塔、 荷叶坪闹 秧歌乐 器配置Ｒ黄河两岸的渡 １＝１

、 村庄及特产 。

ｒ

－

１＾ Ｉ士Ｕ 丄处 Ｉ ， 姑Ｕ … Ｉ一 ｜在秧歌表演中 ， 中 老年男性在场上的表演尤其夸张 ，

乐器 大鼓 小鼓 板鼓 大镲 小镲 铜镑 小镑 唢 响

＾头峪村

—

！



ｉ



５ ２ ２



ｉ



１



＾ 姿势 、 步伐都与平 日不 同 ， 有意做 出滑稽 、 古怪的动作 ，

荷叶坪 村 ｜０ ｜１ ｜ １ ｜； ｜ １｜ １ ｜０ ｜３｜

确有
“

以博观者之笑
”

的意思 。

“

假如有什么 东西 同所有

２ ０ １ ５年春节期间 ， 木头略秧歌队在
－

位雛人家拍 门
的节 日经验紧密相连的话 ’ 那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 的隔＃

子时 ， 吹手吹奏改编过的 《 学 习 雷锋好榜样 》 （ 见谱Ｗ
状态 。 节 日就是共同性 ， 瓶是共 同性本身在它的充满形

４ ）
， 来配合８名男 子的 小场賴 。
式中的＿ 。 节＿终Ｍ于■人而＿， Ｄｉ

魏就是村落集体狂欢的节 日歌舞 。 旁观者可随意加入队

ｊ

—

ｊｐｒｊｆｆｉ ，
上？场 ｉｆ 、

演 。 随着 力卩ｆｔ 的律 所
１

有
＊

Ａ ｆｉｔｌ步 ４戈愈来
ｗ７

１

＾

ｆｆ
１

ＪＴ １ １＾
＾

ｒ
￣

愈快 ， 以至达到忘我的 境地 ， 最后在
“

乱
”

中 结束 。 此

？？时 ， 个人之间 、 家族之间 的各种差 别 、 差距 ， 都掩盖在

． ｒ ｒ ｒ ｒ ，ｒ ｒｒ Ｆ ｒ ｒ ＿ｒｒ ，■对于村落 内 的群体而言 ， 秧歌是新旧更迭的象征 ， 在

二
ｉ／ ｌｉ

：
｜

“

热 闹
”

中表达 了 人们对新
一

年 的 期盼 。 看似简单 的动

：ｈ ． Ｕ－Ｕ ． ＵＪｉｄ 运—Ｌｌ？＾－

作 、 单
一

的曲 调 、 夸张的装扮与表演 ， 皆蕴含着古老的 气

Ａ Ｊ
．

月 Ｊ ｊ ＪＪ

ｈ ．

；
■

！Ｊ ．Ｊ Ｊ ．ｊ

Ｕ 月 ｊＪ－ Ｊ ． 丄
Ｉ

丄 ．． 丹 息 。 圈村 、 谒庙 、 敬神 、 送神等程式性框架 ， 表现出严肃

— ■

ｒＴ的特性 ， 而即兴表演又是个性的张扬与情感 的释放 ， 展现
？ Ｌ

ｕｉｉ
ｒ ｒ

ｒ ｒ１
ｒｌ－ｊ ｆｒ

Ｊ

了秧歌 的娱乐 功能 。 热 闹场景的背 后 ， 包含着程式与 即

ｆ ． ． ．

兴 、 严肃与娱乐等两对支点 。 在社会变迁的影响下 ， 秧歌

ｊ ，ｎ ｊ
．

ｊ
．

４４－
｜ｒ

．

－Ｊ４也正逐步积累着变化 ， 在延续古老性的 同时 ， 表现出较强

鼓手敲击的节奏型较单
一

， 但他掌控节奏和速度 ， 遵

照重音规律 ， 进行速度渐变 ， 由慢到快 ， 最后达到极快 ，

然后转慢结束 ， 内含散 、 慢 、 中 、 快 、 細速度布局 。 这 四 、 秧歌里的农耕生态

段 曲 调来 回重复 ， 变化很少 ， 上下手大致吹奏同 样的旋

律 ， 有时上手在尾部稍有加花变奏 ， 或吹奏某
一

句旋律时透过村落 内秧歌活动 的圈村 、 谒庙 、 精神送神等程式

突然翻高八度 。 鼓手的节奏与旋律中的节奏相当一致 ，
显 性环节 ， 我们可探求支撑其延续传统的力量所在 。

示出很强 的趋同性 。

（

＿

） 圈村——相对封闭的空 间

（三 ） 秧歌的表演闹秧歌的第一个程序是 圈村 ， 它标明 了村落内 外 的界

秧歌 的大场、 小场都有转图案的情况 ， 如 ： 卷席洞 、限 。 这个界限既是有形的 ， 也是无形的 。 有形的封 闭首先

蒜辫 、 五角星 、 十二连城等 。 小场中还会有
一

些逗趣 、 诙 表现在 自然地理上 。 黄土高原交通极为不便 ， 黄河 ， 曾 是

谐的表演 ， 随意性强 ， 村落间有别 。 荷叶坪 、 白家 山属于 这里 向外交流最主要重要的渠道 ， 明清时期为沿河村庄带

？０ ２ ６
？



２０ １ ５年 丨 ２月 第３４卷 第４期Ｄｃｃ ． ２０ １ ５Ｖｏ ｌ ． ３４Ｎ ｏ
． ４陕北ｆ＊歌

〖

丨！的村落生活 以陕Ｗ佳Ｕ木 头峪 ． 荷叶坪力个＊

来农业文 明 时代经济 与文化 的繁 荣 。 如今 ， 黄河航运 己 流传着各种农谚 ：

衰 ， 船 只主要功能是摆渡 。 渡过 黄河 ， 进入山 西 吕梁地
“

小雪流 漓
一

月 冬
，

四 十五天 定打春。 冬至 十 天阳 历

区 ， 两地地貌并无差别 。 这些生长在大 山褶皱里的村落远 年 ，
冬至二 月 过新年

”

、

“

小 雪流漓 定流 漓 ， 前三后 四迟

离城市 ， 即使到县城也有
一

定距离 ， 今天来看依然 闭塞 。十天
”

另
一

种封闭则 是无形的 ， 指的是村民对 自 己从小成长
“

陕北农 民将农历 每 月 月 亮 出现的 时间 编成 农语来表

的地方有强烈 的认同 ， 这是
一

条无形的心理村界 。 本村 、达 ： 月 亮不藏三 ， 十五十六 月 正 望
，
十 七十八人 定 日 月

临近 的外村 ， 外地等不 同远近 的人 ， 都被划分得格外清 发
，

二十二三 月 上鸡山 。

楚 ， 甚至某种声音是不是村里的声音 ， 或者更具体到发出（
２０ １ ５年 ２ 月 荷叶坪村访谈张继 宁 ）

声音者是谁 ， 村 民们都能分辨 。

“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村 中 的青年人 、 儿童等大部分人平 日 进城打工或读

制 下成 了生于斯 、 死于斯 的社会 。 常态的 生活是终老故 书 ， 在红枣收获季节回家帮忙打枣 ， 上千人 的村庄平时 只

乡 。 假如在一个村字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 ， 在人和人的关 有３ ００人左右 。 虽然这不是陕北村落的个案 ， 但有个现象

系上也就发生了
一

种特色 ， 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 中看着 却值得关注 ， 村民们 多就近打工 ， 大部分聚集在榆林地

长大的 ， 在孩子眼里周 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 。 这是
一

区 ， 这虽与榆林近年来经济水平快速提升有关 ， 同时也反

个熟悉 的社会 ， 没有陌生人的 社会 。

”

村 内 的 大族 映 出他们没有完全脱离土地 ， 及农本观念 中恋土恋家不远

对村落拥有绝对的控制力量 ， 这不仅表现在 民主选举中 ，
行的潜在影响 。

且在村庙管理上也有明显体现 。 如此封闭 的空间 ， 为秧歌

的延续提供 了保障 ， 反之亦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村落传统力 （三 ） 谒庙——普遍的信仰

量之强大 。 中 国千百年的 农耕 生产方式 ， 潜移默化地渗
“

历代民众是天 灾与人祸的主要受 害者 ， 是被摧残 、

透在人们的习俗 、 观念信仰和认知 习惯中 。 圈村反映 了传 被压迫的 众多生 灵 ，

…… 当他们通过劳动与 斗争能满足一

统村落因 血缘和地缘聚合在
一

起的 力量 ，部分需求时 ， 他们便尽量依靠 自 己的人力 ，

一

旦遭遇到人

力不可及 、 ＋可抗拒的天灾 、 人祸时 ， 他们便不顾
一

切地

（二 ） 唱春词
——

以农为本的习俗烧香 叩头 ， 供祭神鬼 ， 向 各路神 仙鬼怪 等超人 的魔力求

秧歌除 了 具有敬神 、 欢庆 、 娱乐 的作用之外 ， 从活动 救 ， 向助己之神 灵献礼 ， 向异 己之神献媚 ， 恳请神异力量

的 时 间来看 ， 它具有 另
一

重要的 意 义 。 对于农业中 国 来 赐福禳灾 ， 祛病降 吉 。

” １

｜ ６
１ １ ｜

＇

３ ）

风调 雨顺 、 万物长生是农

说 ， 春天代表 了 大地 复苏和生命重生 ， 显示 了生命的轮 耕文 明 的信仰体系 中最普遍的 内 容 ， 在人力对 自 然环境改

回 。 它用
“

集体狂欢
”

的方式 ， 来庆祝万物萌生 ， 用
“

热 变有限的条件下 ， 就只 能求助于神灵 ， 向神灵表达敬意 。

闹 、 红火
”

隐喻生命的繁盛 。

“

正 月 ， 元宵张灯火 ， 放花 所 以
“

有些村子为维护其庄严性 ， 仅履行祭拜仪式 ， 由伞

炮 ， 具酒肉 ， 歌声 四彻 ， 与他处略 同 ； 惟有持香愿者 ， 无 头领唱秧歌曲 ， 而不扭跳秧歌
”［ １

７
ｉ ＜ ｗｎ

。 在这些村落生活

论男女于是早燃香盈把 ， 由南城极南始 ， 行至北城隍庙 ， 中 ， 庙 、 庙会依然起着很大作用 。 村民们笃信神 灵 ， 似乎

焚香纸 ， 邀神 贝 兄 ，
约数百人谓之拜街 、 是夜 ， 乡 民搬杂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类似感受到灵验的经历 。 伞头在谒庙

居 Ｉ

Ｊ ，
唱春词 ，

日
‘

唱阳歌 新家 女者 ， 是夜请女归宁 ，时直接唱 出人们的信仰 。

谓之
‘

躲灯
’”

因此 ， 从秧歌发生的时节 ， 祈祷
“

说得个 灵
，
实在是灵 ；

你 老人家显灵实 在神 ；
闹 秧

五谷丰登 、
六畜兴旺 、

红枣丰收等 内 容的即兴 唱词等 ，
直 歌 的人儿都跪下 ；

叩 头三拜我请神恩 。 佛祖老母你 在 空

接体现 了农本观念 。中 ，
你老人家显灵是真威风 ， 弟 子有话要对你 明 ， 娃娃们

黄土高原 ， 耕地稀少且贫瘠 。 陕北黄河沿岸村庄的农 请你 多 照 应 。 各位灵神神你在 空 中 ， 木 头峪老老 小 小来敬

业产业结构极为单
一

， 红枣是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和收入来 神 ，
三天的秧歌敬神灵 ，

保佑我们老 少都平稳。

”

源 。 村 内 的人 ， 仍然按照农时节气展开生产生活 ， 时 间观（
２ ０

１ ５年 ２ 月 木 头峪村谒庙 唱 ）

念与外界很不 同 ， 很 多时候不 以钟表上的时刻 为基准 ，
而水是 大地之源 。 黄河水患及陕 北千旱缺 水 的气候 ，

以太阳 、 月 亮 、 风 、 黄河 、 温度甚至鸟鸣等周 围 自然物为 至今被牢牢刻在当地百姓的脑海 中 ， 而 与水有 关的神灵崇

时 间准 则 。 农牧相辅相成 的生活方式 ， 依凭节气开展农 拜在 当地最为广泛 。 如 ： 黄龙 （ 荷叶坪村 ） 、 黑龙 （ 木头

时 ， 村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 ， 超乎想象 。 老人们 口里 略 ）
、 河 祌 （ 木 头峪 、 南河底 村 ） 、 水神 娘娘 （ 梁家 峁

？０ ２７
？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 季刊 ）

Ｊ ｉ ａｏＸ ｉ ａ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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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Ｃ ｏｎ ｓ ｅ ｒ ｖａ ｔｏ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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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ｆ Ｍｕ ｓ
ｉ ｃ２０ １５年 １ ２

月 第 ３４卷 第４期Ｄ ｅｃ ．

２０ 丨 ５Ｖｏ ｌ ．３ ４Ｎ ｏ ．４

村 ） 。 除此之外 ， 还有文昌庙 （荷叶坪 、 木头峪 ） ， 宝庆 蔓 ， 同时也是这个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 。 透过举村若

寺 、 老爷庙 （ 荷叶坪 ） ， 山神 、 土地 、 归雲寺 、 魁星 阁 、 狂的
“

神圣娱乐
”

， 我们能够看到陕北村落中农耕文化隐

娘娘庙 、 老爷庙 （木头略 ）
， 祖师行宫 、 观音庙 、 鬼王 藏的 巨大影响力 ， 那是祖先留下的传统 。

（南河底 ） 、 佛殿庙 （谭家坪 ） 等 ， 供奉着各司其职 的神

灵们 。 有些庙宇虽然相当 简陋 ， 但 是神灵掌管读书 、 仕




途 、 生育 、 平安 、 生命的职能却 十分明确齐备 ， 囊括 了 人 注 释 ：

生各个方面 。 民间信仰中佛道共存 的现象 ， 在这些庙宇中① 闹秧歌时 ， 参 与 闹秧歌的村 民
一

般吃 集体饭 ， 早晚 两 顿 ， 早

表现得尤为明显 。 如此多 的庙宇以及各具功能的神灵 ， 不
上 约９点左右开饭 ，

下 午一般在 四点半左右 开放 ， 期 间 就是 闹秧歌的

时间 。

仅说明群众信仰的普遍广泛 ， 也折射出陕北自 然气候之恶

劣 ， 百姓 生存之艰难 。 《 佳县 志 》 载 ：

“

明成 化七 年

（ １４７ １ ） 先大旱后涝致灾 ； 崇祯十二年 （ １ ６３ ９ ） 大旱颗粒＇ 他、 Ｋ—， 、

［
１

］
张余 ． 秦晋伞 头秧歌概说 ［

Ｊ
］

． 民俗研 究
，

１９９７ （
２

）
．

无收人相食 ；



乾隆十四年 （ １ ？４９ ） 水火
，
黄河沿岸人 ［ ２ ］ 王 克明 ． 陕北 秧 歌来 自 陕北 的狂 欢 ［

Ｊ
］

． 博 览 群 书 ，
２０ ０７

淹死甚 多 …… ； 光绪二十 九年 （１ ９ ０３ ） 七月 十五 日 ， 大（
１ ０

）
．

风 。 拔起大树 ， 屋宇倒塌 ；

……乾隆 四年 （ １ ７ ３９ ） 狼成群 ［ ３ ］
王杰文 ． 仪式 、 歌舞 与 文化展 演—— 陕北 、 晋北的

“

伞 头秧

食人 畜 … …

”

在干旱 、 冰霞 、 风灾 、 水患 、 霜
歌

”

研究
［
Ｍ

］
？北京 ： 中 国传媒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 ６ ＿

［
４

］
龙 文武 ， 周 平 远 ．从贛 南 民歌到陕 北秧歌——论 苏 区

－延安
冻 、 虫灾等 自然灾 害 ， 百姓生存无措 ， 而 向鬼神求生存之 文艺形 态构建 的 内在 理论 与 当代意 义

［
Ｊ

］
． 南 昌 大 学 学报 （

人文社科

道的 习俗流传至今 ， 同 时也体现 了 民 间信仰体系强大的包 版 ）
， ２００９ （

３
）

．

容性 。 即 ：

“

凡为我用 者 ， 都被加 以供奉 ， 形成巫 、 道 、 ［
５

］
毛 巧晖 ． 新 秧 歌里 的

”

民 间
”

［
Ｊ

］

． 民 间 文 化论坛 ，
２〇０６

佛互相包容的宗教信仰
”Ｍ （ Ｐ２ ２５ ）

。 严重的灾难 ，
生存的艰 （

：〇

ｎ

［
６

］ 薛 艺 兵 ． 四 地 秧歌舞 曲 的 分析 与 比 较
［

Ｊ
］

． 中 国 音 乐 学 ，

辛无
一

不刻记在人们的意识中 ， 以至于在如此迅速的社会 １ ９９〇 Ｕ
） ＿

变迁背景下 ，
还能保留着对鬼神的深深敬畏之心 。 ［

７ ］ 薛 艺兵 ？ 北方给秧歌调 同源 关 系 辨识 ［
Ｊ ］

． 黄钟
，

２０ ０７ （
１

）
．

［
８

］ 李 宝杰 ． 陕西 民俗音 乐 区域 文化 的 比较 与 分析—— 以 闹 秧

五 么ｔ
ｊ
五歌、 闹 社 火为例

［

Ｊ
］

？ 交响 ，
２０

１
２ （ ３ ）？

［

９
］
木 头峪归 雲寺 ． 佛祖签簿

［

Ｚ
］

． ２００ ６年三 月 重书 ．

［

１ ０
］
刘 亚 莲 ． 木 头峪—— 中 国传 统村 落 ［ Ｍ

］
． 西安 ： 陕西旅游 出

村落是中 国农耕文明 的基本单位 ， 少到几户 人家 ， 多 版社 ，
２０ １ ４ ．

到几百家庭 ， 人们在此生存繁衍 。 社会学者的村落研究 ， ［
１ １

］
佳县地方志 编纂委 员 会 ． 佳县 志

［

Ｚ
］

． 西 安 ： 陕西旅游 出 版

揭示 了我 国 自改革开放 以来村落 内外所发生的 巨大社会变
２ ＩＷ ８ ＿

＾士＋甘 沾视
■

县丁百由
Ｕ ２

］李俊方 ． 两汉皇帝继位礼仪研 究 ［
Ｊ

］
． 史 学 月 刊 ，

２〇 〇 ５ （ ２ ）
．

迁 。 村落 的数量正在大幅度的减少 ， 社会学者的 研宄表明 「 ＾，ａ＾１ｒ ，

．

［

１３
］ 伽达默 尔著

；
张志扬 等译 ． 美的现实性

［
Ｍ

］

． 北京 ： 三联书
“

从 １ ９８ ５年到 ２ ００ １年 ，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 ， 中ｔ１ ９ ９ １ ＿

国 国村落 的个数从９ ４０６ １ ７个 ， 锐减到 ７ ０９ ２ ５ ７个 。 仅 ２０ ０ １［
１４

丨 费 孝通 ． 乡 土 中 国
［

Ｍ
］

？ 北京 ： 商 务 印 书 馆 ，
２０ １ ３ ．

年 ， 那些延续了 数千年 的村落就减少 了 ２ ５４５ ８个 ， 平均每［

ｉ ｓ
］ 丁世 良

， 赵放 ． 中 国地方 志 民俗 资料 汇编 ．

西北卷 ［
Ｚ ］

？ 北

天减少约 ７０个
”＿７ ）

， 学者们所言
“

村賴结
”

每天都
［ １ ６ １ 乌 丙安 ． 中 国 民间 信仰 ［

Ｍ
］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６ ．

［

１ ７
］ 李宝 杰 ？ 区域 民俗 中 的陕 北音 乐 文化研 究 ［

Ｄ
］

． 南 京 艺 术学

相对于社会学者重点关注的东南沿海或者江浙
一

带 的 院博士学位论 文 ，
２０ １ ３ ．

村落而言 ， 笔者所考察的荷叶坪与木头峪等陕北村落偏安［

１ Ｓ
］钟敬文编 ？ 民俗学概论 ［

Ｍ
］

． 上海 ： 上 海文 艺 出 版社 ，
Ｉ＂８ ．

一

隅 ’ 正逐步从传统走 向现代 。 这些村落远离城市 ， 与周［
１ Ｓ３

］李善峰 ＿ ２〇世纪的 中 国村落研 究Ｕ ］ ． 民俗研 究 ，
２〇〇４ （ ３ ） ．

边村落整合成
一

个大的聚落群 ， 为传统艺术 品种栖息提供

了较好的生态系统 。 秧歌是陕北村落文化生态中的
一

根枝胃 ＃ 晓

？
０２ 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