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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白鹿原》与华阴老腔 
 

作家、媒体人  邢小俊 
 

 
    “我们早早起了床，收拾好东西就往西安赶⋯⋯面对吊唁人群演唱时，我害怕唱不下去，但
还是坚持了下来⋯⋯”唱完那一瞬，70岁老腔传承人张喜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喷涌而出。 
    5月 4日上午 10时，陕西省作协大院追思堂前，11位艺人首次站立表演，用“哭腔哀声”，
吼唱《白鹿原》片头曲，用苍凉、悲壮、凄婉的远古之音、雄沉之气，深切悼念一位让华阴老腔

走向世界的大作家。 
    渊源 
    “忠实老师是重新发现华阴老腔的伯乐，是老腔艺人心目中遮风挡雨的大树!” 
    5 月 21 日上午，华阴老腔保护中心主任党安华一大早就在西安音乐厅录制节目，他说：“对
老腔来说，把一个恩人和导师失去了。”谈起陈忠实与老腔的渊源，在送走先生已半个月的这个

清晨，党安华言辞间仍难掩悲痛。 
    陈忠实一辈子业余爱好甚少，好听几句秦腔，尤其以华阴老腔为甚。先生不会唱，就是喜欢
听。每每听到忘情，就会哈哈大笑或是咬牙切齿、捶胸顿足。 
    华山高耸，黄河、洛水、渭水三河静流。华山北麓与渭水之间的丰腴之地谓之华阴，蒿草齐
腰、古韵犹存的千年壑塬之上，农人们三三两两步上塬，手里拿着家伙什，或是揣着锣、竹板，

或是提着月琴，拿着板胡，还有自家那各色不一的板凳和坐具。俟一人吼起，众人帮腔，以木击

板，苍凉悲壮之气扑面砸来，汉唐遗音——华阴老腔，一声长吼回荡在天际，窜入云端⋯⋯ 
    老腔在明清两代曾经辉煌过，华阴境内有十多个班社，活跃在周边的陕西、山西、河南一带。
十几年前，华阴老腔曾呈萧条之情状，能表演老腔的演员屈指可数。 
    据党安华说，华阴老腔与陈忠实是在 2004 年初第一次结缘的，当时老腔到西安为省两会代
表演出，陈忠实就在台下观看，但艺人们并不知道陈老师坐在下面。 
    陈忠实 2012年 8月 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里描述：“2004
年春节的气氛尚未散尽，一位在省政府做经济工作又酷爱文化工作的官员朋友告知我，春节放假

期间，由他联络并组织了一台陕西民间多剧种的演出。尽管他着重说老腔如何如何，我却很难产

生惊诧之类的反应，这是基于一种庸常的判断：我在关中地区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老腔

这个剧种，可见其影响的宽窄了。” 
    等欣赏到老腔表演，陈忠实陷入了沉迷和遐想：“这样富于艺术魅力的老腔，此前却未听说
过，也就缺失了老腔旋律的熏陶，设想心底如若有老腔的旋律不时响动，肯定会影响到我对关中

乡村生活的感受和体味，也会影响到笔下文字的色调和质地⋯⋯”从此，华阴老腔与陈忠实就结

下了不解之缘。 
    两个月后，陕西省发改委做民间文化调研，到华阴后，要求看老腔。其中一位领导说：“陈
忠实老师推荐说，华阴有个好东西。”调研组看后很感动，随后邀请在西安音乐学院演出，当时

台下就有不少文化名人和专家。 
    2005年，陈忠实把华阴老腔班推荐给话剧《白鹿原》导演林兆华，一经在舞台亮相，濒临死
亡的老腔，命运开始发生逆转。 
    后来，在话剧《白鹿原》筹备阶段，编剧孟冰电话嘱陈忠实提供关中民间歌谣。陈忠实几乎
本能地想到几句流传甚广的既能唱也能顺口溜出的词儿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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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两步全当没走。前奔颅后马勺都有骨头。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

上地在下你娃甭牛⋯⋯”孟冰甚感兴趣，这样结实的大实话似乎只有在关中这块苍茫土地上才会

产生。于是，话剧《白鹿原》的主题曲由白毛老汉们唱响了，唱词《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成

了老腔经典唱词。 
    2006年 6月，一场秦腔和老腔的专场演出《老腔·秦腔〈白鹿原〉原生态作品音乐会》在北
京中山音乐堂举行，演员濮存昕优雅自如地担当主持人，郑重而又幽默，在表演高潮时他竟然上

了台，模仿艺人张四季的动作，用枣木块狠狠砸起凳子，引起台下一片叫好，观众充分感知到这

位艺术家对来自民间的艺术演员的敬重之情。 
    当濮存昕向观众介绍《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就在台下，大家的目光随主持人手指的方向
聚焦时，却并没有看到陈忠实。党安华说，演出结束后他问陈忠实演出时到哪里去了？陈忠实说：

“刚才艺人们演得好，我感动得不停流泪，坐在前排怕被媒体人看到了不好，哪像个陕西汉子!
我悄悄地由前排挪到了最后一排。”其性格情感深重的秉性可见一斑。 
    其实当时的情形是，党安华正为老腔的人才断档、后继无人而揪心。华阴活跃在乡村的自演
自乐的或紧凑或松散的班社，当时仅有“白毛”班社算拿得出手，究其原因，关键的一条是经济

效益太差，收入低微，不仅年轻人看不上这个行当，那些颇具演唱天赋的老艺人也另谋出路了。 
    2006年，老腔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忠实一边极力向外界推荐老腔，一
边更关注其生存危机和传承。 
    欣慰的是，自参与话剧《白鹿原》演出后，华阴老腔的好事不期而至，且不说在陕西当地被
邀频频出场，还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千秋华宴——2007春节戏曲晚会”的高台，同时又受邀
参加中国文联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百花迎春”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出。紧随其后，又赴上海、

成都、深圳、湖北、苏州等省市演出；不止一次到中国港台地区演出；在文化部的安排下，先后

到日本、德国、美国献演；知名港台歌手任贤齐赶到华阴跟白毛老汉等人学唱老腔；韩国国家电

视台追到华阴碾峪乡双泉村，不惜费时一周拍摄老腔艺术专题片⋯⋯ 
    十几年来，老腔和北京人艺《白鹿原》剧组经常排练，党安华等人与陈忠实就有了更密切的
接触，年龄相仿的张喜民与陈忠实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此后，陈忠实还两次专程来华阴看望老腔艺人，并对老腔的推广和传承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
“原生态艺术不要受外界污染，要保持老腔文化艺术的纯洁性和纯真性，不要跟风，不要把先人

留下的东西弄得变形变味。”针对一些文化现象，陈忠实对老腔提出了真诚的警示。党安华说：“他

几乎每次都要叮咛，让老艺人们保重身体。有个朋友给娃办事，求陈老师一幅字当礼品送，朋友

给陈老师拿了润笔费，陈老师说给娃办事，不光不能收钱，字还要写好。” 
    还有一些感人的事：老腔唱词有陈忠实写的，获奖后，老腔艺人们要给陈忠实一些版权费，
他说什么也不收。有一家公司出光碟，与陈忠实商量版权费事宜，陈忠实说：“你把这钱给老腔

艺人‘白毛’，我分文不收。” 
    我常想，先生的性格、骨气与华阴老腔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呢？ 
    先生文字里慷慨激昂的旋律，吃钢咬铁的气势，仿佛老腔永远都是他作品的贯穿红线与背景
音乐。老腔吼起来字正腔圆、音乐形象顶天立地，是豁达豪放、爱憎分明、撼天动地的艺术，这

正同先生堂堂正正的品格一样。先生的作品中，多见金石有声、慷慨悲歌之士。大家的印象中，

陈先生说起话来，总是是非分明、斩钉截铁，绝不含糊其辞，阳奉阴违。言谈话语不藏情，喜怒

哀乐溢于表，地道的秦腔道白，梆子爽朗，掷地铿锵。 
    先生的一生就是一台高亢激越的老腔大戏，如今唱到高潮，戛然而止。他的离世给社会造成
了很大震动，不仅仅是因为其作品的艺术高度，更因为他的文学思想与精神风范代表着社会正义

和人们的期望。他的全部作品，他一贯的文艺思想与创作态度，他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代表了

一种正确的方向和中国人渴望补充精神钙质的强烈愿望。 
    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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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原上的樱桃红了，那位用生命书写《白鹿原》的先生却走了。4月 29日晨间，晨光刚刚
唤醒这座城市的人们，中国文坛最好的作家之一陈忠实，却走完了 74载人生路，溘然长逝。 
    祭奠灵堂一处设在建国路陕西省作协大院，另外一处在复聪路高教公寓。 
    消息传开，满目哀伤，先生驾鹤西去，整个社会的神经被牵动，给许多熟识的不熟识的人都
带来巨大的悲痛和遗憾。一批又一批的市民、读者自发赶到省作协在高桂滋公馆的追思堂，洁白

的鲜花寄托着人们无尽的哀思。 
    从早上 8点到晚上 8点，吊唁的人一队接一队。 
    “听到陈忠实老师去世的消息，就像头顶响了个炸雷，这么好的老汉，咋说走就走了。当时，
正准备北京演出，演出结束后，急忙赶回来送陈老师。”华阴老腔艺术家们要“吼一声”为先生

送行。5 月 4 日，他们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好东西，提着表演要用的凳子等道具到华阴市与吊唁
的队伍汇合，从 120公里之外的华阴赶赴西安。一改原来高昂的腔调，第一次以站立的形式，用
“哭腔”哀声吼出了《白鹿原》片头曲《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他们以独有的方式表达敬意，

悼念恩师、巨匠，其苍凉悲壮的气质感染了在场的人，纷纷潸然泪下⋯⋯ 
    老腔艺人张转民、张喜民、张拾民是三兄弟。十几年来在全国屡获大奖，在老腔艺术保护、
创新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70岁的张喜民是张家子弟中演唱声名最大的一个。他悲戚地说：“这些天来，心里一直不美，
很难受。”陈忠实给他的印象是：“朴素，是个老实人，没有拐弯抹角，很亲近，像一个村里的人”。 
    “2005年 6月在西安为北京人艺《白鹿原》创作组人员演出，第一次见到陈忠实老师，看他
穿的是农民衣服，说的是农民话，感觉到和老腔的关系特密切。后来，陈忠实老师来双泉村采风，

他说，你们唱这老腔，真正是把先人那些继承下来了。”张喜民说：“一次在我家吃饭时，陈忠实

老师曾经风趣地说：我知道我老婆蒸的馍好，谁知道喜民老婆蒸的馍还好。走时，我特意给陈老

师带了几个农家馍和一袋农家面粉。” 
    73 岁的张转民说：“陈老师来双泉村采风时，很关心老腔的发展，问观众多不多，外出演出
情况，自己感觉演得咋样。经过多年交往，我感到陈忠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平易近人的人，没

有架子的人⋯⋯” 
    63 岁的张拾民说：“陈老师留下的宝贵遗产不单单是《白鹿原》这部作品，他对老腔贡献也
很大，他的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大文豪。” 
    传承 
    5月 21日上午，西安音乐厅，国家电网正在录制品牌建设主题宣传片，巧妙地融入了华阴老
腔的因素。策划人王朝锋说：老腔走进大型国企的企业文化宣传片中，是一种创意，也是一种融

合与推广。 
    其实，自唐代始，老腔的说唱形式一直与皮影戏融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互为载体的封闭式
演出，老腔艺人们处在被包得严严实实的环境中，对于艺人，观众“不见其人只闻其声”。 
    2001年，一个偶然的创意使得老腔演唱从皮影中剥离出来，演员阵容和乐器增加了，演出场
所变了。党安华就是促成这一改革的关键人物。 
    那是一个不经意的发现。2001年的一天，张喜民的戏班在城郊唱戏。党安华陪朋友去修葺舞
台，只见台上皮影短兵相接，好不热闹，可台下却冷冷清清，只有三人。他掀起了帷幕，这一掀，

让党安华“惊呆”了——张喜民怀抱月琴，仰头高歌的样子，他十多年未忘。“后面的东西真是

太精彩了!单是靠看皮影戏的时候听他们的演奏，感受不到那种激情和冲击。”学导演出身的党安
华意识到，与其把皮影戏呈现给观众，不如把最原生态的东西呈现给观众。自此，老腔艺人们正

式走上前台。 
    和老腔艺人一起走过 15年风雨，党安华认为，老腔之所以打动人，因为它是原生态的东西，
把农民的憨厚朴实、艰辛豁达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和皮影戏剥离开来，但它的风格一

直没有被破坏，它最大的魅力就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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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腔影戏传统剧目有一百多本，至今流传的不到八十本。曾经，老腔与许多非遗项目一样，
面临着传承的困境，老腔艺人中最大的 78岁，最小的也已经 61岁，传承人屈指可数。 
    回溯十几年，老腔文化的繁荣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走出困境之路也不是单一力量推广、推进
的，有人形象地比喻“是一把把钥匙合起来，打开了一把生锈的锁”： 
    2005年，由于陈忠实给导演林兆华的强力推荐，濒临危境的华阴老腔与话剧《白鹿原》成功
融合，由陕西走向了北京，北京观众接受了老腔，在新闻媒体和政府的不断推广活动中老腔声名

远播，连演 87场，由此走向全国。 
    2008年，张喜民被文化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阴老腔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2012年，有意识地使用老腔元素的电影《白鹿原》在全国热映，再次形成对老腔的强力宣传。
电影《白鹿原》制作完成后，《光明日报》编辑韩小蕙有幸先睹为快，她被其中“老腔”那一段

戏震撼得目瞪口呆。2012年 8月 3日，《光明日报》13版用一个彩版，配上了演出图片、油画，
推出陈忠实的文章《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充分展现出老腔独特的魅力。 
    2014 年，老腔再度登上《新闻联播》，节目介绍了老腔与马年春晚失之交臂的过程，并对老
腔融入流行元素的开放式表演进行了介绍。 
    2015年 12月 5日，东方卫视《中国之星》节目中，歌手谭维维《给你一点颜色》，把传统曲
艺和摇滚乐“混搭”结合的表演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发源于西方的摇滚乐，根植于黄土高坡的

老腔，这两种看起来没有任何相关性的艺术形式，完美跨界融合，又给走出困境的老腔加了一把

力，亦算是传统戏曲剧种推广和保护的一次成功尝试⋯⋯ 
    2 月 7 日晚，2016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谭维维再次演绎《华阴老腔一声喊》，让
观众感受到了“黄土与摇滚、电声与弦乐的碰撞”。 
    2月 15日，华阴市政府举行表彰会，为张喜民等老腔艺人颁发 30万元奖金和“突出贡献奖”
奖状，获奖理由是“实现了多年来的‘春晚梦’”，极大地提升了华阴、华山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3 月 1 日，华阴老腔亮相“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开幕式。作为压轴节目，华阴老腔把现场
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4 月 2 日，6 位华阴老腔艺人，把原始、苍凉悲壮、粗犷豪放的“远古之音”带上了西安北
至深圳北的 G824次高铁列车。 
    5 月 9 日，西安警花陈卫在央视《星光大道》月赛中混搭华阴老腔艺人，演绎了一曲《在希
望的田野上》。一个歌声细腻温柔，一个吼得尘土飞扬。这也是老腔与民族唱法歌者的首次“混

搭”。 
    5 月 16 日，渭南市“文化根脉 薪火相传——秦东非遗进校园”活动启动。华阴老腔等一批
特色非遗项目，陆续走进渭南各中小学校园，与学生们零距离接触 
    ………… 
    老腔与各种艺术形式多样的融合，来自政府、民间等各方各层的推动，各种新闻形态的推介
宣传，终于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合力——国家级“非遗”项目华阴老腔就这么活下来了，火起来了!
老腔开始走向世界! 
    如今，华阴老腔空前活跃，形势看涨。当地不仅重新组织起不少演出班社，许多具备天资的
年轻人也练开了嗓子，拜起师傅，经常活跃的已有 8个班社。党安华、白毛老汉们不再担心断档
的事了⋯⋯一时间，不仅谭维维成了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华阴老腔的艺术家们的电话也几乎被

打爆，采访邀约接连不断。老腔这匹“千里马”，已飞奔出国门，驰骋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

家地区的国际舞台上，成为一张代表陕西乃至中国的靓丽名片。 
    老腔从皮影中剥离是不是变味了？坚守与传承是否水火不容？华阴老腔今后如何更好地传
承？ 
    6 月 2 日，纪录片《华阴老腔》传承研讨会在渭南召开，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将为老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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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大型纪录片，由李华俊担纲总导演，阵容强大。 
    研讨会上，专家纷纷发言，为老腔传承建言献策。 
    党安华说：“把老腔从皮影中剥离出来，是不是最好的传承？我 2001年与老腔结缘，一直也
在反思和自我批评⋯⋯民间的东西有先天不足，需要一批文化人一起把它推进。今天老腔走进高

校，计划开设艺术班、兴趣班，可喜!” 
    张喜民说：“老腔从小地方到大舞台，走到现在的地步真不容易，传承是个大问题。2010年、
2014年政府办了两期培训班，有 100多人参加，年龄偏大，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不多。另外，老腔
艺人都不识谱，专家曾建议转化成五线谱便于传承⋯⋯我天天都要去野地里练嗓子，现在说服正

在上大学的孙子张猛学老腔⋯⋯” 
    华阴市文化局局长郝富仓说：“传承不能只是一种坚守，一定要走融合的路子，借助其他元
素，用创意包装，开辟更有效用的传承之路。以老腔与北京人艺的融合为例，地方小戏与高雅的

话剧融合，达到很好的效果。” 
    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屈健说：“传承与创新是艺术发展的两个面，缺一不可。华阴老腔与
各种艺术形式进行‘混搭’的效果，即是眼前的成功例证。” 
    种种迹象表明：“东方摇滚”的华阴老腔，似乎终于冲破了它与现代艺术间的那道厚厚的围
墙。 
    老腔的发展，为非遗项目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的路子——传统风格与现代审美的高度契合，在
舞台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没有变质变味，而是用对传统敬畏与诚意征服了观众。 
    先生远去，老腔传承!抚卷沉思，除了巨著《白鹿原》，陈忠实一生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可
能就是直接推动了老腔的传承。 
    陈忠实与《白鹿原》，凭借其社会影响力，引起了外界对于华阴老腔的关注。华阴老腔在继
承与创新之间的种种成功尝试，也为其他濒危状态传统曲艺的传承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邢小俊，曾获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等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