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佼有倩陡的职亚班社
,

箱子筒陋 , ’

权没有更好的活动
·

时商 ,, 多少年来 , 还没肴在城市演出过 `

`

一九五九年专区凰众丈艺会演时
,

榆林专区剧团

向参加会演的道情老艺人作了前固和学习
, 尝献性的

用道情排演了一些小型现代剧
。

这次参加全省新搬上

舞台会演大会时
,

为适应粼彪复杂情感的氰瘤
, 把东

路道情和周简老道情合而为
一 ,

.

排演了现代剧
,

’

使它

在党白饭交艺方封和毛主席文艺思想光辉照耀下 , 更好

娜 为无产阶极的政治月踌
, 为社会主义建毅服务

。

( 榆解专区演出代表团 )
’

、

平 益
’ .

价 子
、

加了反
、

正弦板胡各一把 ; 严格料正了唱腔 , 努力加

工排炼 ; 另外还吸收了秦腔等居卿的道白和 表 演程

式
, 使它得到甲定的丰富

。

加工以后 , 再次演出
,

效果就完全两样了
。

拿假

反映靓: “ 晋乐文雅优美
, 具是我们的地方戏 , 今后

希望多演
·

一
”

在我们将孩剧种和搬止舞台的拉程中
,

首先使我

钾弓感到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谭大 , 象平弓奢曲子这样成畏

还很不成熟的演唱形式 , 只有在党的镇导和扶持书
才有可能搬上舞台

` , 发展成为一个居卿
,

使它更好地

为社会主义慈款堆务
。

( 凤翔演 出代表 团 )

当我们接受了党委提出的将风翔的平弦曲子搬上
、

舞台的指示以后
,

`

全体同志叫致款为这是发锡民简优

秀艺水提扮含 ,
食何 “ 百花齐放 , 推陈比新

” !

文艺方断

的一填光荣任务
, 因而人人信心百倍

,
干勤十足

, 以

最声沪勺决心河京服各种困难厂采集当地民替曲稠
,
争

洲在很短的时简内 , 把它姆出舞台
, 使它尽快地为社

会主义建表服务
。

-

平弦曲子是风翔地区办七行的民简小曲的一种
。

风

翔地区的小曲 , 根据它的曲翻风格和歌唱白惜域
,

大
’

的可分为三都分
: ( 二 》平弦曲子流行在凤翔地区

,

曲躺清脆宏亮
,

宜童声和女高晋清唱 ;
、

( 二 )越稠曲

子 ,

澎了在岐山及凤翔部分地区
, 曲稠宏像雄壮 , 宜

,

成人清唱扩 ( 三 )
_

另外还有一些凤翔曲牌
,

是凤翔地

区独有的
,

韵郁哆个曲牌
, }

专供演唱过八多消汀奏曲

用
。

三种共们有 2D 。丁多个曲霭
。

原来多系逢庙会和过

节时地镯青唱` 谈有遵由扩有漂郭勺地方色彩
夕 深为

农民拿众欢迎
.

乐
制全甄

产

摔子味{
1

好
, 笛入

一

板

胡为主
, 井配合演唱帮睦

。

演唱 节目
,

多系 《 强速卖

布 , ` 借醋 》 ` 重台 》 《 卖水 “ 借水 》

等局剧或抒
情剧

。 `

一
仁 孔 、一

’

我们是一个秦腔剧团苏对于演唱民简曲子没有基
`

础 , 初学时
, 借遇到一定的困难

。

如 曲予的搜熟
,

演具的拣唱
,

都超过一番艰苦的工作
。

但是在同志们

积极努力下
,
忽十咨天日夜苦战

,

将原曲洞从老艺人

弹奏中馨成筒槽厂配上剧熟 二面由乐队学曲
,

`

一面

抬演且教稠 、 顺板
。

初次藏演以后
,

大家都感到 “ 地

方风味不强 ” 。
在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和 关怀下

,

接肴攀挥终植了二出能表现昔乐特色
,

而又此曲子其

它节 目稍有积极意义的
《 强华买妾 》 , 作为拙承

。 ,

这

一剧种的节目二并且粗袖尉睑
, 吸收了饮进意兑

,
`

增

。
2 2

。
;

陕 }北 1二 {人 1台
` .

/ “ 二人合
”
是沫行在神木

、

府谷一带和内蒙古南

部
、

·

山西西北部的一个地方 “ 土戏曲
” 。

它有近四+

年的历史
.

二人台涎生初期是坐雄小唱
, 主要演唱一

些反映本瀚区人民生活的民歌小稠 , 有时一个人自拉

自唱 , 有时三四个人` 起演唱的
夕 当时称 为 “ 小玩

艺分 。

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化装演
’

唱 , 有踢琴四弦伴奏
, 作一些筒单的舞蹈 , 毯样 , 初

梦地成是为一种具有摄厚地方色采和民简风格的歌舞

刁嘱卜 也开始有了一些三五人祖成的小班社
,

活跃在
农村里 , 井受到厂大摹众晶欢迎

, 摹众称它们是 “ 二
`

办用任子
”
或者二人社

。

但是 , 在国民党反动就治的摧

舜书 艺术得不到发展
,

艺人们过着巅沛流 浪 的 生

活 , 使这锯叮种走向停渭澎日衰退的道路
。 `

解放后 ,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镇导和积极扶持下
, ,

在党的 “ 百花济放
,

推陈出新
”
的文艺方刽指导下

,

“ 二人台
”

— 这枝生畏在民简的花知 得到了阳光
、

和甘露均滋李背
,

扭速地成畏和发展起来
,

重新回到劳

动人民的怀抱
。

’

生活的变革
,

.

引起艺术上 的 变 革
,

“ 二人台 为 又以一个充消爹无限生命力的
,

有着罄松喻
·

快
、

乐观
,

活艘
、

具有独特风格的民尚艺术形式出现

在舞台出 , 井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

现在 “ 二人台
”
发展的更加园满半富了 , 拿乐器

来藐
,

’

过去件奏乐器有洋琴
、
四弦

、

笛子 , 打 击乐

器只有一个四真瓦
, 现在在粉弦管乐上 :

洋琴
、
三

弦
、

笛子气 二胡
、

四弦等 , 打乐也有了 牙子
、

抓
爆

、

叙
、

小耸少曲稠也半富了 , 不仅二人能唱
,

十人
`

二十人供能唱
` 不仅能演小的歌

缈
目

,

也能演古典

本戏和貌代戏
, 有了广圃的发展前途

。

(榆林专区代表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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