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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华阴老腔的
传承与发展

华阴老腔流行于陕西省华阴市，是颇具地方特色

的一种皮影戏曲，亦称拍板灯影、老腔灯影。华阴老

腔历史悠久，以悲壮古朴的曲调、雄浑沉稳的唱腔、

粗犷奔放的风格、高亢宽广的音域为特点，散发着大

西北黄土地独有的韵味。随着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

愈来愈多新兴时尚的文化娱乐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

华阴老腔这一地方戏曲逐渐走上没落之途。为了传承

与发展，华阴老腔进行了大胆变革，演出舞台从幕后

挪至前台，参与话剧、电影等演出，与流行歌手的合

作演出，让老腔及老腔艺人逐步从村间地头走向国际

都市，愈来愈为观众喜爱。但老腔的传承与发展依然

存在种种瓶颈，亟待解决。

一、华阴老腔的起源

老腔因华阴得名，华阴地处秦豫晋三省交接

之地，南依秦岭，北傍渭洛，距西安仅百余公里，

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衡”之美称。华阴春秋设

邑，战国置县，上世纪末撤县设市，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华阴地势多平坦，土质肥沃，适于农作物

生长，农业经济发达，为老腔的诞生奠定了经济基

础。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商贾文人的华山祭拜活动

为华阴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为老腔的诞生

提供了文化土壤。

老腔发源于华阴市双泉村，但有关起源时间众

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老腔起源于西

汉。西汉时期，双泉村附近设有京师粮仓及负责粮运

的行政机构，期间河道漕运异常繁忙，劳作号子此起

彼伏，纤夫拉纤曳船时，一领众和，并用一块木头有

节奏地打击船板来增强感召力，这样就形成了老腔的

雏形。后来，纤夫休息之余，与戍粮士兵一起吟唱号

子，有人提议用碎布剪成人的模样配以演唱，经历了

漫长的时间洗礼，就形成了皮影老腔。二是认为老腔

起源于明清。有的老腔艺人认为，老腔由说评书演变

而来，评书表演前使用木头敲击桌子，与老腔所用惊

堂木一样，起到警示作用，明清时期双泉村就有表演

评书的艺人，后来评书艺人觉得单纯说书已不能吸引

人们，于是进行改良，给说书加了乐器，边弹边说边

唱，慢慢地形成了老腔。

二、华阴老腔的发展与变革

华阴老腔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但20世纪末以

来，华阴老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摆

脱重重危机，重拾往昔辉煌，华阴老腔开始在演出

分工、演出状态上进行变革，使之更符合观众的审

美需求，以求在多元文化发展中取得一席之地。

就演出分工而言，传统的华阴老腔表演五人

即可，也称“五人忙”。此五人为前手、扦手、后

槽、板胡手、坐档，每位演员须兼数职，吹拉弹唱

皆需精通。前手多位于戏台左边，担任全戏的唱

白，还负责月琴、鼓板、战鼓等的演奏；扦手坐于

屏幕正中，负责用竹签操纵复杂的人、马、景物布

置和表演，偶尔几句道白；后槽位于扦手身后，一

手打梆子，一手敲钟铃，还掌握勾锣、大锣等的演

奏；板胡手位于后槽左边，主要承担胡琴拉奏，还

需负责铰子、铙钹的演奏；坐档多位于戏台左边，

主要负责安装皮影、协助扦手操作，还掌握惊木、

喇叭等的演奏。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老腔表演变革

成“多人忙”，真身走上前台代替皮影进行演出，

分工不再受限于传统的五人分工模式，所有的演员

都可以在舞台上演唱，虽然保留一领众和的演出形

式，但唱段分配有所增加，乐器也是推陈出新，增

加了条凳、破锅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乐器。变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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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喜闻乐见的老腔表演形式，通常是一群年过五旬

的陕西老汉，端着破旧笨重的条凳蹦上舞台，或坐

凳，或席地而蹲，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粗犷豪放的表

演听得台下荡气回肠。

就演出状态而言，传统华阴老腔多在红白喜事

时演出，演出剧目会视场合而变，白事多演《刘备大

报仇》等行孝的剧目，红事多演《罗通扫北》等有关

男情女爱的剧目，祝寿多演《八仙庆寿》，庙会多演

《封神演义》等。舞台多为临时搭建，一般由十八根

椽、四条长绳、几张大桌子、一个幕帐构成，非常简

陋，有时会随着演员晃动。演出时长多为三四个小

时，有时会应观众要求加演，整个演出过程一气呵

成，没有休息，对老腔艺人极具挑战性，而这样的演

出状态对观众来说缺乏新意，吸引不了年轻观众。变

革后的华阴老腔选择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目，或是对传

统剧目进行改编，或是用现代语言进行创作，走进了

央视春晚、地方卫视大型选秀、国际文化艺术节等大

型舞台，演出时长也大幅度缩减，多为十分钟以内，

既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力，又不会给观众带来审美

疲劳。

变革后的华阴老腔自20世纪末期，经过一系列

重要的演出，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着。

1993年，张艺谋导演的《活着》邀请老腔艺人王振

中为葛优配唱老腔，1995电影《桃花满天红》也引

入了老腔的配音，使得老腔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知晓

并关注。2003年，老腔艺人排演的《古韵乡趣》首

次将皮影与音乐剥离，加入了手持纺锤的女性角色，

以及挂着烟袋敲击木头等充满生活气息的表演，还

有一段没有幕布的皮影戏表演，让观众了解到皮影戏

的幕后世界，大获好评。2004年，华阴老腔在首届

中国青年文化周“中华青年民族特色展示会”上获得

传承特别贡献奖；2005年，华阴老腔在渭南市第一

届皮影调演获得优秀演唱奖，先后获奖提高了华阴老

腔的知名度，演出机会也有增多；2006 年，十一位

老腔艺人应邀参与北京人艺话剧《白鹿原》的演出，

在首都观众中产生轰动效应，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

滚”；2007年，华阴老腔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同年，华阴老腔登上央视春节戏曲晚

会，又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随后受邀赴美国和意

大利演出；2008年，华阴老腔培训中心正式成立，

招收了第一批25名学员；2009年，西安音乐学院特

邀华阴老腔艺术团为学院六十周年校庆举办华阴原生

态老腔音乐会；2012年，电影《白鹿原》引入华阴

老腔《将令一声震山川》的唱段；2016年，华阴老

腔携手谭维维登上央视春节晚会舞台，一曲《华阴

老腔一声喊》掀起了又一股老腔热。

三、华阴老腔的传承发展瓶颈

近年来，华阴老腔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欢，

在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发

展，但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老腔面临的问题并未

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其传承发展陷入瓶颈。

华阴老腔后继乏人，面临人走技失的风险。

华阴老腔鼎盛之时，双泉村数百口人，有十余个戏

班，现如今，老腔演唱者寥寥十余人而已。其中，

年龄最长者70多岁，最年轻的也年过半百，加之华

阴老腔沿袭家族式传习模式，传承仅限张氏本族，

不传外姓，目前处于后继乏人的窘境，亟须后继人

才储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阴政府曾于2008年

组织华阴老腔培训班，以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老腔表

演队伍中。一个月的时间只招募了四十余人，且大

都年逾半百，毫无基础，而真正坚持下来的仅有数

人。老腔艺人张喜民曾感慨道：“为了让自己的孙

子学习老腔，自己每次都是连哄带骗。”可见，华

阴老腔在年轻群体中缺少基础，难以吸引年轻人学

习华阴老腔，后继乏人之况愈演愈烈。

华阴老腔文献流失，剧本保存状况堪忧。华阴

老腔传统剧目丰富多彩，从清朝至新中国成立，张

氏族人一直都保存着手抄剧本，但由于年代久远，

加之是个人保存，所以手抄剧本保存状态并不理

想，纸张发黄且有污渍，页脚破损很严重，里面的

字迹也模糊不清。此外，很多传统剧目的演唱靠老

艺人口口相传，并没有剧本传世，导致目前华阴老

腔文献流失情况严重，剧本保存状况堪忧。

华阴老腔观念陈腐，难以满足观众需求。华阴

老腔很多传统剧目由于受所产生时代的影响，其提

倡推崇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对落后。在现

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很难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以致华阴老腔现在处于濒危状态，生

存与发展出现极大危机。

华阴老腔受众面窄，市场运作有待完善。最近

几年，华阴老腔在市场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屡登国家、甚至国际大舞台，但却面临着远离普通

观众的风险。目前，华阴老腔商演价格水涨船高，

很多普通观众望而却步，很难亲身体验华阴老腔独

有的魅力。比如，华山景区的老腔表演门票高达180

元，远远超出了普通观众的消费水平。加之，新媒

体不断涌现，使观众流失严重，特别是年轻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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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翻译欠缺，走出国门步履维艰。随着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实施，越来越多

的中国传统戏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舞台，特别是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宏伟蓝图，加速了中国戏曲，特别

是中国西北地区地方传统戏曲走出国门，传播中国

文化。华阴老腔作为极具大西北特色的地方戏曲，

走出国门的机会理论上应该很多，但华阴老腔翻译

剧本欠缺，极大地限制了华阴老腔的海外传播。

四、华阴老腔的传承发展对策

打破家族传承模式，储备后续人才。家族传

承模式是华阴老腔后续人才匮乏的主要障碍，老腔

若想重现往昔辉煌，打破家族封闭式传承是当务之

急。华阴老腔的传承不应仅局限于张氏一族，应在

相关政府部门的引导下，积极吸收热爱老腔艺术的

戏曲爱好者和有一定演唱基础或演唱天赋的年轻

人，成立老腔培训班，采用师徒制的教习模式，培

养后继力量。华阴老腔艺人也可以和戏剧院校合

作，戏剧院校开设华阴老腔专业，聘请老腔艺人担

任导师，指导学生如何演绎老腔经典剧目，同时，

院校的学习也会提高老腔后继力量的整体素养。

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保护老腔剧本。针对华阴老

腔剧本保存状况堪忧的现状，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投入

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人员力量搜集老腔剧

本，进行归类整理。成立华阴老腔艺术博物馆，将搜

集整理的珍贵的老腔剧本及表演道具等交由专业机构

进行保管，避免因个人保管不当导致破损或遗失。同

时，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对

老腔艺人的传统经典剧目的演唱和皮影的表演进行录

音录像，出版音像制品；将整理好的剧本、文献等结

册出版，这样一来，既可以保护老腔剧本，又可以传

播老腔艺术。

融入现代多元文化，寻求自我创新。为了让

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华阴老腔，老腔应积极融入现

代多元文化，比如与电影、话剧、现代音乐等相融

合，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比如，老腔艺人张喜民

与歌手谭维维在一档名为《中国之星》的综艺节目

合作了一曲《给你一点颜色》，在不到一周的时

间，网上点击率高达千万次。2016年猴年央视春晚

舞台上，张喜民再次携手谭维维演唱歌曲《华阴老

腔一声喊》，再次将老腔艺术与摇滚音乐巧妙融合

在一起，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所以，华阴老腔

融入当代其他艺术形式，对自身的传承发展具有积

极的意义。此外，华阴老腔进行自我创新，在传统

的历史剧目基础上，积极吸收民间故事传说中的正

能量，创作符合时代背景和现代社会特点的新的优

秀剧目，以满足观众需要和老腔发展需求。

利用现代传播途径，完善市场运作。近几年，

新媒体不断涌现，因其传播的便捷性、多样性、高

效性等特点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

机会。新媒体背景下，人人皆可参与到大众传播

中，传播者可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形式，分享

传播自己的知识、体验和观点等。所以，华阴老腔

应该积极利用现代传播途径，将优秀的剧目演出、

唱段、皮影制作、皮影表演等制成视频或音频，利

用网络新媒体的优势，积极推广老腔艺术。同时，

华阴老腔应该成立专门的宣传运作团队，利用现代

传播媒介，完善市场宣传运作机制，抢占文化市

场。此外，华阴老腔应与陕西著名旅游景点合作，

使华阴老腔在陕西著名景区的演出常态化、票价合

理化、表演专业化，同时，老腔艺人应多走进中小

学校以及大专院校，让孩子们、年轻人更好地了解

老腔艺术，体会老腔魅力。

组织老腔剧本翻译，助力国际传播。华阴老腔

地处陕西，而陕西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省份，随着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国外观众

有机会开始接触老腔艺术，而由于语言不通，限制

了华阴老腔在国外观众中的传播，所以，相关政府

机构应该组织专业翻译进行老腔剧本翻译，或是老

腔表演团队聘请翻译专家，让华阴老腔在译本的助

力下，更好地进行海外传播。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曲种之一，华阴老腔在

传承发展之路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有理

由相信，在政府相关机构的重视与扶植下，打破传

统的家族传承模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与

现代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寻求自身创新，借助现代

传播媒介，华阴老腔一定会持续流传下去，在国内

乃至国际舞台大放光彩。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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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华阴老腔说唱词英译研究》，批准

文号：15JK1541以及西安理工大学校科学研究计划

《丝绸之路语境下我国西北地区濒危地方传统戏曲

英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10-451016006的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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