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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摇滚乐中的华阴老腔

摘 要: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总是可以令人眼前一亮，陕西华阴老腔与摇滚乐的结合，无疑让观

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新奇。老腔首次同摇滚乐结合是在选秀节目《中国之

星》的舞台，其次又亮相于 2016 年央视猴年春晚，但这种“混搭风”让观众耳目一新的

同时，也让笔者产生了些许反思。本文将对华阴老腔与摇滚乐这种“混搭风”形式的

作品作出理论分析，通过分析现代观众的审美价值，反思中国民族音乐文化( 以华阴

老腔为代表) 如何在既不失核心价值的同时，又能适应时代需要的前提下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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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华阴老腔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起源于西汉时期，在黄河渭河的交汇处，有一座西通长

安的水陆码头。码头上一群船工，他们拉船时总是一人起头喊号子，众人跟着一起喊，一齐用力

有人用一块木头有节奏地打击船板，这号子便有了一种号召，一种合力。黄河边上的船工就这样

拉了两千年，一人起头喊号子成了一人主唱，众人跟着一起喊成了众人帮腔满台吼，木块击板成

了乐器，黄河岸边于是有了一种独特的戏种———老腔。老腔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所

以称老腔为华阴老腔。华阴老腔属于板腔体的传统戏剧，且在 2007 年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这使得原来“默默无闻”的老腔，一下子“高调”了起来。让华阴老腔突然火起来的原因并

不是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在 2006 年的 6 月，由北京人艺演出的，林兆华导演的话剧

《白鹿原》中融入了华阴老腔的表演，且一演就是三十场，场场演出精妙绝伦，其感人心弦的艺术

魅力征服了北京的观众，被中外观众亲切地称为“东方摇滚”。①随后，老腔不仅在电影《桃花满天

红》、《活着》、《白鹿原》中频繁再现，更是走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甚至是走出国门。加之各类

新闻媒体、专家也纷纷给予老腔高度评价，使得老腔更为人们所熟知，引起更多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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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都市文明向城镇乃至乡村的扩散，老腔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

知，走上与现代音乐结合的道路也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华阴老腔首次同现代摇滚乐结合是在选

秀节目《中国之星》的舞台，时尚摇滚女歌手谭维维的《给你一点颜色》是在老腔基础上发展出的

一个作品。其次，她又以这种“混搭风”形式的作品《华阴老腔一声喊》亮相于 2016 年央视猴年

春节晚会。当“华阴老腔一声喊”后，观众鼓足了劲的欢呼，因为戏曲与摇滚的杂糅，农村与城市

文化的融合，民间老艺人和时尚摇滚女歌手的合作，足以让观众感到震撼与新奇。笔者将就此问

题，深刻地反思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潮流中，老腔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华阴老腔被选为摇滚乐的结合对象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现代流行音乐可谓是占据“上风”，传统音乐总是混在流行音乐中才

被人们所发现和熟知，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讽刺呢? 答案不得而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

却抵不过人们世俗的眼光。时尚摇滚女歌手谭维维在演出前被采访到，为什么会有将华阴老腔

融入到自己的新作品《给你一点颜色》中的想法。她说，“在我看来，华阴老腔就是最早的摇滚，

以老腔的音腔旋律作为自己的创作灵感写出一首歌曲，真的特别不可思议。尤其是在和老腔艺

术家们合作的时候，他们每一遍的演出都是满怀百分之百的激情，这样的民间艺术应该让更多的

人知道、了解，切身感受到。”

( 一) 华阴老腔所具备的“摇滚”特点

漕运和源远流长的老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历史造就了传唱千年的老腔。就在双泉村

东北七八公里处，是渭、洛、黄河交汇的三河口，西汉年间，这里曾是重要的水陆码头，千帆竞进，

船工众多。因是逆水行舟，免不了要光膀赤脚的纤夫拉纤曳船，他们在拉船时一领众合，跟着用

木头击打船板的节奏，奋力前进，声音响彻河道两岸。除此之外，像船工用篙敲击船板的声响也

被吸收到老腔的表演中，被称为独特的“拉坡调”，这也是为什么老腔起源于西汉时期的原因。
老腔在西汉时期的船工号子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民间艺术，音乐越显得古朴悲壮、粗犷豪迈，为

古老之遗响。

② 苏军:《现代文化背景下陕西老腔的传承与发展》，《当代戏剧》2010 年第 5 期。

华阴老腔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老辣、慷慨激昂。原生态的唱腔，相比较陕西其他的唱腔而

言，如秦腔、碗碗腔、阿宫腔、弦板腔等，老腔的语言性很强，声腔紧紧依附和模拟着字声，经常把

说、念、唱交织在同一个唱段，呈现出由说唱向戏曲过渡的明显痕迹。老腔在每句唱腔旋律中都

有一个三拍的乐节形式，结构于句末处，这在全国剧种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艺人们在老腔的

演唱中尤为注重语言的强度性，腔由字生，声色圆熟。不仅唱腔豪放不羁，坚定有力，而且在演出

时会出现众人“吼唱”的画面，更具有特点的是，艺人在紧要时刻，会用枣木敲击板凳伴奏，以此

增强气氛。当地人们形象的说:“拉坡号子冲破天，枣木一击鬼神惊。”②正是因为华阴老腔具有

这样独特的特点，也被观众亲切的称为“东方摇滚”。说起摇滚之称，笔者曾在散文书《茶花之

歌》中看到一段文字，里面称华阴老腔为“中国摇滚”，其描述动人心魄，似乎像身临其境一般:

“拉起二胡如万马奔腾 弹响月琴如骤雨狂风 急摇铃铛 猛击皮鼓

连板凳也变成打击乐器 纵情歌唱 大声朗诵 撕心裂肺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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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风雨雷的交响

这是天地人的合奏

这是最自然、最真挚、最深沉

也最酣畅淋漓的生命的呼喊

它来自历史和大地的深处

来自人们的灵魂深处”③

老腔音乐现场聆听的感受就是这样，其音乐分为四个部分，武场、文场、吟诵和唱腔音乐，乐

队和表演时分时合，武场音乐包括堂鼓、干鼓、手锣、云锣、大、小铙等，文场音乐有月琴、梆子、板
胡、铃、惊木等。所以老腔在演出时带给人们的感受总是动人心弦、振奋人心的，那种古朴浑厚、
苍凉悲壮的唱腔让观众纷纷报以了最热烈的掌声。

③ 晓雪:《茶花之歌》，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 二) 震撼心灵的华阴老腔

当崔健上台致辞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真的能够感到，来自黄土与摇滚，

农村与城市，在这个环境下生存的人们，共同给我们的震撼，谢谢。”表演结束后，所有观众被这场

演出所震撼到，刘欢激动的站起来说，“能不让他们走吗? 能让那几位大哥回来吗? 我有没有这

个荣幸上去跟他们站在一块? 我能够跟他们站在一块就觉得特别接地气儿，这个音乐让我们觉

得每一个音儿掉在地上都能冒出烟来，是特别好的音乐，震撼到心里的。”
为什么是震撼到心里? 笔者认为，更多时候他们是一个沉默的群体，沉默地活着，又沉默地

衰老。当然，他们也有开口吼唱的时候。此时他们会随心所欲地释放沉寂已久的内心世界。荡

气回肠的沙哑声音充满了力量。那力量不是喊叫，也不是抗争，而是忍受。执着而又倔强地忍

受。忍受现实给他们带来的艰辛与幸福。老腔之所以这么富有魅力，就有因为它足够原生态，我

们现在听到的老腔也许就是生活在宋、元、明、清的关中汉子们在生活中的呐喊，尽管沧海沧田，

世事变迁，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始终不曾改变。
华阴老腔不止一次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摇滚，是因为老腔和摇滚乐在表现形式上有相同之处，

即语言性的强度，吼唱式的表演。老腔是个家族戏，只在一个村子里唱，并且与皮影戏结合，常体

现出曲牌体和说唱体特征，且表现形式更为综合老腔有西北人的那种豪迈，并且不论从表现形式

上还是内容上都与摇滚些许相似。歌手谭维维的表演正是属于现代摇滚音乐中的重金属风格，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失真吉他、架子鼓的节奏型，而重金属这样形式激烈的音乐风格和“吼唱”
式的华阴老腔又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搭配。

二、华阴老腔之“混搭风”

华阴老腔与摇滚乐的结合从视觉上来说，的确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感受，且近几年流行歌曲

中融入传统音乐的混搭作品也不乏少数。像陈升在《北京一夜》里融入京剧唱腔;《卖水》里加入

了评弹; 陶喆的《苏三说》则将《女起解》的片段放入 Ｒ＆B 的节奏中…… 像这种旋律较为轻缓柔

和的流行歌曲喜欢选择柔美的青衣唱段能够更好的衬托歌曲韵味，但是谭维维在《给你一点颜

色》中融入华阴老腔，那种激烈、豪迈的唱风，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做作、矫情。尤其是那急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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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引子和老腔艺人粗犷豪迈的吼唱，以及其他民族乐器整齐划一的节奏，给人以强烈的视觉

冲击。

( 一) 歌曲《给你一点颜色》的分析

陕西剧种的音乐有两个关键的特性音:“4”和“7”，又称“欢音”旋律和“苦音”旋律调式。④在

老腔音乐中，主奏乐器月琴、板胡和堂鼓的和弦随着这两个特性音“4”和“7”而奏出，使得老腔奔

放豪迈的唱风更为突出。而谭维维在编曲上所注重的也是这两个特性音。
首先，歌曲的歌词很“低级”，因为《给你一点颜色》是在老腔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作品，所以歌

手新编写的歌词与老腔作品的唱词是对应的，以老腔的唱词作为回答，歌手编写的歌词仅仅是简

单的发问和质疑。歌曲融入的是两首经典老腔，由陈忠实作词的《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和路

树军作词的《关中古歌》。整首歌曲所呈现出的老腔艺人们，不仅是智者的角色，也是朴素真理

的陈述者，指路者; 而当代歌手谭维维则是一个后生者，作为对现代生活情境的发问者和质疑者。
抛开两首老腔的歌词不谈，谭维维自己创作的歌词更像是一段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碎碎念，让人

苦笑不已，与老腔的歌词比较起来，略显低俗。但这也是整个华语乐坛歌手普遍存在的问题，即

歌手的词作创作力普遍萎靡，没有质量可言。
其次，老腔艺术家们在开场仅凭自己的肉嗓，便营造出了千军万马战不旋踵的效果。随之而

来的是泄洪般的摇滚声音，以及谭维维直冲云霄的高亢嗓音。谭维维这次将华阴老腔和自己独

特的唱腔完美混搭，呈现了传统民族音乐与摇滚的完美融合。整首歌曲中，老腔的 A 段是一段散

板，先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一吼奠定了整个歌曲的基调。紧接着，相同低八度的旋律由

低音二胡与板胡一齐奏出，在此基础上融入胡琴、竹板、响铃的乐器的演奏，但整个舞台最为亮眼

的乐器则是月琴与长板凳，也是舞台表演的象征性角色。歌曲 A 段( 谱例［1］) 也是除华阴老腔

外最为精彩的部分，歌词和旋律都是陕西风味，唱腔融合了老腔的艺术风格，借鉴了戏曲的演唱

方式，使歌曲表现力更加粗犷奔放。特别是第二句最后一个“山”字，唱的是标准的“sai”，给一种

既正宗又地道的感觉; 再者是第三句最后一个字“飞”音调突然拔高，如同烈酒下肚，给人一种劲

儿猛一下冲上脑门的感受。

④ 杨洪冰:《古老声腔艺术的表意性空间———陕西老腔艺术的个性特点》，《中国音乐》2010 年第 3 期。

谱例［1］

华阴老腔就是这样的特点，与陕西方言说话的特点有关系，总是吐字尤为突出，像一个音突

然被拔高了似的，使得老腔在演绎时起伏更明显，曲调的顿挫感增强，音程关系被拉大，由此对听

者的冲击力更强。老腔 B 段( 谱例［2］) 总共八小节，老腔在第一小节最后一拍进和声，随之，胡

琴旋律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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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

老腔 C 段( 谱例［3］) 反复重复“啊”，但这部分是 B 商五声调式旋律，主要突出特性音“7”。
老腔 D 段，是老腔艺人的回答，唱起“娃娃一片片”，胡琴和人声同一旋律开始，最后在一声高腔

“嗨”滑音结束，首尾呼应。
谱例［3］

⑤ 杭盖乐队: 成立于 2004 年，由伊立奇、义拉拉塔、胡日查、蒙大、艾伦、钮鑫和巴图巴根 7 人组成，2015 年“中国

好歌曲第二季”冠军。

但歌曲不足的地方也有很多，在老腔 A 段后连接的音乐使用架子鼓，显得较为浮夸，民乐也

很忌讳这种鼓声。整首编曲的配乐五花八门，尤其是在老腔与歌手的唱腔连接之间。其次，吉他

的 Ｒiff( 连复段) 也是一大欠缺，因为民谣金属( Folk Metal) 这类音乐带给观众的震撼并不是小家

碧玉式的，如果《给你一点颜色》里面电吉他能够通过编写 Ｒiff 而不是制音和弦，这首歌曲会更

丰满一些。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此首歌曲中，侧面反映出的问题就是，当下流行音乐的发展

存在许多“歪风邪气”，许多歌手为了迎合观众，为了节目效果收视率，为了彰显所谓的独特的艺

术风格，更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置音乐本身存在的问题于事外。到头来，大家也只是看

了一场笑话，音乐作品毫无质量可言。如果从混搭性歌曲的创新角度来看，是有值得欣赏的地方

的。传统和现代，老腔与摇滚的交响。歌曲融合了老腔、电子、摇滚的元素，既显示了老腔的地道

醇厚，又符合了当代流行音乐的审美。

( 二) 对“混搭风”作品的思考

将传统音乐与摇滚音乐结合的表演形式在流行乐坛已经不为罕见，如杭盖乐队⑤始终将蒙

古族乐器融入到自己的乐队中，最为常见的有马头琴、三弦。他们不仅懂得挑选蒙古族中最具代

表性的民间旋律，更懂得如何在旋律中融入个人情感，如何在舞台上赋予其独特的演绎方式。杭

盖乐队在此基础上创作的作品不仅能表现出当代流行气息的新意，更能体现出民族传统的风俗。

尤其是马头琴与电吉他、三弦与架子鼓的别样搭配，就是这样不可思议而又无比融洽的结合在一

18

袁靖茹: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起; 如谢天笑⑥将古筝与吉他结合，摇滚乐中混着古筝的琴声，如此多元化地扩展了大众的视听

和情绪，将狂澜不羁的摇滚乐与温婉的传统音乐融合在一起，两者的结合像是跨过崇山峻岭与最

真实的年代拥抱; 再如日本作曲家久石让⑦，毕业于日本国立音乐大学，用传统的作曲技法创作

流行音乐，交响音乐会中透着可爱滑稽的流行曲风。对此，我们必须要反思的是，在谭维维这首

《给你一点颜色》之前，有多少人知道华阴老腔? 又有多少人听过华阴老腔?

⑥ 谢天笑: ( 1972 ～ ) 中国摇滚歌手、音乐人。
⑦ 久石让: ( 1950 ～ ) 日本作曲家、钢琴家、当代音乐人。
⑧ 陈仓:《传统文艺品种因何衰落》，《同舟共进》2007 年第 2 期。

“人是思想的、观念的、精神的动物，在吃饱喝足放下筷子之后会产生休闲、娱乐、玩耍、欣赏

等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化艺术需求，这种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日益增长、提高、转变的，任何

文化艺术都会在人类生活方式变化和思想观念更新中慢慢变老。”⑧所以，华阴老腔也在所难免，

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媒介日新月异的今天，尽管一些老腔艺人依然筚路蓝缕，但

华阴老腔已难有往日的辉煌。当华阴老腔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名录的那一刻，这更是对老

腔今后的发展起着重大意义。笔者曾在视频中看到老腔艺人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看完心里

甚是自责，反思了很久。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谁还爱看这又土又老的旧玩意儿啊，他们不是去卡

拉 OK 唱歌，聊 QQ、打游戏，就是在家看电视，也就是我们从小看戏长大，也最爱唱戏，一日不唱，

憋得晃，几日不看觉都睡不香，都几十年了，离不了咯。你问我这小孙子爱看华阴老腔戏不，他才

多大呀? 他看不了，也看不懂，顶多知道凑个热闹罢了。”那么，青年人对老腔的不热爱、不了解、

不关心，正是老腔生存危机的征兆之一。

就谭维维的《给你一点颜色》而言，华阴老腔得到了大众的高度关注，也瞬间俘获了青年观

众的心。首先，摇滚音乐流行于当下，也是流行音乐中最为火爆的一种，不论是选秀节目、舞台设

计还是歌手本身，都符合当下人们所追求的审美观念。表演老腔的艺人都是最为普通的农民出

身，在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那亲切的乡土气息，在秋收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要考虑是下地干活还

是上台演出。在舞台上，他们依然穿着自己的衣服，或者蹲在板凳上，又或者坐在地上，以一种完

全朴素而放松的状态进行表演。只需五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台戏，但这个剧种里，“生旦净末丑”

却一样也不缺，虽然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也就是一个主唱，众人应和帮唱，通过众吼的

演唱方式将观众的激情点燃，且月琴、板胡、大锣、干鼓、梆子、响铃全在五个人的掌控下完成，这

样多种乐器声音交织在一起，气氛更加雄壮、豪放。显然，这种演出方式搭配摇滚乐更是浑然天

成，以强大的感染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深刺中观众的心。华阴老腔那种与生俱来的质朴，那种

真挚涤荡胸怀的震撼让我们感动，但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他们的无奈和悲凉。所以，老腔的特点就

是无论在什么场合演出，他们始终保持着应有的“本色”，将生活还原在舞台，将真实带到舞台，

而不是刻意的修饰什么音乐艺术美。谭维维在接受采访时，真诚地说，“从这些老艺术家身上学

到很多音乐以外的东西，五个老爷子每次不管几点钟排练都是神采奕奕的，每次演出都是满怀百

分之百的激情，这样的精气神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新一代音乐人都该深刻地感受一下。”像华阴

老腔这样的民间艺术，它甚至已经超乎了音乐。而老腔艺人身上所带有的农民的朴实憨厚、艰辛

豁达的精神，也在老腔表演中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这种精神让无数人感动，这种精神展现出了

最真实的黄土高原的生生硬汉。

然而，国家对这一类的民族音乐文化保护得并不是很好，没有对从业者提供较好的平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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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支援。导致现在这类民族音乐文化受众面不广，关注程度低，从业人员如果执意要去从业，

最后的结果也许是穷困潦倒。吃饭和音乐，或者说温饱与理想，自始至终就是个矛盾体。现在每

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民族音乐文化在逐渐失传……中国地大物博，需要保护的东西太多。诚然，艺

术的东西，并非是说保护就保护的，也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共同保护、创新、实践、融合

以及再发展。所以，当下的选秀节目的力量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广，不仅让大

家了解到了这一艺术形式，也会在未来让社会关注华阴老腔，甚至是更多的民族艺术形式。

对于“混搭风”作品能否呈现原汁原味的老腔这一问题而言，显然，“混搭风”作品是不会呈

现原汁原味的华阴老腔的，因为其中夹杂了太多娱乐性的东西，完全随大流也不应是老腔的发展

趋势。如果“混搭风”作品能使得老腔与摇滚乐两者相得益彰，既不让老腔失去古朴的本质，又

不让摇滚跌入萎靡的谷底，还可以继承发展老腔，推陈出新。那么，以这种混搭形式传播传统民

间艺术也不应完全否定。但是，华阴老腔艺术的真正魅力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在于来自黄土地

的古老文化……

三、原生态华阴老腔不再打动观众?

2006 年 6 月，老腔于北京中山音乐堂“老腔·秦腔·《白鹿原》原生态作品音乐会”上演出，

使得老腔一时火爆，声名鹊起。那么，原生态老腔与混搭性老腔谁会更胜一筹? 现代观众的审美

趋向发展如何? 的确引人深思。

( 一) 原生态华阴老腔的舞台呈现

那晚在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真是别具一格。主持人濮存昕，主持诙谐风趣，优雅自如。当介

绍起即将出场的老腔艺人时，却又郑重其辞。当演员们一一出场时，镜头不由地转向了观众，大

家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的样子。确实也难想到，这样高雅的音乐殿堂，走出的演员却头

绑毛巾、穿着农村下地干活的衣服，有的老腔艺人抱着板凳，还有的手里吊着烟斗……他们没有

任何舞台动作，就像是在自家院子里随意走动，当走到舞台中心的时候，各自选好位置，开始调试

自己的乐器。观众开始是一阵哄笑，渐渐地又开始期待他们的表演，当殿堂鸦雀无声时，一阵锣

鼓敲响，随即喇叭嘶鸣，月琴、板胡、二胡一齐合奏，那热闹劲，观众看得心里特兴奋，跟着节奏一

起点头。当大家看得正起劲儿，舞台上最后一位身穿粗布对门襟的老汉猛一扛起长板凳，用右手

的枣木砖连续敲击，将气氛带入高潮，观众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笔者也难以形容坐在电脑屏幕

前那一瞬间的强烈震撼。紧接着便是大家齐吼，那架势像是古代金戈铁马的战场，那声腔像是刀

枪剑戟的碰撞，那气氛像是烟火飞腾的人喊马嘶……

不得不承认，老腔在这种高雅的音乐殿堂越显雄壮豪迈、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也最震撼人

心、最独一无二、最古朴老辣的音乐艺术。当演唱《将令一声震山川》的时候，由主唱王振中和张

喜民带着其他老艺人一起，他们都是老腔最正宗的传唱继承人。当紧密的锣鼓声一过，突然吼起

了一声豪迈中略带沙哑的一嗓，如将军身骑铁马，在烟尘弥漫中拔剑挥舞; 紧接着飞板响起，演唱

者情绪更为紧张激烈，粗犷豪迈的声音响彻殿堂，由敲击板凳的老艺人跟着节奏音敲击板凳，将

气氛带入最高潮，那响声如雷轰鸣般震彻人心，全体艺人一齐嘶吼……这无论是在视觉还是听觉

都是极大的冲击。没有想到的是，主持人濮存昕竟然快步走到吼唱敲击板凳的老艺人张四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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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夺过他的枣木和板凳，跟随着音乐自己砸了起来，全场观众顿时沸腾起来，彻底被老腔感

动，感染。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形式多种多样，然而老腔这种音乐艺术形式却是用撕心裂肺的吼唱

与之表达，用心灵来演绎，这如此具有征服力的艺术。

( 二) 现代观众的审美趋向

原生态华阴老腔与摇滚乐中的华阴老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华阴老腔不仅展现了原生

态的华阴、关中的民俗民风，更是深情表达了特有的文化个性，将老腔艺人对生存意义与生命价

值的追求展现的淋漓尽致。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各式各样的音乐节层出不穷，音乐选秀节目的风靡，老腔作为一

种传统戏曲艺术，收到了许多音乐节的邀请，与其他风格各异的音乐人一起表演。除了本文所谈

到的选秀节目《中国之星》，就国内其他城市举办的音乐节来说，华阴老腔参加过的有 2013 年西

安草莓音乐节、2013 年长江迷笛音乐节、2014 太原自然醒音乐节等。对老腔与摇滚乐融合的看

法，笔者了解到中青年对这一混搭形式比较看好，因为这种极具魅力的艺术样式足以让观众震撼

与新奇，全新的视觉感受。然而，就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问题，笔者的反思也随之而来。作为一种

古老的、地方的传统戏曲能在新的时代条件、文化背景下继续受到欢迎，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值

得关注的现象吗? 现代观众看老腔的价值评判标准是怎样的? 反之，流行歌手将老腔融合到自

己的音乐中，这一举动对老腔而言是否是“善意的破坏”?

虽然华阴老腔在许多有名的电影中出现过，也在著名话剧《白鹿原》中上演过，甚至还荣登

了 2007 年央视的戏曲春节晚会，但都未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如被中青少年一代所关注) 。也许

是因为乐器伴奏、演唱方式与表演形式等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使得原生态老腔给人一种陌

生感，甚至是破旧感。但通过以选秀节目的方式出场，加之时尚摇滚的包装，让大家都了解这样

一种古老的文化，关注了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无疑这对于文化与知识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也会使得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多关注。其次，生活在当下，只要是人，就会

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情感，尤其是过着都市生活、承受巨大生存压力的现代人，更是需要一些途

径来宣泄情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老腔唱腔的高亢豪迈昭示这一种顶天立地、永不服输的

阳刚之气。在抗争精神和情绪宣泄方面，华阴老腔与摇滚乐有着相似的地方，这也是流行摇滚歌

手邀请老腔艺人加入的原因之一。近几年，华阴老腔在许多新闻报道中被称为“黄土地上的摇

滚”，的确，当我们认真的看完它的整场演出，老腔不愧于这样的称呼，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了

解到老腔，他们会认为，“老腔力压了一切伪摇滚”，他们甚至认为“砸板凳”的行为是一种“重金

属”，当然这在笔者看来都是些无厘头的说法。或许是老腔艺人那发自丹田的吼声嘶喊出了人们

内心的压力，观众也会有酣畅淋漓的感觉，情感宣泄的心理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老腔总是富有一种可以使人返璞归真的能力。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单一的

音乐艺术形式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随之而来的多元化艺术形式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华

阴老腔与摇滚乐的融合恰恰符合了现代人的这种多元化审美需求和价值评判标准。老腔也正是

凭借自身质朴的、原始的表演，与都市人产生共鸣，这种原生态、无雕饰的来自普通农民的激情演

唱，常常会勾起观众深深的乡土情怀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从而对老腔产生一种更深切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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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无论现代潮流的审美观念怎样变化，老腔依旧要保留那份最令人感动的精神。虽

然传统艺术根深蒂固存在，但生生不息地传承并不是守旧文化，老腔能够流传两千多年，也正是

通过其非主流传承方式得以原汁原味保留。当老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时，那种穿

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更能说明老腔本身所带有的沁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

保留到现在，应该是一种“活着的艺术”，每个时代都有它新的内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

统戏曲可以进行改良和发展。那么老腔作为传统的戏剧剧种，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众审美

心理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改变，从而扩充其艺术内涵和艺术价值。老腔与摇滚乐的结合，的确符

合当代流行音乐审美价值，但这种混搭形式对于老腔而言，是否会迷失或者被“摇滚风”侵蚀掉

最原有的精气神儿，也是最为忧虑的。老腔在今后的发展中，更要把握好这种平衡，切不能失掉

最为核心的价值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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