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陕北二人台是陕北地区广为流传，人们非常喜

爱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流行于陕西北部，和山西、内

蒙的二人台类同。 本文以《走西口》为例介绍陕北二人台

的产生、流行以及曲目、润腔等艺术特点。通过对《走西口》

的旋律线条和创作背景来进行分析， 使广大音乐爱好者

对陕北二人台有一定的了解，发扬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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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二人台流行于陕西北部神木、府谷一带，它与山

西西北，内蒙西部的二人台相似，是三省交界处流传的一

种民间艺术。随着历史的发展，二人台在陕北地区广为流

传，受到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二人台是由民歌向戏曲发展的一种演唱形式，起初

是清唱为主，后来发展为二人对台表演唱的形式，这点和

我们东北的二人转有些类似。它的曲目非常丰富，旋律委

婉动听，情绪奔放、粗犷，极具当地地方特色。还有一点值

得说明的是陕北二人台属于地方戏曲范畴，所以既具有

同词异曲的现象，又具有多种旋律、多种唱法和润腔。在

演唱过程中随心所欲，充分发挥，即兴性很强地进行再创

作，如果嗓音条件好的同学可以走高调，从而扩大音域，

声腔技巧即兴发挥，音程扩大为八度，十一度等的大幅度

跳跃。嗓音条件差些的同学可以采用走平调，低腔，在自

己能够掌握的音域范围内，强调情感，加强叙述性。经过

演员的再创作，二人台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下面以《走西口》为例对陕北二人台这种地方曲种进行曲

式、唱腔等方面的分析。
《走西口》这首经典曲目所包含的板式有很多，由散

板、慢板、中板、快板、散板构成，节奏变化复杂多样。同时

在改编的同时，对其音域进行了扩展，加强了力度，难度

进一步加大，所以对其演唱者也就有了很高的技巧要求。
在润腔方面，从内容到曲调它极具戏剧性，所以演唱中要

强调声音竖起来，透出去的声音形象，在散板歌词中的

“走西口”的“走”字和结束句的散板中“把你守候”都应该

用戏剧性的高音的音色去体现。要做到充分的发挥腔体

的共鸣作用，加大声音的力度，达到气势宏伟，紧扣听众

心弦的戏剧效果。很多的演员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都

认为这是一首从头至尾都是痛苦呻吟的情感，其实不然，

其中还包含了激昂、悲怨的情绪，对天灾，人祸给广大劳

苦人民带去的痛苦遭遇，充满了对社会的控诉之情。
让我们再从板式结构上来分析其中所包含的润腔。

散板部分的情感表现要做到得当，在演唱时要表现出一

种对离别的恋恋不舍，悲愤的情绪。这个部分可借鉴我国

戏曲音乐中的哭腔来体现，就更加具有情感上渲染力了。
歌词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要唱得豪放，

具有激动的情绪，也可以带些呼喊的状态，以达到每一个

声音都能紧扣听者心弦的效果。“难嗨嗨”的“嗨”字为了表

现出主人公的离别悲痛的心情，在强调声音色时，要做到

用叹气的方法，加强胸腔低音的共鸣，以使声音厚度加大

来体现悲伤的情感。歌曲从“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的“留”字
开始转为慢板。再演唱时此字的处理可适当地延长，带有

哭腔，以达到催人泪下的效果。再有一点就是演唱者在演

唱时要注意原谱中标记的每一个标记，例如：颤音、下滑音

等等。慢板中表现的是痛苦呻吟的情感，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一句就是“一道一道”之间的休止符的运用，这个部分的

休止符要做到声音断开而情感不断的效果，从而表现出

那种哭泣着倾诉的感觉。中板部分最主要体现两夫妻的

离别之情。此段的高潮出现在第五小节部分，演唱中要注

意声音的张力的把握，要加强声音的力度，激动的情绪，来

体现夫妻俩的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快板所体现的是期

盼丈夫早去早回，一路平安，希望能尽快的团圆的情感。
此曲的高潮部分出现在结尾部分，在板式结构上属

于散板。要能表现出让哥哥放心地去闯，我在家中不用担

心，虽然内心是感伤的，但是表现出来的是大气，豪放的情

感。声音音色上要求要饱满，浑厚，高声区的张力要尽量

的加大，使听众能够跟着歌者的情感一起进到作品所描

述的场景当中。
现在，有很多的音乐爱好者和个别的高校都很注

重我国民间的艺术形式。许多有音乐专业的高校都开

设了戏曲和说唱的课程，其中有的也涉及到陕北二人

台这个民间曲种。在收集整理、调查研究、改编创新二

人台音乐工作中也有很多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在辛勤劳

动，使二人台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传播，进

一步发展。二人台音乐素材不光在一些创作歌曲、现代

小戏中使用，而且在一些大型剧目中也显示出其光彩

瑰丽的音乐魅力。在浩如烟海的陕北民间音乐中，二人

台音乐已占有了非常醒目的位置。有很多以陕北民间

为主调因素并久唱不衰的创作歌曲，很难区别出它是

绥、米民歌素材还是神、府二人台素材。所以，陕北二人

台已经不局限于当初的陕北北部一个地区了。在国家

的重视和广大二人台音乐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陕北

二人台这个地方曲种已经走出地域限制，在各地充分

地体现出它的艺术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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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北 二 人 台 的 艺 术 风 格
———以《走西口》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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