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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华阴老腔的审美意蕴及传播价值 

李莹莹 

摘  要：近年来，随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力扶植以及媒体宣传，华阴老腔艺术逐渐蜚声中外。作为中国民间戏

剧园中丰厚璀璨的艺术瑰宝，华阴老腔以其古老的唱腔深深扎根于关中地区，对华阴以及秦东地区的地理地貌、风俗民情、

文化个性做了原生态展示。本文在阐述华阴老腔基本概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其审美意蕴及传播价值，旨在为华阴老腔的

传承与保护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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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央视猴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青年歌手谭维维和华阴老腔艺人倾情合作了一首《华阴老腔一声喊》，该歌曲以华阴

老腔基础音符为主旋律，与西方现代摇滚乐跨界融合，为全国观众呈现了一场东西方“摇滚乐”碰撞的视听盛宴，彰显了古

老农耕文明与现代文化的有机杂糅。歌曲《华阴老腔一声喊》演出的轰动效应，让华阴老腔这个濒危边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借助现代新型媒体，重新为世人所熟知。华阴老腔作为我国民族个性及民族情感的重要体现形式，其审美意蕴及传播价值非

常值得我们去研究，但是目前来说，我国学者对华阴老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生缘由、风格、音乐形态以及生存现状等方面，

对其审美意蕴及传播价值的研究微乎其微。 

一、华阴老腔基本概况 

根据《华阴戏曲志》记载，华阴老腔起源于西汉时期，隋唐时期开始成为地方剧种，明清逐渐兴盛，流传至今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华阴老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剧艺术之一，因地域的封闭性及家族传承方式，较为完整地保存了相传千年的

唱词唱腔，可谓是我国戏曲的活化石。华阴老腔早期的演出方式是与皮影结合在一起的，签手、副签手、前首、后台、板胡

五人就可将完整的一出戏表演出来，电影《活着》中便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华阴老腔的演员都是普普通的农民，他们

忙时务农闲时登台，宽音大嗓、苍凉悲壮的演唱风格跟陕西地域习俗、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人文地理学认为，地域人文现

象与其所在地区地貌、山川、气候等地理因素是分不开的，不同的地理现象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现象，因此地理现象的稳固性

制约着文化现象的区域性。作为物质存在的地形地貌，深刻地影响着意识形态的音乐活动，而音乐活动又对地域地貌有着极

其自然地表露。华阴老腔歌词通俗易懂，彰显了西北人们粗犷豪放的性情。华阴地区位于三秦要道，所孕育出的老腔艺术生

动地反映出关中地区从古至今的地理环境，这种反映既体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又体现在音乐行为的主体上。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严重干扰了华阴老腔的艺术活动，曾经辉煌一时的华阴老腔逐渐沦落为

家族戏，并且仅仅在华阴地区少数群体中流传。传承方式的单一性以及古乐谱的难以辨认，造成华阴老腔艺人技术缺失、退

化，华阴老腔艺术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化部门对民间艺术活动出台了诸多鼓励措施，华阴老腔与

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迎来复兴的新纪元。上世纪九十年代，华阴老腔班社成立，恢复了华阴老腔这一传统剧种的演出。2004

年 4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掀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潮，华阴老腔也自此进入保护复兴

期。经过各方努力，华阴老腔在 2006 年 5 月 20 日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华阴老腔开始通过政府

扶植、媒体宣传等手段，积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工作中大胆尝试。比如话剧《白鹿原》中华阴老腔的原生态表演，

以及在东方卫视热播的歌唱综艺节目《中国之星》中，青年歌手谭维维将现代摇滚与华阴老腔大胆融合，为观众带来的歌曲

《给你一点颜色》，完美诠释了关中人精气神以及民族精神。华阴老腔近年来正是由于政府扶植、艺术融合、媒体宣传等手

段，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传播途径，才逐渐斐名中外，这也为我国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模式。 

二、华阴老腔艺术的审美意蕴 

民族个性可以通过文化完美诠释，这点在华阴老腔艺术上也适用。华阴老腔真实地再现了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文

明和民俗风情，一方面，文化个性是华阴老腔源远流长的原因，另一方面，文化个性也是华阴老腔具有民歌风味的根源。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成就一方文化，关中地区土地平整广裹，人民性格刚烈为人豪爽，这造就了华阴老腔慷慨激昂

的演唱风格。陕西学者雷雁林先生曾在其研究著作中谈到，华阴老腔完美体现出关中人性格特征。秦国是黄河流域华夏文明

的发祥地之一，华阴地区位于关中的东部，是秦东历史文化故地，因此，秦国文明为关中地区历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唐朝诗人杜甫在《秋兴·瞿塘峡口曲江头》一诗中写到：“秦中自古帝王州”，汉代帝陵、唐代帝陵等大多坐落在关中

地区，这些帝陵为陕西地界留下诸多文物资源，陵园遗址、遗迹、遗物遗迹精美绝伦的唐陵石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也使得华阴乃至关中地区拥有着厚重的历史文明。 

华阴老腔艺人在登台演出时，并不会穿戴传统戏剧中常见的那些表演服饰去刻意装扮，也不会根据塑造的人物形象去装

扮，而是穿戴关中平民日常穿戴的传统服装。对襟布衣、大档裤和圆头布鞋是华阴老腔男艺人最常穿戴的演出服，有些艺人

还会头裹白羊肚手巾，但这些穿戴都没有强制的要求，不刻意追求整齐统一。华阴老腔演出服饰最大的特征就是原生态，该

特征既是华阴地区长久以来从事农业生产的结果，也是华阴农民大众文化的结晶。站在这个角度来说，老腔文化的真正源泉

就是关中地区的农耕文化，因此，华阴老腔艺术难免打上了农耕文化的鲜明烙印。关中地区的民俗风情也是农耕文化的体现

之一，华阴老腔艺人在演出时常常屈膝蹲着或者是席地而坐，这其实是关中传统的民俗“凳子不坐蹲起来”在舞台上的具体

体现。另外，关中人有抽自家种的烤烟的习惯，烟斗喜欢用较长的大竹管，老腔艺人手持烟斗的舞台造型生动而形象地展示

了这一关中民俗。另外，华阴老腔舞台表演中用的长凳和方凳都是关中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家具，直接体现出了华阴地区

的家居风俗。华阴老腔的表演很少有女艺人加入，这是由于关中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儒家文化和封建礼教已深

深扎根在关中人的心中，关中女人在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上与男人有着很大的差距。    

华阴老腔深情表达了关中地区的文化个性，对华阴地区的地理地貌、风俗民情均作了原生态的展示。作为关中地区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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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剧种，华阴老腔的唱腔唱词以及舞台造型都深深植根于关中地区的民俗文化中。从上文可知，不同的地理现象造就不同的

文化现象，华阴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为华阴老腔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传承的封闭性以及剧

史的本源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华阴老腔的原生态，因此，华阴老腔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文明、民俗风情以及文化个性中

形成了原生态的审美意蕴。 

三、华阴老腔艺术在当代的传播价值 

1.华阴老腔的文化价值 

艺术形态的消失往往会引起文化的断裂，处于艺术边沿的华阴老腔面临着严重的传承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对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对于华阴老腔的保护与转化问题，我们不仅仅要将老腔艺术看作是地方性的文化搭台，更要作

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去延伸对待。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站在阐释人类学角度来看地方性文化的本

质就是该地域的一种文化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界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强调宏观的整合，全球化成为世界范围内

日益凸显的趋势，西方文化开始强势地对不同形态的世界文明进行文化侵略。全球化的文化统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文

明的进步，却因为过度强调全方位的整合而抹杀了个性文化，对文化多样性造成无法修复的灾难。因此，后现代意识的特征

之一就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寻求，摒弃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力争求同存异或异中趋同。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华阴老腔的特征，才能在保护与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发挥其价值所在。

一般来讲，华阴老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历史性特征，华阴老腔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应充分重

视古老剧种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属性；其次是地方性特征，华阴老腔是关中地区地理环境、历史文明、民俗风情以及文化个性

中形成的特有产物，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最后是活态性。活态性是华阴老腔最重要的一个特性，作为一种戏剧表演形式，

乐谱记载或者录音录像等物质保存方法都不能将华阴老腔的精髓传承下去，关中民俗活动以及华阴老腔演出仪式才是华阴老

腔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进入“快消费”时代以来，年轻一代的审美观念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转变，华阴老腔等传统文

化面临濒危的状态。实际上，华阴老腔之所以陷入生存危机的尴尬局面，与文化殖民和文化自觉有着极大的关联。后殖民主

义特别倚重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该理论认为话语是显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权利的主要方式。我们通常所说的文

化霸权和文化侵略，实际上就是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殖民。针对欧美文化霸权，我们必须要高度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尊重文化

的多样性与地方性，通过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让中华民族在全

球化的大势中找到自己的心灵栖息地与文化身份。 

2.华阴老腔的艺术价值 

人格的完善与内心情感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传统文化教育实际上是对情感的培育。乡音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

因素之一，中国传统声乐品种大多与地域方言不可分割，比如陕北秦腔、河南豫剧、苏州评话等等，华阴老腔就是用陕西方

言来演唱的地方剧种，为观众呈现了华阴地区的民众生活图景。乡音可以直接让人获得一种文化归属，其文化效应和情感效

应都是普通话不可替代的，它所传达的情感正是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所强调人文关怀。从宏观的角度看，乡音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声音文化身份和符号意义。华阴老腔用乡音向大众展现了关中地区年代标记和历史文化，真实

体现了关中地区人民的精神内核及文化属性。据考察，陕西是世界影戏的发源地，华阴老腔正是依托皮影所发展起来的一种

地方戏剧，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华阴老腔艺术形态是关中地区艺术历史流变的真实反映，我们通过对华阴老腔艺术的考察，

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来了解关中祖先的情感指向及其生活方式。 

华阴老腔作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因地域与传承的封闭性在表现形式、音乐结构、唱腔表述上均保留了其远古遗风。各

学者对华阴老腔的文献研究，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中国西北地区传统音乐的发展轨迹，为填补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史提供参考价

值。同时，华阴老腔艺术在如今的“快消费”时代依旧拥有市场，凸显了它的现代价值。在当今流行因素占据音乐市场半壁

江山的背景下，华阴老腔必须要加入全新的因素，用创意与想象力使其拥有新的生命力，将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挥到极

致。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华阴老腔进行改革创新：首先，我们可以在华阴老腔的演出中添加现代时尚元素，

将现代音乐与传统戏剧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保持其原生态内核不变的基础上，对演出剧目及演唱方式进行时尚包装；其次，

华阴老腔的对外交流也十分重要，相关部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华阴老腔的对外交流活动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物质保

障；再次，大力发展华阴地区文化旅游业，将华阴老腔与旅游相结合，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扩大了华阴老腔的演出市场，为

华阴老腔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群众支持；最后，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建立音乐数字化资源库，将老腔艺人的演

出进行数字化典藏，以便更好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 

结 语 

总而言之，华阴老腔作为关中地区的地方戏曲，其唱腔唱词和舞台造型都深深扎根于当地的地域文化中，特定的地理环

境、历史文明和民俗风情让华阴老腔形成了原生态的审美意蕴，其舞台造型以及唱腔唱词所组成的声情并茂的原生态演出，

为观众带来了更为强悍的审美冲击力。通过对华阴老腔传播价值的研究我们发现，华阴老腔所具备的文化价值及历史价值，

对发扬陕西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们文化软实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课题项目：《在高职院校艺术教育中如何运用驱动式教学法》。项目编号：SKL-2015-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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