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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秦腔的源流发展

秦腔，这个概念在当下有两种相关联的解释，一种解释认
为，秦腔者，秦地之声腔也；另外一种解释则认为秦腔是指一
种成熟形态的地方戏曲样式，或一种流行于陕西一带的地方戏
曲剧种。从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来看，后一种解释应该从属于
前一种解释，因为作为一种地方戏曲样式，秦腔本身即是秦地
声腔的一部分。本书中我们讨论的是作为一种成熟戏曲形态的
秦腔的历史与发展概貌，然而正像树木的成长离不开土地一
样，秦腔的孕育发展也离不开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更无法超
越秦地之声腔的大范畴，其形成和发展也必然受到历史上曾经
存在过的秦地之声腔的影响。此外，秦腔作为一种戏曲形态，

其声腔曲词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历史上秦地之声腔的血脉，从而
把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孕育的最朴实动人的艺术情绪通过舞台形
态表达出来，形成其特定的音乐体制。

第一节　秦腔起源诸说

秦腔，戏曲剧种，即乱弹。其起源说法不一，一
般认为出自陕西、甘肃及山西的民歌小曲，由民间流
行的弦索腔演变而成。因采用梆子击节，作 “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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桄”声，又名梆子腔或 “桄桄子”。陕西、甘肃一带
古为秦地，故称秦腔或西秦腔，主要流行于陕西、甘

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①

上述定义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秦腔起源的说法。

从上述界定来看，秦腔起源问题似乎已很明确，但是任何一种

艺术门类都有其远源和近源。所谓远源即是指该门艺术门类形

成的最初缘由，比方我们常说的艺术起源于劳动，虽然劳动和

艺术在我们看来不具备同质性，然而最初的艺术却是从劳动中

来，没有劳动就没有艺术。此外，也有戏曲起源于祭祀的说
法，即祭祀活动中的巫术对话以及巫术表演促进了戏曲的产

生。又比如我们说戏曲起源于宗教，宗教的一些宣传教义的活

动使戏曲活动的产生成为可能，但宗教远远不同于戏曲，其中

一些具有表演性质的宣传教义的活动也与戏曲具有极大分别。

所谓近源，则是指一种艺术样式的最初形态，也即这种艺术样

式诞生于何时的问题。比方说戏曲起源于汉代百戏，或者说戏

曲起源于南戏或元杂剧，这些说法的共同特点就是认为戏曲的

最初形态应该是汉代百戏中具有故事情节的歌舞表演部分，或

南戏、元杂剧，它的起源年代也就是汉代或更后面的元代。探

究一种艺术样式的起源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就远源而论，促成

艺术产生的因素很多，这势必造成起源的多元决定论；而就近

源而论，由于艺术的原初形态到底是怎样的往往已经无法通过
现场鉴赏来得出结论。况且艺术具有创新性特点，我们很难确

定名义上共通的艺术样式是否在实质上大相径庭。我们今天讨

论戏曲的起源，就很难说戏曲到底起源于宗教祭祀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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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戏曲·曲艺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
书·戏曲·曲艺·中国戏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８８页。



也很难说清楚到底戏曲的最初形态是参军戏还是汉代百戏，抑
或是金院本、南戏、元杂剧……因此，如果仅仅认为秦腔起源
于民间小曲及民间的弦索腔，势必会将问题简单化。

谈到秦腔的起源，就不得不先廓清其远源和近源。首先是
关于秦腔远源的问题，因为秦腔作为戏曲剧种之一，它的远源
应该就是戏曲的远源，即使有所区别，现在也很难去精确划
分，因此暂且略而不述。但是关于秦腔的近源，也即秦腔起源
于何时，历来有很多种说法。前文已经介绍了作为戏曲形态的
秦腔和秦地之声腔的区别，说明了远源与近源的关系，但是历
来关于秦腔起源的种种说法却忽视了上述概念的界定和区别。

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当我们用上述界定好的概念去分析秦
腔的近源时，一切似乎都变得明了而清晰起来。历史上关于秦
腔的近源即起源年代和最初形态有以下几种说法：

１．秦腔起源于遥远秦代的秦地歌唱。中国戏剧剧种都因
地域而得名，秦腔也不例外。有人认为秦腔得名于秦代，并有
历史可供考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就有 “臣窃闻大
王好为秦声，请击缶”① 的记载。这里所说的 “秦声”很显然
是秦地的声腔乐调，而歌唱这种乐调时所使用的伴奏乐器当为
打击乐器。

２．秦腔起源于明传奇兴盛时期的部分传奇曲牌。历史继
续向前推进，在明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钵中莲》传奇抄
本中，第十四出 “补缸”中有 “西秦腔二犯”曲牌，且演唱的
唱词都是上下句的七言体，与现在的秦腔唱词大体一致。②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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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伯祥选注： 《史记选—廉颇蔺相如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

５１２页。

孟繁树：《明清戏曲珍本辑选 （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

６４页。



第一出 “佛国”中就有 “今当下界大明天下嘉靖春朝”① 的唱
词，以此可以推断秦腔在明万历年间已经形成。

３．秦腔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地方剧种乱弹。从清初刘献廷
的 《广阳杂记》卷三 “秦犹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
哀”② 可知，秦腔是形成于明末清初的新兴戏曲品种。清人陆
次云在 《圆圆传》中云：“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
成不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 ‘西调’，操阮筝、琥珀，自成拍
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③ 说明了到明代末年，秦
腔已基本定型并渐趋成熟。秦腔发源于陕西，并很快向东传入
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随后就流入江南各地。清乾隆
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广州魁巷 “财神会碑记”④ 中，就有关于
昆、乱合演唱秦腔的 “太和班”的记载。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的初步印象是秦腔的起源年代似乎在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找到依据。焦文彬在 《中国秦腔》一书中
的说法，更是认为秦腔经历了 “秦风”“秦声”“秦腔”三个时
期。所谓 “秦风”时期，指的是在 《诗经》中有 “秦风”这一
部分，古代的诗又都是必须唱出来的，因此这是秦腔最早的源
头。而 “秦声”则是指汉唐以后秦地的音乐歌唱，如前文提到
的 “臣窃闻大王好为秦声，请击缶”就属于这一时期；至于说
“秦腔”时期，则是指出现成熟形态的、用秦地声腔来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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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６页。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５２页。
（清）陆次云：《圆圆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５年版。

见广州博物馆馆藏，碑高１０５厘米、宽５６厘米。清道光三年 （１８２３）刻，

置于广州外江梨园会馆 （今解放中路魁巷），１９６３年移置于广州博物馆。财神会是该
馆外省戏剧艺人捐资设立的福利组织。碑文所列的规条中，有吉凶相助及经济困难者
给予回家路费的帮助等规定，体现民间艺人团结互助的精神。此碑为研究戏剧史的重
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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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剧种的时期，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大约在明末清初。① 对秦

腔繁盛时期的界定，各界意见却颇为一致，都认为魏长生时期

是秦腔最成熟、最鼎盛的时期，魏长生堪称 “剧坛盟主”。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不妨如此来梳理：即秦腔是以千百

年来的 “秦风”“秦声”“秦腔”，结合秦地特定的人文社会文

化环境而形成的一种地方戏曲声腔。就当下而言，秦腔又称
“乱弹”，源于西秦腔，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等地，又因其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所以又

叫 “梆子腔”，俗称 “桄桄子” （因以梆击节时发出 “桄桄”

声）。② 在这个定义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所谓乱弹、

西秦腔、桄桄子这几种秦腔的不同称谓方式，在后世成为几种

秦腔不同风格的名称。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即秦腔在

其源头就是分为不同流派和风格的，只是我们在观察它的起源

时往往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按照王绍猷 《秦腔纪闻》的说

法：

考诸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

整于元，盛名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

观。在国剧上可谓开山鼻祖，有屹然独立不可磨灭之

价值。③

乾隆年间，魏长生进京演出秦腔，轰动京师。一种成熟形

态的戏曲剧种———秦腔，终于以一种蓬勃的艺术魅力活跃于中

国戏曲的舞台，甚至独领风骚，引领着剧坛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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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焦文彬：《中国秦腔》，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８页。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１４页。

王绍猷：《秦腔纪闻》，转引自焦文彬：《秦腔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第６页。



第二节　作为成熟戏曲形态的秦腔的产生

前文我们提到了清初刘献廷的 《广阳杂记》卷三 “秦犹新
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之言，这告诉我们大约在明
末清初，秦腔这种戏曲艺术形态就存在了，但是由于这一时期
的秦腔见于资料记录的很少，因此很难断言这已经是秦腔的成
熟形态。一种艺术形式是否成熟需要看它是否已经具备相应的
艺术特质。秦腔在中国剧种之林中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１．秦腔唱腔包括 “板路”和 “彩腔”部分，每部分均有
“欢音”和 “苦音”之分。苦音腔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
婉、慷慨激昂，适合表现悲愤、怀念、凄哀的情绪；欢音腔欢
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欢快、爽朗的情绪。

板路有 〔二六板〕〔慢板〕〔箭板〕〔二倒板〕〔带板〕〔滚板〕

六类基本板式。彩腔，俗称二音，音高八度，多用在人物感情
激荡、剧情发展起伏跌宕之处，分慢板腔、二倒板腔、代板腔
和垫板腔四类。凡属板式唱腔，均用真嗓；凡属彩腔，均用假
嗓。秦腔须生、青衣、老生、老旦、花脸均重唱，名曰唱乱
弹。民间有 “东安安西慢板，西安唱的好乱弹”① 之说。清末
以前的秦腔，又叫西安乱弹，就是因其重唱而得名。其中有些
生角的大板乱弹，长达数十句之多。《白逼宫》中汉献帝的哭
音乱弹，要唱五十多句，讲究唱得潇洒自然、优美动听，民间
称作 “酥板乱弹”。《下河东》的四十八哭，要排唱四十八句；
《斩李广》的七十二个再不能，要排唱七十二句。② 秦腔曲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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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戏剧工作委员会，音乐工作委员会：《秦腔音乐》，西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０年版，第９９页。

王正强：《秦腔名家声腔选析》，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４页。



分弦乐、唢呐、海笛、笙管、昆曲、套曲六类，主要为弦乐和
唢呐曲牌。秦腔的音乐伴奏，称作 “四大件”，以二弦为主奏，

人称秦腔之 “胆”。琴师在秦腔戏班中具有重要地位，常坐于
舞台前场后部正中。伴奏音乐为老调，音高为 “三眼调”，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改用 “出调”（即下把拉法）。

２．秦腔表演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自成一家，

角色体制有生、旦、净、丑四大行，各行又分多种，统称为
“十三头网子”。一般戏班都要按行当建置，以 “四梁四柱”为
骨干形成 “三路角色制”。头路角色包括头道须生、正旦、花
脸和小旦；二路角色包括小生、二道须生、二花脸和丑角；其
他老旦、老生等角均为三路角色。各路角色的佼佼者，均可挂
头牌演出，其他即为配角。条件优越的戏班，常不惜重金邀请
名角。各行皆能，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乱不挡的多面手、好
把式，又称 “戏包袱”，或叫 “戏肚子”。秦腔表演技艺十分丰
富，身段和特技应有尽有，常用的有趟马、拉架子、吐火、扑
跌、扫灯花、耍火棍、枪背、顶灯、咬牙、转椅等。神话戏的
表演技艺，更为奇特而多姿。如演 《黄河阵》，要用到量天尺、

翻天印、金铰剪等多种法宝道具。除此，花脸讲究架子功，以
显威武豪迈的气概，群众称其为 “架架儿”。

３．秦腔因其流行地区的不同，衍变成不同的流派：流行
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的称 “东路秦腔”；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
地区的称 “西府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叫 “汉调秦腔”；流
行于西安一带的称 “西安乱弹”（就是中路秦腔）。各路秦腔因
受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影响，在语音、唱腔、音乐等方面都稍
有差别。近５０年来，东、西、南三路秦腔都不发达，中路秦
腔起而代之，在整个西北地区占绝对优势。

４．秦腔所演的剧目多是取材于 “列国”“三国”“杨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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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岳”等英雄传奇或悲剧故事，也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
公案戏，剧目超过一万种。焦文彬在他的 《秦腔史稿》中这样
记载：

鸣锣祭鼓天黄昏，老姆稽首如蚊蟠，板胡喊盆震
地起。鬼叫侥崎相鏖吞，女儿百十拥对出，拽朱点翠
如天子。①

这说明成熟形态的秦腔在秦地已经广受欢迎。根据秦腔的
上述特点及其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我们不难发现，秦腔的
发展经历了１５世纪和１６世纪前后两百年，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最早的 “西秦腔”的概念，见严长明 《秦云撷英小谱》：

院本之后，演为曼绰、为弦索。曼绰流于南部，

一变为弋阳腔，再变为海盐腔，至明万历以后，梁伯
龙、魏良辅出，始变为昆山腔；弦索腔流于北部，安
徽人歌之为枞阳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
之为秦腔。②

从严长明的记载来看，秦腔早在明代中后期就有可能已经
和其他声腔同时存在，并作为弦索腔在西北地区的代表不断丰
富着自己的艺术品格。但这时候的秦腔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
能算成熟形态的秦腔，因为它仅仅是作为弦索腔的一种而存在
的，还远没有完成自身艺术的精进。至晚在１７世纪，在中国
戏曲流派纷呈的大环境下，秦腔不断汲取养分，终于在大约

１７、１８世纪之交一跃而成为剧坛盟主，并直接对后世的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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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焦文彬，等：《秦腔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８７页。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秦腔研究论著选－秦云撷英小谱》，陕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３～１７４页。又见 （清）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４影印本。



剧”起到催生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京剧的 “乳娘”。

成熟的秦腔到底有什么体现呢？归纳而言，一为板式变化体这
一音乐结构的不断完善和成熟，二为演出剧目和演出活动的不
断丰富。此外，还包括演出场所的固定和戏剧观演的经常化、

规范化。秦腔已经从最初的庙台或祭赛演出，转化为民间戏班
的剧场演出或冲州撞府的草台演出，这些演出活动已经引入了
戏剧经营的理念，以营利为直接目的。在生存问题的推动下，

秦腔的艺术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与此相随的是戏曲人物造型也
逐渐走向规范乃至程式化。

秦腔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已经成型，６种唱腔、１３门角色都
有严格的规矩。办堂会唱秦腔曾经是关中一带的胜景。明代末
年，秦腔在艺术上渐趋成熟，并出现了家班的形式，文人的介
入加速了秦腔在曲词、音乐等方面的进步。秦腔作为极具地域
文化特色的剧种，其发展与繁盛仅仅依靠家班演出不可能获得
文化意义上的广泛传播。随着陕西商人足迹遍布中国，作为文
化象征的秦腔也随着商队向四海传播开来，会馆作为乡土文化
的代表物直接承载者戏曲演出的任务，秦腔与会馆这两种地域
文化的指征因为陕西商帮的繁盛和情感寄托需要完美地融合起
来，客观上促进了秦腔的传播与兴盛。恰在秦腔最盛之期，以
魏长生为代表的秦腔艺人带着高超的技艺来到京都，不自觉地
加入了当时的 “花雅之争”，却意外地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从
而成就了秦腔历史上的第一个顶峰。

第三节　明代末年秦腔的成熟与传播

前面章节已经提到，秦腔的成熟过程大约在明末已经完
成。之所以这么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时候秦腔已经

·１１·

第一章　秦腔的源流发展



有了成熟形态的家班演出形式。这一时期的班社有的是当时的
戏剧名家家班，有的是为了生活而登台的江湖班社。这些班社
随着历史的发展，为后世秦腔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有的甚至延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家喻户
晓的著名秦腔演员开始产生，而这一点正是后世地方戏成熟的
重要标志。有了成熟戏班和名角的支撑，秦腔世界的景观终于
在随后的１００年内变得蔚为大观，光焰万丈。现在见于历史记
载的明代著名班社包括：

１．康家班，秦腔班社，明正德五年 （１５１０），由著名复古
运动文学团体 “前七子”之一的状元康海创办，地址在咸阳武
功。康海赋闲在家，以戏消愁，招收弟子在家中教授他和王九
思创作 “慷慨悲壮、喉啭音声、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情”的
“康王腔”。排练他所创作 《中山狼》 《王兰卿传》 《杜子美游
春》等戏。康海的继室张氏，出身乐户，能唱善舞，声振秦
中。并培养出较有名的演员双蛾、小蛮、春娥、端端、雪儿、

燕燕等，更有 “随身四帅”金菊、小斗、芙蓉、采莲，深受观
众喜爱。康家班演出的戏 “歌有新词，舞有娇姿”，３０年红极
家乡，对秦腔发展影响很大。明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康海故
去，康家班解散。

２．华庆班，秦腔班社、明末由周至人张明、张显兄弟组
建，又名张家班，至清初，为西府四大名班之首。康熙年间因
遭火灾，戏箱转让于眉县提坞村张家 （地主兼工商业者）。雍
正乾隆间，部分艺人曾随岳钟琪部到大小金川，相传数代，至
道咸同光前后，箱主先后为张书和、张华、张义青、张宏德。

同光间张义青派须生雷大坪为领班，净角才娃子，旦角省娃
子、用娃子、八娃子、十娃子、王彦奎、腊娃子等一批名角协
助，并邀丑角王禄，净角麻娃、阎良，须生驴驴、张德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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