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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言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们身边的“文化”似乎多了起来，至

少从某种意义上看，人们的“文化”意识正逐步增强。除了传统

的上层文化、精英文化外，民间文化艺术正唤起越来越多人的热

情，我国政府及社会相关部门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里涉

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关于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的问题。美国人类

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ＲｏｂｅｒｔＲｅｄｆｉｅｌｄ）曾提出：人类较复杂

的文明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即所谓“大传统”和“小

传统”。上面所说的社会上层、精英或主流文化传统为“大传

统”，而存在于乡民中的文化传统为“小传统”。“大传统”主要

依赖典籍记忆，尤其是文学经典所构造的记忆与想象而存在、延

续；“小传统”主要以民俗、民间文化活动等“非物质”性的、

活的文化形态流传和延续。①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

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了这样的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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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

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

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这个概念指的就是特定文化群落和社区所共同享有的、具有

历史承传和族群认同意义的活的文化形态。其中，传统的民间文

艺活动具有突出的意义。在经典的文艺理论中，文艺的发展被描

述为从质朴的、稚拙的民间原生态文艺到高雅的、完美的、经典

化的作品产生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似乎从民间走向精英、从原

生态走向经典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① 其实无论是原生

态还是经典化，不过是艺术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彼此之间

的演变与进化并不是绝对的。传统民俗民间文艺活动的存在，对

于维持和重建文化认同关系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从祁太秧歌的产生和传播来看，它根本上是一种口传文化，

时代烙印分明，它的自身存在和意义正是在于那种面对面的在场

交流形式和语境，人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也使得传统的

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电子文化的出现，既是文化自身形态

的改变，也使得文化的传播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地球村”应

运而生。② 全球化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困境进而引发认同的危机，

另一方面它又为本土文化认同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对于文化认同

的当代建构具有积极作用。詹姆逊指出：

如果你坚持这种新的通讯形式的文化内容，我认为，你就会

慢慢地进入后现代对差异和区别的高扬：突然间，世界上的全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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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被置于相互容忍的交往之中，共处于一种巨大的多元主义之

中，这个世界很难不去欢迎多元主义。除此之外，除了对文化差

异的最初高扬之外，而且往往与这种高扬紧密相关的，是对不同

群体、种族、性别、弱势民族等一系列新近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

高扬⋯⋯又即刻在新的世界空间里表现为文化的一种新的丰富性

和多样性。①

本书的写作，以祁太秧歌为考察对象，以山西省祁县作为主

要考察地，除了客观上的原因，更因为笔者从小生于斯、长于

斯，对故乡的认识和感情总是持久而且深刻的。在田野采风、调

查以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采用上难免会挂一漏万，为此已经

诚惶诚恐，更何况从文化解读和辨析的层面上，随着写作的不断

深入，也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故对于文中的纰漏和错谬之处，还

望同道不吝赐教予以斧正。本书力求从文化视角切入，侧重于对

地方社会与中国传统的解读———关乎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沧桑

岁月⋯⋯

关于本书中出现的大量方言土语，为尊重艺术文本原貌，基

本予以保留，一律以约定俗成的音译表述，因此而产生的理解困

难，尽量采用普通话相关词语予以解释、备注。

自２００７年开始采风至今，数年间很得益于原祁县文联副主

席高翔同志，还有九十高龄的老艺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祁太

秧歌传人苗根深（小名松树树，祁县人以艺名称之。）老先生，

以及祁县县志、党史办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郑重

致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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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主旨

在我国异彩纷呈的戏剧百花园中，祁太秧歌犹如一朵馥郁芬

芳的乡野小花，至今仍保留着原生态的质美，深深扎根于山西晋

中这片古老的土地。作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歌体小戏，

其地域文化艺术特色鲜明，生活气息浓郁。祁太秧歌的主要发源

地为山西省祁县、太谷一带，除晋中市所辖平川各县外，尚辐射

影响到文水、交城、孝义、汾阳、太原南郊、阳曲、清徐等周边

十余县市，各地不同的语音其曲调、剧目、表演程式等方面都基

本一致，可见其流布范围之广。

祁太秧歌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风格成为晋中社会颇具

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民间文化现象。为避免孤立、静止地看待祁太

秧歌，我们不妨从社会文化心理以及生态的角度重新全面审视祁

太秧歌的生成与发展演变，通过分析祁太秧歌的内在艺术特征，

揭示其地域社会与文化心理的内在关联与互动。晋中乃至中国社

会农村下层民众从此不再被“失语”，鲜活的众生百态可望借此

机会得以浮现。他们的疾苦与奋争、他们的纯朴与诙谐、他们的

自由与放荡乃至他们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无不尽现我们眼底，

这是一个地域性局部历史复原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定时期社会生

活片段有机织补的过程。

文化是一个民族基本的存在形态和方式，当今全球文化日渐

趋于同质化，不同文化差异的消弭所导致的结果是文化认同的危

机，越来越多的人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意识。这

是一种强有力的本土化冲动，反过来也促使人们对全球化和现代

化进程产生了高度的警觉甚至抵制，本土地方性文化也因此重新

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有人认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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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认同的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

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认同问题。认同要成为问

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

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生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是

如此。所谓认同，乃是对自我的认识。而文化认同，理应基于文

化的差异，而不可能是建立在抽象的文化共性上。认同是一种存

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凝聚力，具体的人际交流和情感亲

和是认同的心理基础。许多研究表明，自我认识与其说是孤立的

“我思”产物，毋宁说是在与他者的差异比较中被“生产”出来

的。我们谈论认同时，通常暗含了某种持续性、整体的统一以及

自我意识。多数时候，这种属性被当作理所当然的，除非感到既

定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① 文化认同也表现为一种对过去安全

的、本真的“家园”的向往和追寻。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社会经济也正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良

性轨道，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人们的价值、审美取向都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致使祁太秧歌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目前来

看，能够掌握传统秧歌技艺的民间艺人已寥若晨星，保护和传承工

作亟待进行。当前祁太秧歌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传统剧

目失落，流布范围萎缩，传承人员老化，艺术特征被同化，研究创作

环境薄弱，保护资金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对祁太秧歌的历史价值、

社会价值、学术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关于祁

太秧歌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问题更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因为文化毕竟还是一个方式，一种理性工具，它是可以改良和改革

的。对于民族和文化热爱也应该包括继承和发展两方面⋯⋯文化

传承意识作为社会感情的最高范畴，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终极

性态度和绝对性体悟———古人就很讲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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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承担。

在工业文明崛起的今天，那种对于人类文化的公然漠视，甚

至被某些“文化人”捧为时髦的反文化，都是人类毁灭的不祥之

兆。当然，最令人感慨的还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

的歇斯底里———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一种神经错乱，一种深刻的

浅薄。经济之为文化的浅表，只有在维护文化存在的意义上才成

为人的存在构件；反过来才是对的： “经济搭台，文化唱

戏”———人，不就是在生存与死亡的搏斗中，“诞生与死亡、祝

福与亵渎的路径”上，“失魂落魄地把持着存在”吗⋯⋯在传承

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社会感情进入最高范畴，那是一种近于宗

教的感情，它甚至超越正义和良知法则，是终极的善，是最高的

理性，是人类存在的最后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情感能真

正进入生命体验，进入存在的体悟，而不仅仅是现实态度，不仅

仅是良知体系和道德感情。①

值得欣慰的是，祁太秧歌于２００７年已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民俗民间文艺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

值，就在于这种具体地存在于小环境中的文化凝聚力和表现力。

方言、俗语、习俗、母题、原型、声腔、程式、传统指涉以及即

兴性和参与性等等，都是民间文艺活动普遍具有的形态特征，而

这些特征都和具体的、特定的族群、社区的文化特征有密切的联

系。这种联系成为文艺活动的社会心理环境，并因此而成为社会

认同的重要方式。② 我国文艺普遍具有共时性叙事的特征，其最

终指向的是一个类的存在，也就是说，记忆是整体性的。这个整

体是人人参与其中的文化结合体。个人通过追忆的过程寻找这个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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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并归入它的阴翳之下，与这个整体融而为一，使所有的人

变成同一个人，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殊而牢固的文化认同。①

我们试图通过一幅幅几近原生态的生活情境的细节描述，来

剖析民、清时期晋中农村民众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感知，建立地方

社会经济、民风民俗、家庭结构、道德伦理以及精神追求的某种

联系，因此，这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文化解读与判断的过程，也

是一个系统、综合、动态的过程，我们试图对它的是非优劣、来

龙去脉作出判断。只有将艺术置于文化的大背景，考察它的发

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也即通过对其“场效应”的考察，

才得以了解艺术在背景中由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连锁反应所构

成的复杂境况，② 这基本上是一种独立的认识活动，其使命是在

艺术与生活的结合处发现人、发现美，当然其中不乏一些主观认

定的成分，但这些都是基于某种经验的整体性总结。如果我们将

这种总结视为是一种生产过程或创新的过程，其中一定不乏各种

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对于某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多少

会遭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当今社会发达的信息传媒网络也

会使我们深感压力，因为写作的“同质化”也是我们努力要拒绝

的，对于“独异性经验”的追求似乎有些徒劳无益，尽管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得到确认、留

下印记并产生特定的意义。③ 愿祁太秧歌能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愿我们的民间文化能够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愿我国民族文化能够

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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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祁县人文生境

进行某种文化的研究，首先应该立足于这种文化所赖以滋生

的历史文化土壤。自从文学现代主义成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文学

存在以后，文化艺术自我神圣化的过程随之而来。我国戏剧理论

界也已经习惯于从西方引进现成的概念与术语来规范和描述中国

戏剧，习惯于把西方戏剧的定义强加给在美学形态上非常独特的

中国戏剧，削足适履，① 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我们放弃了作为读者

或者观众进行思考的权利。我们还是先回到山西晋中，踏上昭馀

祁这方沃土，这一溯源之旅或许会有益于我们真正了解祁县，了

解晋中文化，通过对祁太秧歌的认识和解读，或许可以让我们重

新获得某种文化的认同，让集体历史记忆重现，让我们重温那可

爱的家园，还有过去的时光⋯⋯

踏莎行·赠一泉郭公 【清】李恕②

半亩方塘、数椽茅屋，

窗前对却萧萧竹。

安乐窝中几卷书，

希夷酣睡三竿足。

兴动吟诗乐歌曲，

闲时散步游盘谷，

惟知谷我气和神，

丢却人间荣和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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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祁县旧志艺文选录的一首清词，虽然流传不广，却极具

田园诗画意象，其中所蕴含的那种返璞归真的人生体验和恬淡的

人生境界，想必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在一定层面

上或许可以反映千百年来晋中一带的人文生境。

一、昭馀祁

祁县，因古时有“昭馀祁泽薮”而得名。位于太原市西南

６７公里，太岳山北麓，太原盆地南部，汾河东岸。东与太谷县

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南与武乡县交界，北与清徐县毗连，东

南与榆社县峰峦相依，自古为“川陕通衢”之要塞。作为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对梁村古文

化遗址考证证明，早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先

民们就在祁县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祁县》，关于祁县有如下记载：“昭

馀祁”是古代泽薮名之一，也是山西省中部最早出现行政区划的

地方。“泽”，指聚水的洼地；“薮”，即湖泽之通称，并有“草

野”之义；“泽薮”即长满水草的积水地带。据《周礼·职方》记

载，上古时期，山西省中部是一片很大的长满水草的积水地带，

名“昭馀祁泽薮”。历经山河变易，泽薮逐渐干涸，水退人居。

公元前５６９年，即春秋时期，魏绛和戎，晋国北扩，昭馀祁这一

沼泽地带才开始成为晋国有效管理的行政领域。公元前５５６年，

晋平公封祁奚为祁太夫，食邑于祁地。当时的祁地，版图很大，

南至灵石，北至阳曲，西至文水，东至寿阳，几乎包括了整个晋

中平川，公元前５１４年，祁奚之孙祁盈因罪被杀，其食邑亦被没

收。“魏宣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即邬（今介休、灵石）、

祁（今祁县）、平陵（今平遥、文水）、梗阳（今清徐）、涂水

（今榆次、太谷）、马首（今寿阳）、盂（今太原市阳曲县）。今祁

县县域总面积为８５４平方公里，其版图基本就是那时候所确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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