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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陕北二人台的艺术特色

雷　震
(延安教育学院 文史系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陕北二人台的主要艺术特点是故事单纯 、情节集中 、语言丰富 、幽默风趣。它是社会主义戏曲园中一

枝土生土长 、初吐芬芳的山丹丹花 , 是陕北二人台与内蒙二人台 、山西二人台相互影响的结果 ,但又独具特色 ,充满

着浓郁的泥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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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从著名的二人台小戏 《卖菜 》入手 ,对陕

北二人台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及艺术特色作一简要论

述 。

一

　　陕北二人台人物少 ,故事单纯 , “它没有旁枝累

叶 ,往往集中表现一个事件 , 一个主题或一种思

想 ” 。
[ 1] (P104)

其题材总是以人们日常所熟悉的生活事

物为创作的基本材料 ,它所反映的都是人民实实在

在的劳动生活 ,尤其是青年男女间的爱情生活 。

《卖菜》正是这样 ,它的人物只有刘青和二姑娘 ,故

事紧紧围绕着二人的恋爱故事集中展开。卖菜郎刘

青 “下无弟来上无兄 ,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 ” ,家境

贫寒 ,但二姑娘不嫌这些 ,一次在刘青家买菜时 ,二

姑娘大胆地向他吐露了心中的爱慕之情 ,这可 “怕

坏 ”了小刘青 ,他连连推辞 “以后再说 ” ,可这压不住

他胸中燃烧着的情火 。这一天 ,刘青 “担上担子得

溜溜地跑”到王家阎卖菜。二人相遇 ,就出戏了 。

《卖菜》一开场 ,就充满了浓烈的生活气息 。刘

青担着菜担欢快地跑着 ,唱道:“一头担着胡青菜 ,

一头担着水萝卜 ,小葱芫荽和韭菜 ,还有那黄瓜大蒜

卷心白 。”
①
几句简练明快的唱词 ,观众一听就知道

他是个卖菜的 ,加上那 “卖菜啰——— ,小葱 、芫荽和

韭菜 ,还有黄瓜 、大蒜 、大蒜 ——— ”的叫卖声 ,一个陕

北农村朴实 、憨厚 、勤快的卖菜后生 ,便活现在舞台

上了 。 “我小子叫刘青 ,一生未学会其他本事 ,只学

会这卖菜为生 。”刘青的自我介绍 ,有十足的元杂剧

副末登场开白和《西厢记 》张生 “自报家门 ”的味道 ,

采用了我国传统戏剧的程式 。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卖菜 》的最精彩之处 ,

要算人物之间丰富的戏剧性冲突。 《卖菜 》在处理

刘青 、二姑娘倾心相爱又相互耍笑 ,刘青 “卖菜 ” 、二

姑娘 “偷菜 ”等戏剧冲突上是非常曲折 、精巧的。刘

青把菜担到王家阎 ,在二姑娘家门口高声叫卖 ,熟悉

的叫卖声唤出了绣房里的二姑娘:“二姑娘正在家

中绣花朵 ,忽听见门外有卖菜的声 ,莫许是西村的小

刘青 ,我要出去看看你。”这几句 ,不仅引出了戏中

的另一个主要人物 ,而且还突出表现了二姑娘要见

刘青的急切心情。但戏情并不那么简单 ,当二姑娘

走出门时 ,只见刘青却静静地蹲在门道上睡着了。

“卖菜的 ,你醒醒 ,我要买你的那菜哩!”两次呼唤 ,

刘青不醒 。刘青担着菜担 “翻过一架山来转过一道

弯” ,风尘仆仆来见二姑娘 ,可二姑娘就在眼前 ,他

却佯装睡觉。戏暂时平缓下来了 ,有的观众不由得

替刘青叹息。但活泼的二姑娘 “偷 ”了刘青一捆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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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引起了一连串的戏剧冲突 ,舞台上的气氛立即

又热闹开了:刘青高叫着 “哎———谁偷了我的菜快

交出来 、交出来 , 不然 , 搜出来不要脸红 , 不要脸

红 ——— ”二姑娘坚持 “我不买你那菜 ” ;二姑娘要付

刘青菜钱 ,刘青不要;刘青要二姑娘唱段小曲 ,二姑

娘不唱 。至此 ,戏由一人说到二人对说 ,从一人唱到

二人唱 ,再从二人唱到二人轮唱 、合唱 ,气氛极为欢

快 。到 “种菜 ”戏情发展到了高潮 , “叫一声刘青

哥 ——— ” “叫一声咱二妹子 ——— ”二人亲切欢乐的对

唱 ,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热烈的爱情。 “你爱我来我

爱你 ,配成一对好夫妻 ,欢欢喜喜过光景 ,安康无忧

度光阴 。”这几句合唱不仅表现了真挚爱情 ,而且也

反映了陕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 。

“民间小戏的人物是最神采的 ” 。
[ 1] (P104)

《卖菜 》

就是在这简单的人物 、单纯的故事 、集中的情节中 ,

“以最经济的篇幅和最洗练的手法 ”通过 “卖菜 ” 、

“偷菜” 、“种菜”等矛盾冲突 ,曲折生动地 “塑造出有

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
[ 1] (P104)

深刻地表现了陕北这对

男女青年恋爱 、婚姻的有趣生活。多少年来 , 《卖

菜 》久演不衰 , 深受陕北人民尤其是神府人民的欢

迎和喜爱。

二

　　陕北二人台语言朴素 、生动 、活泼 、土色土香 ,充

满着浓郁的陕北泥土气息 。这不仅是陕北二人台深

受人们欢迎喜爱的关键所在 ,也是它不同于内蒙 、山

西二人台的突出特色 。

地方特色是地方小戏的重要因素 ,但这种特色 ,

不是抹上一层 “色 ” ,而是泡透了的 “色 ” 。 《卖菜 》

不仅在题材上选用了人民生活中最常见的事 ,而且

在戏剧的语言运用上也是颇有讲究的 。陕北二人台

的唱词一般是以 4句为一段 ,每句 7个字 ,但并不死

板 ,有时因衬字的关系或者是口语方言的使用 ,也常

常打破这种格式 ,但仍保持着 “ ××　 × ×　 ××

　 ×”式的唱法 , 《卖菜 》的语言既不像 “古戏 ”追求

词汇的典雅 、华丽 ,也不同于其他 “大戏 ”在唱 、白中

安排一些公式化的套语。 《卖菜 》的语言就是从丰

富的民间语言中吸取来的 , “简练 、鲜明 、准确生动 ,

而且形象饱满 ,富有动作性” 。
[ 1] (P105)

小戏是原原本

本的陕北方言 ,通俗 、顺耳 、好听 、亲切 ,完全用口语 ,

几乎没有什么修饰 ,具有一种朴素的美 。如 “偷菜 ”

一段中刘青与二姑娘的对话:

刘青:二姑娘 ,你给把门开开。

二姑娘:不能开。

刘青:开上一扇 ,

二姑娘:半扇也不能开 。

刘青:噢 ,那你给开上半扇 ,

二姑娘:一点也不能开。

刘青:二姑娘 ,你给开上个猴格拉拉还不行?

二姑娘:猴格拉拉也不能开。

这段对话 ,用地道的陕北神府话对说 ,再加上声调上

的艺术处理 ,尤其是演员台上的逼真表演 , 有趣极

了。陕北二人台中陕北方言灵活 、生动运用之美妙 ,

无法用语言表述。

陕北二人台 , “它的风土气息很浓厚 ,具有鲜明

的地方色彩” 。
[ 1] (P25)

《卖菜》中的刘青 、二姑娘 ,都是

活生生的陕北人 ,他俩的衣着是陕北人的打扮 ,话语

是陕北人的方言 ,戏中所卖的菜也都是陕北人熟悉

的 、经常食用的菜。陕北的风土民俗 、山川草木 ,在

二人台中均可看到 ,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息 。

三

　　陕北二人台 “以幽默风趣见长 ” ,
[ 1] (P105)

富有强

烈的戏剧性和真实感。这点和其人物少 、结构单纯

以及语言健康活泼是分不开的。

刘青一上场 ,刚自我介绍完 ,就笑嘻嘻地说道:

“说着说着 ,我倒想起来了 ,那一天 ,二姑娘到我家

来买菜 ,蹭蹭磨磨地往我家炕上一坐 ,就不走了 ,还

和我说说笑笑 ,打打闹闹 ,说她非要嫁给我不行… …

你说 ,我家很穷 ,哪能娶起个老婆 ,这 ,这 ,这 …… ”

“二姑娘呀二姑娘 ,我要能娶得上你这么个老婆 ,那

该有多好呀!”这两段自白 ,前矛后盾 ,趣味无穷 ,经

演员伴有动作和逼真情态的表演 ,活灵活现地反映

了憨厚 、善良 、勤快和向往美好爱情生活的陕北后生

既怕又喜的微妙心理。

卖菜郎刘青向往与二姑娘成婚之后家庭生活的

幸福 、美满那一段 ,更是有趣:“我卖菜来你做饭 ,你

烧火来我打炭 ,你包那饺子我捣蒜 ,小日子过得多美

满。过上那三年两载 ,再生上个小宝宝 ,嗯———咱们

全家三口人 ,哎 ———不对!”沉醉在甜美中的痴刘青

一愣 , “还有我妈哩 !”刘青从幻想中回到现实 ,差点

竟遗忘了家中的老母亲 ,观众不由得捧腹大笑。即

使这样 ,卖菜郎还是得意洋洋 ,他干脆放开嗓门大唱

了:“叫你一声妈来哟叫我一声大(即爸)啊 ,全家人

乐得笑哈哈! ” “哈哈哈…… ”台上台下的笑声响成

了一片 ,高兴中的刘青 “把腰险点闪了 ” ,观众又是

一阵大笑。再看刘青挑起菜担却正儿八经地说:

“闲话少说 ,卖菜要紧!”他吆喝着远去了 。

刘青的这一段独台戏 ,妙趣横生 ,具有极强的幽

默感 。不过更精彩的还要数刘青 、二姑娘的二人戏:

二姑娘明知地上佯装睡觉的就是心上人刘青哥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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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叫 “卖菜的” ;刘青也清楚二姑娘拿一捆菜是和

他开玩笑 ,却要板着脸孔硬说二姑娘 “偷”了他的

菜 ,非要见官评理不可;“拿走 ?你那巧嘴嘴倒会说

个话话 ” ,刘青口上的埋怨掩饰不了心中爱慕赞美

之情;二姑娘会唱小曲不唱 , 却套着问刘青 “你家

… …你家有几口人 ?” … …二人互报家门的对唱更

是余味无穷:

刘　青:刘青我下无弟来上无兄 ,

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 ,

今年我是二呀二十三 ,

到现在我还没有配过婚 。

二姑娘:二姑娘今年十八整 ,

青春少年一枝花 ,

姐姐今年出了嫁 ,

我还没有说婆家。

二姑娘埋怨刘青 “谁管你配婚不配婚” ,刘青嫌二姑

娘 “谁问你有婆家没婆家 ” ,但 “心有灵犀一点通” ,

正是在这里 ,在这充满了风趣好笑的对话 、对唱中 ,

吐露了一对热恋情人的强烈爱情。

四

　　陕北西北 、正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为邻 ,正东与山

西隔河相望 。陕北二人台与内蒙二人台 、山西二人

台相互影响 ,但它们毕竟不同 ,除了方言 、衣着外 ,主

要还表现在不同的演唱风格上 。内蒙古二人台的曲

调平缓 ,唱出来悠扬 ,抒情味道相当浓厚。其中好多

唱腔都是采用内蒙的 “爬山调 ” ,欣赏内蒙古二人台

的唱腔 ,随时都可以使人联想到:蓝蓝的天上飘着几

丝淡淡的云彩 ,地上一望无际的辽阔的绿色草原 ,还

有那马儿 、羊群……山西二人台和陕北二人台的曲

调则丰富多彩 、优美动人 ,其调式 “尤以徵 、商调式

为最多 ,而宫 、羽调 式较少 。这与陕北 、晋西北一带

的民歌有血缘关系。”但山西二人台唱法追求华丽 、

精巧和热烈 ,而陕北二人台却粗犷 、高亢 ,充满了陕

北黄土高原的泥土气息 ,演唱出来则是另外一种风

格。

陕北二人台不仅有别于内蒙 、山西二人台 ,而且

也不同于东北的二人转。二人转有 “单出头 ” 、 “拉

场戏 ” 、“双玩艺儿 ”之分 ,在表现手段上有唱 、说 、

扮 、舞和手绢 、扇子 、大板 、玉子板等 “四功一绝 ” 。

二人转随着电视剧 《刘老根 》的热播已家喻户晓 ,陕

北二人台与其相比并不逊色 。它不仅有霸王鞭 、扇

子 、菜筐 、担子等传统小道具 ,而且还有梅笛 、扬琴 、

四胡和桶子 、简板 、手锣 、小镲 、四块瓦等打击乐 ,

“特别是在专业剧团 ,在原来三大件(竹笛 、四弦 、小

洋琴)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高胡 、二胡 、中胡 、三弦 、

琵琶 、阮和笙等乐器;打击乐器也吸收了戏曲乐队的

编制 ,增添了板 、牙子 、小鼓 、小钗 、手锣等。”在表现

手段上虽不能说是 “唱 ” 、 “说 ” 、 “舞 ” 、 “扮 ”面面俱

到 ,但在 “唱”上却是别具特色的。 “装饰音和滑音

的大量使用 ,对二人台音乐起了润色美化作用 ,也是

它在演唱艺术上的一大特点 。如果说唱二人台要讲

究`味儿 '的话 ,那么装饰音和滑音就是一个必不可

少的要素 。”陕北二人台板式上也较全面 ,不仅有亮

调 、慢板 、流水板 、二流水 ,还时常出现捏字板 。就戏

剧性而言 ,陕北二人台要比东北二人转更突出 、更浓

烈。

陕北府谷有句民谣说得好:“唱起二人台 ,婆姨

娃娃勾不拌鞋(意为来不及穿好鞋)” ,陕北二人台

扮的是陕北人民熟悉的人 ,演的是人民关心的事 ,说

的是人民常说的话 ,唱的是人民顺耳的歌 ,它和陕北

人民心贴心。因此 ,人民欢迎它 ,喜爱它 ,爱看它 ,爱

唱它 ,陕北二人台是陕北人民的掌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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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ArtisticCharacteristicsoftheSong-and-DanceDuetPopularinNorthernShaanx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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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ofLiteratureandHistoryYananInstituteofEducation,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Byanalyzingthefamousplaymaicaii.e.SellingVegetables, thepaperexploresthemaincharacteris-

ticsofthesong-and-danceduetpopularinnorthernShaanxiprovince.Thesimpleandconciseplotsaswellas

therichandhumorouslanguagesmakeitstandoutamongtheotherplayslikeanindigenousredmorningstarlily.

Thesong-and-danceduetpopularinnorthernShaanxiprovinceinfluencesoneanotherwiththoseinInnerMon-

goliaandthoseinShanxiprovince, butshowsitsuniquenesswithlocal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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