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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因陕西简称秦而得名。又名 “秦声” “乱弹” “梆子腔”。民间俗称 “大

戏”，清代中叶以后，北京等地亦称 “西秦腔”“山陕梆子”。秦腔在陕西境内，因各

地方言、语音的不同而演变成了四路：流行于关中东府同州 （今大荔）地区的，称

“同州梆子” （即东路秦腔）；流行于西安地区的，称 “西安乱弹” （即中路秦腔）；

流行于西府凤翔地区的，称 “西府秦腔” （即西路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称

“汉调桄桄”（即南路秦腔）。

秦腔盛行于陕西的关中、商洛、汉中等地。流行区域：西抵陇州，东至潼关，北

达榆林，南至宁强。向外曾流行至京、津、冀、鲁、豫、皖、浙、赣、湘、鄂、粤、

桂、川、滇、青、宁、新、藏、内蒙古等省区。１９４９年后还传至台湾。域外远达前

苏联的吉尔吉斯共和国。

秦腔的渊源与形成的时间，说法众多，难以确考。明末清初，在秦中及晋南等

地，已有班社演出活动。据陕西的秦腔老艺人王保顺 （清光绪末年生）口述，关中

地区，明代末年，有周至张家班等班社在民间演出，明王朝于西安建立的秦王府，还

不断征选民间秦腔戏班入府演唱，以供娱乐，并选 《五典坡》一剧，晋京为崇祯之

母祝寿演出。（１９６０年 《陕西省文化局秦腔调查资料》《西安王宝钏寒窑历史调查资

料》）到了清初，秦腔的演唱活动更为普遍，秦腔传统剧目 《阎王乐》中有两句唱

词，表述了康熙年间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陕西关中地区演出秦腔的盛况：“康熙王登基

有四年，各州府县演乱弹。” （康熙四年，系１６６５年，距明亡的１６４４年，仅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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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陕西鲁桥镇张鼎望于康熙年间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撰写的 《秦腔论》，还对当时的秦

腔声腔和演技作了论述。张潮读了其作后曾致信作者，称赞秦腔声腔说：“听抑扬抗

坠之妙，不觉色飞眉舞也。” （书已轶，信见 《尺牍偶存》）康熙四十七年 （１７０８），

孔尚任往山西，赋 《平阳竹枝词·乱弹词》二首，描写了他在平阳观赏的为康熙献

演的秦腔：“乱弹曾博翠花看，不到歌筵信亦难。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

郸。”“秦声秦态最迷离，屈九风骚供奉知。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落花时。”

（《孔尚任诗文集》）后于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朱维鱼于陕西回京，取道山西，著

《河汾旅话》，叙其于晋南赵城、霍县一带看到的秦腔说：“村社演戏剧是曰梆子腔，

词极鄙俚，事多诬捏，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倡，亦称秦腔。”在谈到秦腔与古

《鸡鸣歌》不同时，又称秦腔为 “山陕梆子腔戏”，“山陕梆子”一名，从此即出。这

些史实证实：至迟在明末清初之际，秦腔确在秦中、晋南等地出现，并活跃于各地演

出。其名称虽有 “秦声”“乱弹”“梆子腔”“秦腔”“山陕梆子”等多种称谓，但其

实质都是同一声腔剧种，即为 “秦腔”。

明末清初，秦腔流行的秦中与毗邻的晋南等地，向有黄河 “三角洲”之称。这

里文化、经济繁荣。自金、元以至明代，都是院本、杂剧、弋阳、昆曲等南北曲戏曲

的繁衍之地；民间艺术的根基也十分雄厚，民歌及各种说唱艺术，名目繁多，千姿百

态。陕西关中儒、释、道三教所建的民间劝善堂，编写的以 “劝善调”说唱的 “劝

善书”之类的说唱形式遍及城乡，处处可见。据清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大荔县志》

记载，仅明代大荔王锡黻一人编著的 《劝善集书》，就达十卷之多。秦腔就是早期艺

人，在这块丰厚的民间艺术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今人王依群提出：秦腔基本板式

〔二六板〕是以类似民间 “劝善调”的说唱形式为基础而创造的，并采用传统的节奏

变化手法，从 〔二六板〕再发展演化出 〔慢板〕等秦腔的六大板式，构成了完整的

秦腔声腔 （见１９８２年王依群 《秦腔声腔的渊源及板腔体音乐形成》）。说明秦腔声腔

在形成的过程中，艺人们正是继承了金、元、明南北曲戏曲的成分和表现手段，以当

地的民歌、说唱艺术为素材，加以创造而成的。这种新形成的声腔，系板式变化体形

态，为适应广场演出，用枣木做梆击节，民间遂称其为 “梆子”“乱弹”。

自清初康熙时起，秦腔作为一种新出声腔，随着唱腔、表演艺术的不断完善，迅

速向外发展。通过军队、商贾和艺人，传播到湖广、川藏、北京等地。康熙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顾彩游湖北容美，在 《容美记游》中载，田舜年家班：“男伶皆秦腔，反可

听 （所谓梆子腔是也）。”康熙年间流居湖南的学者刘献廷 （１６４８－１６９５）在衡阳听

到了秦伶唱的秦腔，并在 《广阳杂记》中写道： “秦优新声，又名乱弹，其声散而

哀。”康熙四十八年 （１７０９），魏荔彤在 《京路杂兴三十律》中说到了北京所唱的秦

腔：“近日京中各班皆能唱梆子腔。”并作诗云： “学得秦腔新依笛，妆如越女竟投

桃。”雍正年间 （１７２３－１７３５），于四川绵竹为官的陆箕永在 《竹枝词》中写到了秦

２



腔在川的演出情况：“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拨檀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

去说吹腔。”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戍守西藏拉萨的陕西籍官兵，也于军中 “择其能唱

乱弹者，攒凑成班，各令分认角色，以藏布制造戏衣，不时扮装演唱，以供笑乐”

（《雍正上谕内阁》）。

清乾隆、嘉庆时期 （１７３６－１８２０），秦腔发展进入了盛期，西安和北京形成了两

个演出中心。秦中各地，班社林立，演出频繁，出现了 “今则乱弹盛行，……半夜

空堡而出，举国若狂”（乾隆史传远 《临潼县志》）的盛况。仅西安一地就有三十六

个班社。最早为保符班，继有江东班、双赛班 （因艺在保符、江东之上，故名双赛。

后来，双赛班吸收了祥麟、色子等角，作为两大台柱，又更名为双才班）。在这些班

社中，名伶层出不穷，如祥麟、小惠、宝儿、喜儿、琐儿、色子、金坠子、双儿、拴

儿、太平儿、四两、碗豆花、竹林、满囤儿、史章官、姚翠官等，可谓人才济济，高

手如云。“祥麟者，以艺擅，绝技也；小惠者，以声擅，绝唱也；琐儿者，以姿擅，

绝色也”（乾隆四十三年严长明 《秦云撷英小谱》），号称关中曲部 “三绝”。乾隆年

间，还有一批秦腔艺人进入北京演出，出名的首推魏长生，他于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至京入双庆部献艺，以 《滚楼》一剧，名动京师，“观者日至千余” （乾隆

五十年吴太初 《燕兰小谱》）。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魏长生南下扬州，引起轰动，

赢得了 “海外咸知有魏三，清游名播大江南”（嘉庆八年小铁笛道人 《日下看花记》）

的美誉。此外还有三寿，亦搭班双庆部，演 《樊梨花送枕》，摹写情态，如见真人。

满囤儿入萃庆部，扮 《如意钩》 《打擂订婚》，似如芍药翻阶，令人目眩。史章官在

余庆部，声艺俱佳，最擅 《霸王鞭》一曲。姚翠官，入双和部，演 《滚楼》 《温凉

盏》等剧，“绘影摩神，色飞眉舞” （嘉庆十五年留春阁小史 《听春新咏·别集》）。

除此，秦腔艺人申祥麟还经山西蒲州，北至太原献艺。（《秦云撷英小谱》）秦腔在江

南等地的流行，亦呈 “江、广、闽、浙、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班子 “时来时

去”之况。（乾隆四十六年 《江西巡抚郝硕复奏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

这一时期，秦腔在艺术上已趋成熟，板式变化体声腔体系基本形成，曲牌体声

腔，仅在个别剧目或少数场次中兼而用之，艺人俗称为 “哼扎子” （即唱昆曲）。乾

隆初年唐英 《古柏堂传奇》中提及的秦腔剧目 《天缘债》已采用了七字、十字上下

对偶句式的板式变化体形式。北京东泰山堂刊行的乾隆年间秦腔剧目 《岳母刺字》，

也是形式完备的板式变化体。陕西大荔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抄录的 《画中人》，角色体

制齐全，生、旦、净、丑皆备。生行有老生、须生、小生之别，旦行又有老旦、小旦

之分，化妆、装扮、砌末、排场亦很讲究。当时，秦腔唱腔已形成独特风格，具有慷

慨激昂之美，“人人出口皆音协黄钟，调入正宫”，“其擅场在直起直落”，“变宫变徵

皆具”，“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表演技艺也有了新的提高，进入了 “音中有态，小

语大笑，应节无端，手无废音，足无徒跗，神明变化，妙处不传” （《秦云撷英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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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的境界。所用乐器，“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 （乾隆吴太初 《燕兰小谱》）。

“弦索之外，全用击筑 （即锣鼓）”（《秦云撷英小谱》）。并 “以梆为板”（乾隆李调

元 《剧话》）。

随着秦腔艺术上的成熟，此时风格上还开始形成了两大流派。《秦云撷英小谱》

记载说：“秦中各州郡皆能声，其派别凡两派，渭河以南尤著者三：曰渭南，曰周

至，曰礼泉；渭河以北尤著者一，曰大荔。”其中河北派为同州梆子，河南派为西安

乱弹，以渭南、周至、礼泉三地演唱最佳。

道光至光绪年间 （１８２１－１９０８），西安乱弹得到了尤为突出的发展。西安郊县城

乡各种宴席、庆典及祭祀活动都要演唱大戏秦腔。咸宁、长安、兴平等县元宵节，东

岳庙会，常是陈戏多台，观众如潮。（民国二十二年 《续修陕西通志》）西安四周各

县，秦腔班社多达六十余处，最出名的为光绪年间的十大班，即长安的玉盛班、庆泰

班、鸿泰班、双翠班，户县的金盛班，临潼的华清班，西安的中和班、德盛班、福盛

班、玉庆班等。这些班社在演出中随班授徒，为秦腔造就了大批人才。其中玉盛班、

德盛班、金盛班、华清班、福盛班出科艺人最多，计有：生行的刘丰收、二楼子、李

范、十八红、润润子、银福子、李云亭、刘立杰、陆元子、晋公子、静娃、晏宝儿、

党金良、茂盛儿等；旦行的要命娃、隆德子、随鞑子、五喜儿、梁箴、陈雨农、党甘

亭、二宝儿、白菜心儿、四川红、曾鉴堂、出山红、三斗金、金鸿印、四海儿等；净

行的水泗子、兰州儿等。这一时期，西安乱弹剧目丰富，经常上演的有 《北邙山》

《无影簪》《德胜图》《反延安》《汴梁图》《打金枝》《游西湖》《双合印》《合凤裙》

《抱琵琶》《梅龙山》《乾坤带》《春秋笔》《蝴蝶杯》《玉虎坠》《法门寺》《走雪山》

《白水滩》《八义图》《闯宫抱斗》《辕门斩子》《杀狗劝妻》《雷峰塔》等二百余出。

与此同时，西安、咸阳等地还出现了一批木刻书坊，如树德堂、泉省堂、聚会堂、裕

兴堂、居义堂、永盛堂、澍信堂、广兴堂等，专门刻印秦腔剧目对外销售，以满足各

地戏班的需要。刻印的剧目有 《讨荆州》 《取西川》 《火烧绵山》 《观春秋》 《双玉

镯》《白老卖画》等百余种。

民国时期，是中路秦腔重要的发展转折阶段。一方面因其地利，便于兼取东、西

两路秦腔 （即同州梆子与西府秦腔）之长，取得了发展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旧

民主主义革命风潮的影响下，改良秦腔之风蓬勃兴起。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李桐轩、

孙仁玉等，在西安发起创建陕西易俗社，以 “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

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学社体制，设班培养演员，创立戏曲编写机构，同时对秦腔音

乐、剧目、表演、舞美等进行了全面改革，使中路秦腔面貌为之一变，被称为 “改

良新声”，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一时陕西及西北各地纷纷效仿，蔚然成风。从

此，东路、西路、南路秦腔开始衰落，逐渐被西安改良秦腔所取代。至民国十五年左

右，改良秦腔覆盖全省，中路秦腔 （西安乱弹）的命名遂废，通称秦腔。此时，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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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境内相继建立的改良班社，多达五十余个，主要有西安的三意社、榛苓社、正俗

社、牖民社、新声社、集义社、尚友社，三原的秦钟社、新民社，高陵的化俗社，咸

阳的益民社，凤翔的移风社，乾县的晓钟社，汉中的天汉社，宝鸡的新汉社，大荔的

觉民社，蒲城的维新社、培风社、景化社，榆林的新剧团等。改良秦腔班社十分重视

人才的培养，在民国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全省名社共培养学员两千名以上。陕西易俗

社最多，共办班十三期，培养学生六百余名；其次为榛苓社，共办八班，培养学生四

百余名；三意社共办七班，出科学生二百余名。其中较有成就的计一百五十余人，生

行有刘毓中、伍富民、萧顺和、阎振国、和家彦、耿善民、刘易平、颜春苓、苏哲

民、苏育民、沈和中、雒秉华、郭朝中、李益中、乔新贤、任哲中、毛金荣、焦晓春

（女）等六十余人；旦行有刘箴俗、王月华、刘迪民、田玉堂、何振中、张镜堂、王

应钟、郭育中、崔晓钟、董化清等五十余人；净行有李可易、张建民、姚裕国、李怀

坤、孙省国、陈西秦、周辅国等二十余人；丑行有聂大少、苏牖民、马平民、汤涤

俗、晋福长、樊新民、阎振俗、雷震中、王辅生等十余人。王绍猷的 《秦腔记闻》

主张改良秦腔提倡编演新戏，同时选择和改编传统剧目。《易俗社章程》明确规定了

新编剧目的题材范围。民国六年，李桐轩又拟 《甄别旧戏草》，提出了传统戏的取舍

与改编标准。以易俗社为中心，形成了改良秦腔的作家群，主要剧作家有李桐轩、孙

仁玉、范紫东、高培支、封至模、吕南仲、李逸僧、淡栖山等。编演剧目六百余本，

易俗社最多，计五百余本，主要有 《三滴血》《夺锦楼》《软玉屏》《双锦衣》《殷桃

娘》《还我河山》《鸦片战纪》《三回头》《三知己》《柜中缘》等历史戏，和 《秋风

秋雨》《家国恨》《双刁传》《虎口团圆记》《金手表》《冤仇报》等时装戏，成为各

地演出新剧的主要来源。民国十年 《桃花泪》《小姑贤》《将相和》《露筋词》等十

五个剧目，受到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褒奖。民国十三年七月，鲁迅先生一行莅临西

安，到易俗社观看 《双锦衣》《人月圆》等剧，并题写了 “古调独弹”匾额。除此，

三意社、正俗社、榛苓社，也编演了一批改良新戏，有 《娄昭君》《家庭痛史》《卧

薪尝胆》《夫妇镜》等五十余本。整理改编演出的传统剧目有 《游龟山》 《铡美案》

《花亭相会》等。易俗社擅长生、旦戏 （小生、小旦），三意社则以生、净戏为主，

成为两大竞争对手。刘箴俗的 《青梅传》，刘毓中的 《卖画劈门》，王天民的 《入洞

房》，李正敏的 《五典坡》，王文鹏的 《葫芦峪》，苏哲民的 《激友》等，皆为上品，

一日两场，座无虚席。民国十年后，易俗社的影响迅速扩大，南下武汉，东到河南，

北至北京，往西到过甘肃、宁夏等地。民国三十年后，孟遏云、梁韵秋、苏蕊娥等首

批秦腔坤伶相继登台，改变了旦角须由男扮的旧例，促进了秦腔表演艺术的发展。秦

腔主奏乐器也由二股弦改用板胡，经琴师荆生彦的改造，创造出上下把拉法，扩大了

秦腔音域，呈现出中正平和之美， “敏腔”创始人李正敏改掉了秦腔虚字托腔的唱

法，使其声腔更加优美动听。陈雨农、党甘亭等，又为旦角创造出 “碰板腔”“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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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齐板腔”及 “黄鹂调”“数罗汉调”等新腔，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改良秦腔的

唱腔艺术。表演上开始向京剧学习，延请京剧教练教习武功，使武戏表演更加火爆热

烈，干净利落。服饰开始自行设计制作，京剧旦角化妆的古装头饰亦被引进和采用。

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秦腔改革运动也在进行，在毛泽东的倡

导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柯仲平、马健翎等为骨干，创造出了以反映边

区人民革命斗争生活为内容的 “新秦腔”。演出了 《一条路》 《好男儿》 《查路条》

《中国魂》等新戏，受到了边区军民的普遍欢迎。在民众剧团的启迪和影响下，边区

各分区陆续建立了一批秦腔剧团，如安塞的边保剧团，演职人员有赵维川、周伯平、

赵大纲等，演出了现代戏 《查路条》 《中国魂》，以及本团创作的 《英雄战士》等；

泾阳七月剧团，演职人员有何纯渤、苏一萍、张云、陈瑞林、王群定、王小民等，演

出了本团创作的现代戏 《新教子》等；旬邑关中剧团，演职人员有党启锡、张醒民、

陈万哲、王瑞福、刘振海、王自忠等，演出了杨公愚、张剑颖创作的现代戏 《大上

当》《抓壮丁》等；绥德民众剧社，演职人员有井秀珍、高鹏、梁文达、杜聿旺、刘

智等，演出了现代戏 《中国魂》《查路条》《考试》等；淳化八一剧团，演职人员有

陈瑞林、袁光、屈映明、王群定、谭增成等，演出了现代戏 《新教子》 《抓汉奸》

《五典坡》 《民族魂》等。此外，还有西北剧社，关警剧社等。民国三十一年五月，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各团纷纷下连队，下乡村，深入群众演出，积极落实边区戏剧运

动的方针，发挥了 “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作用。民国三十二年七、八月间，

马健翎的 《血泪仇》由民众剧团上演，轰动了整个边区，八一剧团为了配合大生产

运动，创作演出了 《双运粮》《关中四杰》《纺棉花》等。为了配合坚持抗战到底的

思想教育运动，民众、八一等剧团还编演了 《潞安州》《梅花岭》《石达开》《史可

法守扬州》等历史剧目。民国三十三年十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文教大会，

向民众剧团颁发了 “特等模范”奖旗，授以马健翎 “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并

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民国三十五年七月，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各团立即奔赴前线，

配合战争进行宣传演出，在硝烟战火中创作了一批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如民众剧团

的 《一家人》《穷人恨》《鱼腹山》，绥德民众剧团的 《双报仇》，八一剧团的 《兄弟

会》《儿子》《闯王遗恨》《打虎计》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剧团先后迁至西安，创建西北戏曲研究

院，后改为陕西省戏曲剧院。西安及全省各地县，或以民间班社为基础，或重起炉

灶，共建秦腔专业院、团七十四个，从业人员多达五千余人。地方级社、团有：西安

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五一剧团、咸阳人民剧团、宝鸡人民剧团、渭南人民剧

团、商洛地区剧团、榆林地区剧团等十一个；县级剧团有凤翔县剧团、洋县剧团、洛

南县剧团、华县剧团、户县剧团、长安县剧团、耀县剧团、延安大众剧团等六十二

个。各院、团荟萃民间艺人，吸收新文艺工作者及音乐创作、舞美专业人员，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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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新演员，壮大了秦腔艺术队伍。经过新老文艺工作者的改

革，秦腔主奏乐器废除了二股弦，以板胡为主奏，增添了提琴、管乐等西洋乐器，形

成了中西乐队相兼的混合体制。各地建立了专业的创作机构，在收集挖掘传统剧目的

基础上，整理改编演出了 《铡美案》《游西湖》《游龟山》《法门寺》《玉堂春》《火

焰驹》《白玉钿》《回荆州》《打镇台》等优秀传统剧目二百余出。创作出 《烈火扬

州》《一罐银元》《三世仇》《枣林湾》《赶花轿》《西安事变》等新编历史戏和现代

戏百余出。五十年代末三大秦班晋京献艺，并巡回江南十三省演出。任哲中、李爱琴

演的 《周仁回府》，马蓝鱼演的 《游西湖》，萧若兰演的 《藏舟》，肖玉玲、李应贞演

的 《火焰驹》，苏育民演的 《打柴劝弟》，刘易平、刘如惠演的 《辕门斩子》，袁克

勤、陈仁义演的 《下河东》，郭明霞演的 《赶坡》，余巧云演的 《三上轿》等，都成

为广大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李正敏、王天民等一代名角相继离世，马蓝鱼等逐渐退出

舞台，转入授艺育人和剧团管理工作，只有李爱琴等仍为舞台砥柱。经过十年浩劫，

秦腔艺术人才青黄不接，省、地、市、县又普遍通过开办艺校、培训班等形式，培养

出一代新人，充实了秦腔队伍，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秦腔传统剧目有一千零四本，文戏、武戏兼备，尤盛须生、净角和青衣戏。连台

本戏、本戏、折戏和小戏均有，而以本戏居多。秦腔传统戏班的看家戏是 “江湖二

十四本”，包括 《春秋笔》《玉虎坠》《五典坡》《串龙珠》《铁兽图》《抱火斗》《破

天门》《玉梅绦》《八件衣》《下河东》《回荆州》《八义图》《忠义侠》等。生、旦、

净、丑行当俱全，唱、做、念、打也各有所长。艺人搭班以能否上演二十四本为考核

标准。其次为折戏，多为本戏中或唱工、或做工、或武工，具有突出特点的重场戏，

如 《五典坡》中的 《三击掌》《别窑》《赶坡》《游龟山》中的 《藏舟》《二堂献杯》

等。折子戏既是训练学员的启蒙戏，也是展现艺人才能的代表性剧目。秦腔的小戏，

多是丑角为主的风趣喜剧，如 《秃娃闹房》 《顶灯》 《背板凳》 《打砂锅》 《看女》

等，群众称之为 “耍戏子”。传统戏班庙会演出，常以本戏为主，本戏演出之前加演

三出折戏或小戏，叫做一本加三折，民间俗称为 “捎戏子”。开台首演敬神戏 《大赐

福》，全班演员皆出，穿戴班中最好戏装，谓之 “亮箱底”；后选几位最佳演员，扮

演几折拿手好戏，又叫做 “亮把式”。

秦腔唱腔包括板路和彩腔两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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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越，适合表现悲愤、怀念、凄哀的盛情；欢音腔欢乐、

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欢快、爽朗的感情。板路有 〔二六板〕 〔慢板〕

〔箭板〕〔二倒板〕〔带板〕〔滚板〕等六类基本板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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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腔等四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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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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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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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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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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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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脸唱腔讲究 “将音”和

“嗷音”，调高难唱，能者则成名家。秦腔曲牌分弦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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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称四大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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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奏老调，音高为 “三眼调”。三十年代后改用出调 （即下把拉法）。

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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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按行当建制以 “四梁四柱”为骨干的三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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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

昆、乱不挡的多面手、好把式，又称 “戏包袱”，或叫 “饱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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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五种法宝道具。量天尺，翻天印，可施放长串焰火，金交剪能飞出朵朵

蝴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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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 《中国戏曲志·陕西卷》，有改动。１９９５年３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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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晋景公即位，屠岸贾专权，欲害赵盾。诬盾杀灵公。使钜麂刺之。钜为赵盾所救

之饿殍，被盾忠义所感，触树而亡。屠又使獒犬噬之，提弥明打死獒犬救之，当殿被

杀。赵盾下狱，满门抄斩。周坚替驸马赵朔死。朔妻公主庄姬怀孕，囚入寒宫，生孤

儿赵武。朔托遗孤于程婴，朔逃之盂山。程婴扮草医入宫，藏孤儿于药匣。带之出

宫。屠岸贾搜宫未得，拷问宫女卜凤，卜触柱死。屠岸贾又出榜文，如不献出孤儿，

将杀国中与孤儿同庚之婴儿。程与公孙杵臼计议，程舍子金刚，杵臼舍命，程出首献

之。屠岸贾搜出金刚，掷地踩死。杵臼被杀。程乃携孤儿入屠岸府。十五年后，景公

病，赵盾显魂，韩厥道赵氏之冤，景公乃悟，封韩为相，令其复审赵氏冤案。程见

韩，孤儿母子团圆。程以杵臼等八义士救赵氏事绘制挂图，说与孤儿。孤儿杀屠岸

贾，迎父朔，程自刎。景公命修烈士祠，以彰八人之义。

别名　 《搜孤救孤》 《狗咬赵盾》 《赵氏孤儿》。其中有名折戏 《盘门》 《拷卜

凤》《挂画》广为流行。

本别　此剧为陕西中路秦腔本。陕西东路、南路、西路秦腔有同目。甘肃靖远清
代嘉庆古钟有铸目。河南梆子、山西蒲州梆子、中路梆子亦有此剧目。

特色　须生、老生、大净、小旦唱做工兼重戏。该剧为陕西篬记儿、同州儿、保
生儿、庚寅儿、六指儿、刘立杰、拜家红、王谋儿、李应才、田德年、王赖赖、刘毓

中、苏育民、赵毓平，新疆陈玉堂 （维吾尔族艺人）、王义民演出的代表作。

流行　陕、甘、宁、新、青、藏。
本事　见 《左传·宣公二年》，《史记·赵世家》，汉代刘向 《新序·节士篇》和

《说苑·复恩篇》，宋元戏文 《赵氏孤儿报仇记》，元·纪君祥 《赵氏孤儿大报仇》杂

剧，无名氏 《赵氏孤儿记》杂剧，明·李贽 《史纲评要·周纪·定王》及 《东周列

国志》第五十四至五十九回，明·徐元九 《八义记》传奇，无名氏 《八义曲》及弹

词 《八义词》。

存佚　今存版本：①陕西人民出版社刊行马健翎改编本；②长安书店刊行米钟华
改编本；③ 《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集书录本。④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藏手
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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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表

晋景公　　　晋　王　　　须　生

赵　盾 丞　相 老　生

屠岸贾 司　寇 大　净

庄　姬 公　主 正　旦

赵　朔 驸　马 小　生

程　婴 赵门客 须　生

公孙杵臼 赵门客 须　生

林　哲 赵门客 杂

周　坚 赵门客 杂

卜　凤 宫　女 小　旦

韩　厥 将　军 武　生

张伯虎 丑　净

提弥明 杂

魏　相 生

高　缓 太　医 须　生

赵　武 孤　儿 童　生

董　狐 史　官 须　生

桑门大巫 大　巫 净

甲病竖 杂

乙病竖 杂

校　尉 校　尉 杂

内　侍 内　侍 杂

女校尉 校　尉 丫　旦

卒 卒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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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次

第 一 场 狗咬赵盾

第　二　场　　　　抄杀赵府

第　三　场　　　　赵盾被杀

第　四　场　　　　寒宫搜孤

第　五　场　　　　韩厥盘门

第　六　场　　　　拷打卜凤

第　七　场　　　　舍子救孤

第　八　场　　　　赵盾显魂

第　九　场　　　　屈打程婴

第　十　场　　　　交旨明冤

第 十 一 场　　　　月夜挂画

第 十 二 场　　　　孤儿杀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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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　狗咬赵盾

　　　　 （内侍引晋景公上）

晋 景 公：（引） 先君驾崩碧桃园，

除奸党清理朝班。

（屠岸贾、赵盾、董狐等上）

众　　臣：上朝。
内　　侍：平身。
晋 景 公：（诗） 列国争强未得宁，

干戈纷纷动刀兵。

四路未曾辑抚靖，

先清朝内奸与忠。

寡人阳室之后、九代玄孙、乳名几之。这是众卿，寡人有何德能，敢劳众

卿迎立。

众　　臣：大王仁德布于全国，理当迎请大王。今是吉日，不必推辞，请驾告庙。
晋 景 公：我朝内患未除，叫孤怎样告庙？

众　　臣：我朝并无内患。
晋 景 公：既然我朝并无内患，我先君怎能驾崩碧桃园？

众　　臣：刺客赵穿自刎中堂已死，尸首抛于草野，大王问他什么？
晋 景 公：难道说无有同谋之人？

屠 岸 贾：大王言者极是。

晋 景 公：我卿在朝官居何品？

屠 岸 贾：下大夫屠岸贾。

晋 景 公：碧桃园之事，莫非我卿知晓？

屠 岸 贾：为臣不知，问过史官便知来历。

晋 景 公：我卿平身，史官上来。

董　　狐：臣。
晋 景 公：碧桃园之事，我卿怎样落笔？

董　　狐：壬午年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
赵　　盾：大王，碧桃园之事，为臣正在首阳山待罪，臣我一字不知。
董　　狐：慢着大相。首阳未出晋地，大相不知谁敢私谋。
赵　　盾：慢着，大王，史官和臣有仇，休听谗言。
晋 景 公：史官平身。赵盾贼子，史官笔下已定，老贼还敢强辩。

（唱） 为大臣你竟敢出言不逊，

谁使你碧桃园去弑先君。

５



董史官他写的名正言顺，

岂容你奸巧辈狡辩纷纭。

且站一旁。

屠 岸 贾：大王，土尔番与臣进来一只仁犬，名曰神兽灵獒，能识忠奸。

晋 景 公：替弧传旨，带獒上殿。

屠 岸 贾：臣下领旨。大王有旨，张伯虎带灵獒上殿。

内　　侍：接旨。
（张伯虎带獒上）

张 伯 虎：张伯虎参见大王。

晋 景 公：下跪你叫张伯虎？

张 伯 虎：是臣。

晋 景 公：灵獒可曾带到？

张 伯 虎：带来殿角。

晋 景 公：待孤一观。果然此犬高有四尺，凶猛异常。张伯虎，吩咐文东武西，各站

一旁，撒开灵獒，待孤一观。

张 伯 虎：大王有旨，文东武西，各站一旁。灵獒过来了。

众　　臣：这个……
（獒咬赵盾，提弥明打死灵獒）

校　　尉：打死灵獒。
晋 景 公：绑上来。打死灵獒，必是同谋之人。校尉们，推下砍了。

（杀提弥明）

赵　　盾：好不气，气气气，气煞人也。
晋 景 公：校尉们，将赵盾老贼押上殿来。

赵　　盾：参见大王。
晋 景 公：赵盾贼子，史官笔下已定，灵獒将你咬住，还有何说？校尉们，将赵盾老

贼推下砍了。

魏　　相
韩　　厥

：慢着，大王，赵老丞相为国为民，罪不至死。暂且下在刑部狱中，事定之

日，再好斩首，也还不迟。

晋 景 公：就依二卿本奏，将老贼暂下刑部狱中，事定之日，再好斩首。校尉们，将

赵盾老贼押下殿去。

赵　　盾：这这…… （下）

晋 景 公：屠岸贾听封，封我卿上大夫之职。再赐你白牌一面，抄杀赵府。

屠 岸 贾：领旨、领旨，哈哈哈哈。（下）

晋 景 公：众卿随孤告庙。（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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