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党 光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数年了，

而这本书稿我是在三年前拜读的，那时他还在坚强地活着。他

患的是肺癌，手术把胸腔拉开后，毒瘤已经扩散，大夫在毫无

回天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把好坏难以分离的胸腔又缝合上

了。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反正一个月后，又走在了人群当

中，只是脸色苍白了许多，身体虚脱了许多，惟有笑声仍在坚

持，锻炼仍在继续。依他的智慧，是不难洞悉身边人眼光中的

奇异和同情色彩的，但他始终没有向任何人，包括亲属打听病

情，只是一如既往地活着，坚挺地撑持着。尽管最后已瘦弱得

不禁风力，但宽大的衣袖里面的骨架一直没有完全垮塌下来，

大家都在背后深深地叹服：“老党这把骨头挺硬的！”

我与党先生并没有太多的交往，当我调进省戏曲研究院

这个大院时，党先生已是颇有成就的作曲家了，他独立作曲或

与他人合作的《杨贵妃》、《杏花村》、《屠夫状元》、《两个女人和

一个男人》、《爱与恨》、《兄弟姐妹》等数十部作品中的一些唱

段已广为传播，我亲历目见院里在移植芬兰剧作家英格丽·基

尔皮伦的《真的·真的》这部作品时，以党先生为首的几位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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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将来自民间的碗碗腔音乐与西方的故事与洋人的命运紧

密结合，演绎出了余音绕梁三日不去的凄美、动人之作，不仅

征服了中国观众，而且还在芬兰国家剧院赢得了满堂彩。当

然，一部作品的成功是编、导、演、音、美等方面合力打造的结

果，但作为民族戏曲这种独特的艺术样式，音乐的“半壁江山”

地位是自不待言的。

党先生不仅能作曲，而且善演奏，再加之具有一定的理论

素养，因此在广为实践的基础上，终于走上了音乐研究的道

路，《碗碗腔音乐》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积累、研究、探索

的结果。这本书既有很强的史料性，又有丰富的实践性，更有

技术上的指导价值和可操作性，连什么演员怎么演唱、什么乐

器怎么演奏都有详尽的学理诠释和应用技法揭示，尤其是先

生亲手描画的多幅碗碗腔乐器与演奏操作示意图，不仅从技

术上增强了直观性，而且从学术上丰厚了碗碗腔的文化内涵，

加上诸多经典谱例的嵌入，确实使全书呈现出了图文并茂、深

入浅出的效果。对于不知者，可以从中知晓什么叫碗碗腔，它

源自何处，流淌经脉，以及发展路向等等；对于知道者，我想从

中可资借鉴、发掘的矿藏就不是一处两处了。总之，这是一个

碗碗腔音乐创作实践者用心血浇铸而成的集学术与技术于一

体的探索力作，从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一种“冷门”研究，惟

其“冷门”，更显功莫大焉。

在党先生生命的最后时期，我曾到医院探望过两次，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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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骨瘦如柴，一颗好强的心灵已撑不起软如面条的身子了，

我走到床前紧紧拉着他的手，他已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告

诉他，我们会尽快想办法把这本书出出来的，他似乎是用了用

力，但那力量已轻若风抚水吻，尽管如此，我仍感到了他心灵

的期待和力量。从大夫处得知，党先生将不久于人世，我们不

得不加快出书与跑钱的速度，感谢有关方面的支持，在我详细

介绍了这本书的价值和作者情况后，几经周折，资金终于得到

了落实，但这时党先生已悄然作古。遗体告别那天，我介绍完

他的生平，似有泪花打旋，我低着头，默默走过他身旁时，感到

十分不安，我再次用心告知他：书一定会出出来的。当这个承

诺今天终于兑现时，我感到了一种轻松，一种交代，一种落实，

一种安宁，我想这是对亡者灵魂最好的告慰和安妥了。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有 69年历史，先后有几千名艺术家在

这里劳碌或走完一生，许多有成就的人都曾著书立说，但真正

能付梓出版者寥寥无几，在今天这个出书以市场热冷为衡器

的时代里，像民族戏曲这样“生僻”的立言，要想以铅字的形式

藏储或流播，真是太难太难了，当然，也正是因为有难度，才更

显示出出版的价值和意义。我想这也便是我们这些从业者对

民族文化传统最好的撑持和守望了。

您的心血没有白费，党先生安息吧！

2007年 2月 10日于西安



碗碗腔是陕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据说在很

早（明末、清初）以前就已流行于民间，特别是陕西省

关中东部地区：渭南、华阴、华县、大荔、朝邑、蒲城、

白水、富平、临潼以及山西省的晋南、临汾、运城等地

区。有些地方会唱碗碗腔的人很多，如，大荔县沙苑

地区，约有两三千户人家，几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

都会哼几句碗碗腔。这种现象不仅这一个地方，而是

很多处。这充分说明它同劳动人民的关系是非常密

切的。

新中国成立前，碗碗腔一直是用皮影的形式演

出，由于反动统治的摧残，使它每况愈下，濒临灭绝。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及时拯救了这一优秀

的剧种，1956年，在陕西省委的直接支持下，由陕西

省戏曲剧院（即现在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第三团

（现在的眉碗团），首先通过《金琬钗》中《借水赠钗》

的排演，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及文艺界、音乐

界的赞扬。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观看了碗碗腔的演

出，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多年来排演了很多古典剧、传统剧目，《白玉

瑱》、《金琬钗》、《女巡案》、《铡美案》、《清素庵》……



等，又相继排演了不少现代剧目，如：《智取威虎

山》、《芦荡火种》、《瘦马记》、《红色宣传员》、《红色

娘子军》、《蝶恋花》等。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专业文

艺团体、业余文艺爱好者以及全省、全国的广大观众

都在学唱碗碗腔，排演碗碗腔剧目。

可是，除了碗碗腔唱腔比较容易掌握外，目前主

要存在着的问题是：对碗碗腔板式（板路）不熟，对演

唱方法、特点以及对伴奏技术不熟。一段碗碗腔唱

腔，如果没有它的特定的演唱方法，没有特定音色的

乐器伴奏，不但观众不能满足，即使是从事它的人，

也觉得没有味道。由于上述原因，有些单位、团体（业

余、专业）搞了一下，就搞不下去了，甚至有些地方从

根本上就灰心而再不想继续搞了。这样对普及碗碗

腔这一优秀剧种来说，是重大的损失。本册子就根据

这个问题，特向广大读者介绍碗碗腔音乐以及它在

演唱、演奏上的一些基本技术和经验，谨供碗碗腔爱

好者以及广大的观众参考。

编著者

1985年元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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