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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是植根于我国民间的一种戏剧艺术，是近百年来
长期活跃于我国晋北、陕北、内蒙古西部、冀北等地区的一
种地方小戏，是该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之一。陕北
二人台号称黄土高原上的一支艺术奇葩，陕北二人台以府谷
二人台最具代表性，怀着对这种民间戏曲的满腔热爱与好奇，
笔者用两年多的时间深入晋北、陕北地区和内蒙古鄂尔多斯
一带，通过走访、考证、搜集资料等手段，有感而发地就陕
北二人台，尤其是府谷二人台的传承路径问题谈几点认识，
以期为二人台艺术的良好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府谷二人台基本概况
（一）地域特征。府谷县位于陕西省最北端，地处陕、晋、

蒙接壤区。黄土文化、草原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相辉映，
形成了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1993 年，府谷县就被命名为“陕
西省历史文化名城”，2003 年，府谷县又被省政府命名为“陕
西省文化先进县”。

（二）艺术特征。府谷二人台汲取了山西、内蒙古等地
二人台的艺术精髓，以特有的乐器如四胡、梅（形似笛子）、
扬琴、京阳胡（板胡）、弦子（三弦）打击乐器小鼓、板鼓、
小锣等与陕北方言为特色，形成了“中国府谷二人台”传承
至今。

二、府谷二人台传承路径
府谷二人台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与府谷人民有着深厚的渊

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口传心
授曾一度作为二人台艺术的主要传承路径。近年来，随着府
谷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二人台传承路径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政府现行、政策支撑。2007 年府谷二人台作为传
统戏剧被陕西省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8
年府谷二人台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
后陕西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对其扶植保护力度明显加大。
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蒋惠莉曾表示，只要属于府谷二人台保
护方面的工作，无论是资料陈列室的建设，还是作品创作、
培养传承等，都可纳入专项经费预算。

（二）确立传承人谱系。2011 年由由府谷县文体事业局
出台确立府谷二人台传承人谱系，从二人台起源至今将传承
人划分为六代。其中清末至民国期间丁怀义、丁银荷包、蔺
铁、孙银鱼、王宝儿、苏三根、苏应祥、白百家保等为第一代；
郭玉麟、苏凤岐、贺二蛇、丁兰双、丁兰成、丁俊女、丁喜
才、党四毛、杨臭、杨怀银、柴根等为第二代。解放后苏彦
明、陈维业、韩娥女、王秀英、王斌、史外、全孝先、刘一
民、王彦明、段智红、李勇芝等为第三代。文革至今武玉英、
邬果英、安桂清、王清玉、史建林、淡文珍等为第四代 ；李
月琴、王向荣、赵金铃、杨树山、刘美兰、苏美云等第五代；
温永开、贾二清、王忠义等为第六代。

（三）搭建传承平台、加强艺术交流硕果累累。基本从
2004 年之后府谷二人台艺术团开始频繁参加全国各类大小
比赛，先后荣获国家、省、市各类大奖 60 多项，2012 年还
参加“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和第二届中国西北音乐节的演
出，收到艺术界的好评。

三、对府谷二人台传承的思考

正是因为二人台具有着浓厚的民间文化遗产价值，已经
被政府及学术界普遍认可，所以光有传承远远不够，发展才
是最关键的。在调研中我深深感觉到，现今二人台一味注重
传承二字，却忽略真正的发展，我认为影响二人台发展的瓶
颈在于后继乏人和剧本创新不足。

（一）后继乏人现象严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就
是保护传承人。只有后继有人、人才辈出，才能发展创新，
保护和传承才有真正意义。据了解，目前府谷二人台第六代
传承人平均年龄也都在 42 岁，整个榆林地区乃至陕西省没
有一所艺术院校开设二人台专业，更没有专门培养二人台的
学校。在这个流行音乐、电视电影、网络虚拟世界等元素交
相充斥的年代，如果二人台的发展不注重人才的培养，就会
缺少新鲜血液，势必会造成二人台艺术队伍青黄不接、后继
乏人的局面。在采访现任府谷文化馆馆长温永凯说到 ：大多
数青年人不愿意从事二人台艺术的相关工作，而将目光更多
投向了流行文化上，爱唱和会唱二人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多数人认为，二人台表演既没“前途”，又没“钱途，没有
人把二人台作为一项事业来做。”所以打造一支文化程度高、
业务能力强的二人台表演创作队伍迫在眉睫。

（二）剧本创新意识不足。人常说 ：“剧本剧本，一剧之
本”，“二人台”作为地方小戏，没有好的剧本是不可能得到
长足发展的。由于它素以短小精悍见长，所以永远不可能去
表现类似“开国大典”和“三大战役”那样的重大历史题材。
但是“二人台”如同小品一样，它能及时把握时代脉搏，准
确敏锐地捕捉生活激流的浪花，以旗帜分明的态度，褒扬歌
颂“真、善、美”，贬斥讽喻“假、丑、恶”，它确实堪称文
艺战线上的“轻骑兵”。当然，这就要求必须要有既能反映
时代精神，又能体现“二人台”传统特色的词曲相配套的新
剧本、好剧本，否则，只靠吃祖宗饭是没有前途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府谷二人台艺术蕴含着无限的文化生
长空间和市场拓展空间，如何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创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发挥二人台的精神价值、艺术价值
和经济价值，就要选择行之有效的传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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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北二人台以府谷二人台最具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府谷二人台艺术蕴含着无限的文化生长空间和市场拓

展空间，文章主要探讨新时期下府谷二人台的传承路径以及在传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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