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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地区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地域宽阔，人口稠密，全区面积1．3l34万平方公里，人口

438．06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13'密度为334Jk．．交通四通八达，境内铁路畅通，公路

已成网络。工业日益勃兴，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产品品类繁多的工业体系。这里，农

业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农业发展较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农村经济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农村在振兴．商业发达，城乡市场繁荣活跃。

周、秦，汉、唐等十一个朝代定都长安，渭南长期处于京篾要地．不仅农业．手工业

和商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戏曲艺术也随之经过孕育、发展到形成、繁荣。’建国30多年

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渭南地区戏曲艺术更为繁荣昌盛。

在这经济上兴旺发达、政治上安定团结的盛世，渭南地区文化局根据陕西省地方志

蝙纂委员会、省文化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戏剐家协会陕西分会1983年6月19日

通知精神，组织人员从l 985年3月开妊编纂《渭南地区戏曲志》，成立了编委会，下设

鳊纂组，办公室．经过培训编志人员，学习编志知识，搜集资料，同年8月写出了《渭

南地区戏曲志》初稿，经多方征求意见，特别是省。戏曲志”编委会多次组织讨论，提

出修改意见并具体帮助．

《渭南地区戏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叉，坚持实事求是．它是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学的，知识性，资料性融为一体

的志书体裁的地区性戏曲小百科．

由于历史的偏见，过去没有人为戏曲写志，建国后，若干年来由于。左”的干扰，

则无法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修志已成西然．《渭南地区戏曲

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填补了我区戏曲志历史的空白。

《渭‘南地区戏：勺志》属艺术学科，用艺术研究的成果，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达到裨今．0，二的功用．综其特点为：

一、富于时代气息．这本志书，是统合古今资料蝙纂的，按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渭

南地区戏曲艺术的历史和现状．对剔目、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

‘和创新．可以从中看出时代的要求，感受到时代在前进的气息．

二、具有地方特色和剧种风格．全区有11个剧种，这在全省来说，是剧种较多的地

区．这些剧种各有特色，有温文尔雅．婉转动听的，有曲牌悠扬、丝丝入扣的，有缠绵

抒情、动人心弦的，有激越高亢．鸫立高吟的，等等，风格各异，但都能雅俗共赏．

三．纵横交错，经纬分明．全志纵有综述，大事记，横有部美——刷种剧目．音

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既反映了戏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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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又反映了建国以来戏曲研究的成果和戏曲史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的新乖平．有纵的

历史连续性，有横的广阔性． J

四、具有系统的戏曲专业知识．《渭南地区戏曲志》的全部释文采if,l加资料是经过

反复核实的，准确性强，释文通前至后注意知识性：戏曲的“唱念做打”I“手眼身法

步”四功五法表演手法的发展和创新，各剧种的唱腔选段与记谱、舞台美爿翰轻、美、亮、

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发展过程，在有关部类的记述中均有反映．增强了志I书的可读性。
戏曲是群众性的综合艺术，它的全部历史是在发展中前进的。在这改革的蛊世，，·戏

曲艺术将随着改革的步伐，不断创新，不断丰富，不断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鉴赏水平的

提高，在秦东大地上，更为千姿百态，万紫千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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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地区戏曲志》编委会，用两年半时间编成了一部志书，现在由三秦出版社出

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它是我省戏曲志编纂成书最早的一部．

，这部志书有40万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渭南地区戏曲艺术的渊源、继承、改革，发

展和现状，内容丰富，文图并茂．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是我省戏曲志书方面

一部前无古人的系统的创业工程．填补了一个多剧种地区千百年来无戏曲史志的空白，

它将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列入各种志书之林．

渭南地区自古以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土地辽阔，物产丰富，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为三秦咽喉，京畿要隘。在这得天独厚的地域内，蕴藏着古老的文化遗迹、文物古

迹和革命遗址，同时也罗布着浩瀚多彩的戏曲艺术遗迹．黄河两岸，渭，洛之演，是我

国文化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大荔沙苑文化，字圣仓颉故居，以大荔为中心的古老民

歌． 。秦声”．。郑风”，秦，汉、唐的。角抵”， “百戏”及大型音乐舞诗《秦王破

阵乐》、 。散乐”． 。参军戏”， 。傩戏”， 。唱经。等古代文明琼英，长期哺育了这

里的戏曲艺术之花茁壮成长．作为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秦腔，在金元之际已跻身

于“杂剧”之列，明、清两代已形成完整的剧种．

渭南地区在我省来说，是个多剧种的地区，有秦腔．同州梆子、迷胡、碗碗腔、阿

宫腔。线腔．跳戏、老腔．韩城秧歌，渭华秧歌等十多个剧种．在潼关沿黄河一带各县

不仅保存了宋金，元时期的戏曲文物，还留传着不少戏曲剧本作者和艺人的故事、传

说．古代各个时期形成的不同风格戏曲班社数以百计，演出活动非常活跃．戏曲艺术精

英荟萃，人才辈出，就以秦腔来说，我省著名演员多在渭南一带学艺，成名，献艺．清

中叶有著名秦腔艺人魏长生在同州一带学艺，后赴京演出，誉满京华。清末民初有申样

麟．白长命．水铃儿．王德元，朱林逢．王赖赖．王麦才．赵东郎．拜家红，张海娃．

罗士魁；线偶名艺人杜进虎；碗碗腔名艺人杜升初(艺名一杆旗)，谢德龙；迷胡艺人

杨保．张子忠(艺名锅罗)，五子儿，保来儿：阿官腔名艺人段天焕等都曾在舞台上名

噪一时，长期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各剧种的剧目，更是丰富多彩，剧作家层出不穷，明

代有传奇作家王无功，清有李灌，李芳桂(李十三)，崔问余、李印堂，辛亥革命以后

有李桐轩．高培支、李约祉．李仪祉，王们明，白瑞生．郝心田等，都以他们创作的丰

富剧目繁荣了戏曲舞台．新中国成立以后，本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精

神．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老艺人一起，培养了一批一

批的社会主义戏曲人才，渭南地区的戏曲事业又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各剧种演出团体纷

纷兴起，创作，导演、教练，表演、戏曲音乐、舞台美术人才济济．对于旧有的民族民

间戏曲艺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它以新的面貌展现在社会主



义的舞台上．他们辛勤努力的成果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赞扬和鼓励，在省、地

历届会演中崭露头角。

这个志书统合古今，对历史的成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戏曲各屠1种韵继承改

革，发展创新，人才培养，剧本创作，戏曲评论，演出场所的建设，戏曲文物等等都作

了实事求是而详实的记述．是一本探本求源、寓褒贬于记事之巾，明规律于兴衰之间的

专业志书，对今人后人阅读，参考、研究都是很有价侬的材料。

《渭南地区戏曲志》的脱稿成书，从成立机构、培训干部、搜集资料，编纂初稿到

定稿，给全省带了头，同时在编志的实践中，锻炼出一支好的编纂队伍。他们在编志过

程中较系统地掌握了专业知识，从我多次和他们接触中，看到在他们身上有一股刻苦好

学，不畏困难开拓前进的毂力。他们在广征博采资料、编纂志稿中，多方倾听意见，不

仅专家、学者，就连知情的老艺人也不放过，他们这种不怕酷暑严寒，反复修改书稿的

负责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韩城市戏曲志主编耿万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编志工作，年过半

百的于树仁在经费饭端困难的情况下，背上干粮，千里迢迢上京调查有关资料，；羔种为

完成志书的奉献精神是感人的．如果没有这样一支坚强的编志队伍，要完成《渭南地区

戏曲志》和1l部县(市)戏曲志书是不可能的．这是群休智力的荟集，是群体汗水的结

晶．

渭南地区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部门的负责同志，对戏曲志的编纂，给予了极大的关

怀和支持，不然这样大的综合艺术的系统工程是很难顺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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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地区位于陕西省八百里秦JiI的东部，东滨黄河与山西运城地区毗邻，南依秦岭

同商洛地区相连，北邻延安地区，西接西安市与铜川市．渭河、洛河交贯全区．目前辖

11个县市：渭南市．韩城市，合阳县．自水县，华阴县，澄城县、富平县．大荔县、潼

关县、华县、蒲城县。

渭南地区先秦时期曾分属魏、韩、郑等国，秦汉时为三辅之左冯翊，六朝以后又分

属冯翊、弘农两郡或同州、华州二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设置专员公署，所辖市

县屡有变更。中国共产党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政公署设在渭南市．

渭南地区现有地方戏曲剧种1 6个，其中本地剧种11个，有秦腔，同州梆子(老秦

腔、东府秦腔)、碗碗腔、老腔、迷胡(因产生于陕西的眉县、户县两地，故称眉户．

据说又因曲调缠绵俳恻，使人入迷，故名迷胡．)阿官腔，线腔、跳戏、道情，渭华秧

歌，韩城秧歌。占全省剧种的l／4．外来剧种6个：京剧．豫翮，曲剧、话剧．蒲剧．花

鼓戏。

渭南地区是我国梆子声腔剧种发源地之一．其发展历史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七个不同

的历史时期：

源远流长的秦声古剖

渭南地区是陕西省文化繁兴较早的地区之一．大荔沙苑人所创造的中石器时代的文

化．即沙苑文化，其遗址在本区达十四五处，至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是十分丰富，伴

着古代文明的高度发达，举世著称的西音就产生于这里的大荔县(吕不韦《吕氏春秋·

音初》)，在两音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秦音——秦风——秦声，成为古代秦地重要的文化

活动内容．《诗经》中魏风，郑风，是先秦时期当地人们留给我们的最早的乐舞歌诗．

它可以歌，可以舞，可以弦，可以诵．尤其是郑风(今华阴、华县)的载歌载舞．表演

古朴。这种融音乐、诗歌与舞蹈予一体的“乐”的艺术特色，对后世诗歌及戏曲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使秦文化得到空前弘扬．秦人气势玄昂而强悍，其时的音乐。秦

声。、。秦风”则反映了当时这种政治和民情，其声．音铿锵激越，浑厚宏大．徐慕云

在《中国戏剧史》中写道： 。秦腔俗称梆子腔，盏因其以梆子为乐器而得名者也，其来

源极古，负谓肇始于战国，唯时秦始皇甫灭六国，囊括天下，乃寄情于声也．⋯⋯后世

之秦腔实际胚胎予此焉”．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声的记载。包括有对故乡的深情．

他的外孙杨恽有外祖遗风，在被罢黜闲居华阴时，以秦声日以继夜地与其妻子儿女。拂

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仰天抚缶而呼鸣“(杨恽《与孙会宗书》)借揉孤愤之

l



情。魏晋六朝时期，此风不减秦汉．隋末唐初，弘农人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就是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秦王破阵乐(舞)》(吴竞《贞观纪要》)的问世，其发扬蹈厉、慷慨悲

昂，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唐宫廷的嘉许(新、旧《唐书》、《贞观政要》)．人称

。秦王腔”(范紫东《乐学通论》)．在。州有伶、府有戏”(自居易诗)的大唐．渭

南地区成为唐梨园．教坊艺术与艺人的渊薮之一。散乐、参军戏、傩戏、唱经、唱道

情．唱曲子遍及全区。教坊不少大曲，取之本区．华阴新茸。设厅”，大荔东窟谷军民

演杂剧，华山道士唱道情，冯翊九龙庙居民：复赛，民间岁除日，二老人备为傩翁，傩

母，画裤、涂面，散乐巡乡历村演出．共同形成了“馆台北阙笙歌于洛滨，珠阁西聆箫

曲于秦野”(《金仙公主墓碑》)的昌盛局面．下酆(今渭南市下酆乡)自居易，白行

简兄弟对故乡的这种情况也时时溢于言表，诗中多有记载。唐代盛行朝野的大曲、拍

弹，盘给傀儡与我区的迷胡戏，老腔又名(拍板)，碗碗腔都有一定的关系，至新中国

成立前，二华(华阴、华县)农村的小舞台木偶戏和皮影戏还延承有既唱秦腔，碗碗腔

又唱曲子腔的“风搅雪”的不同唱腔剧目，皮影戏就更不言而喻了。至今沿黄河两岸一

带的韩．合跳戏(又名铙鼓杂剧)，就是在唐杂剧、傩戏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而成的具

有唐宋杂戏遗响的地方剧种之一．

五代与北宋时期，唐宋大曲、舞队，鼓子词与杂戏。在我区进一步地方化． 。同州

乐工翻黄幡绰《霓裳谱》，钧容直乐工程士守别依法曲造成，”(《嘉祜杂志》)，当

时所用六么、法曲等，如今之。秦腔也”(焦循《剧说》卷一)．在元代，则有撖彦

举、李仲章、王天祺、郭时中，李庭，郭镐等，他们共同促进了元杂剧的兴盛局面．同

州李仲章的杂剧，人称。词如铁笛秋风”(《太和正音谱》)。戏曲世家李十三就是在

元末明初从华县举家西迁至渭南的．明代中叶康海罢官居家，寄情山水，复振北曲，二

华同(同州)，朝(朝邑)是他繁频往来的地方之一，韩邑二韩(韩邦奇、韩邦靖)、华

县二张(张光孝父子)成了康海的有力支持者，享名国中的。妙妓出秦中。，大大促进

了西府曲子不l迷胡与二华曲子的艺术交流，《石将军传》就出于这个时候．晚明则有合

阳的王无功潜心传奇创作．演出．他共创作剧本七部，其中《梨花记》、《异梦记》、

《景园记》，《弄珠楼》影响较大，汤显祖，冯梦龙、杨君窭、陈继儒，祁彪佳等戏曲

大家都评点过他的作品．祁彪佳说“伯彭善为儿女传情，必有所极精惊处，令观者破泣

而欢”，并称他们的创作“匠心独构。(《远山堂曲品》)称赞王无功的创作。无功喜

传侠女，故红侠中每有技击者”． “格善变、词善转”，好写生旦。通本不脱豪侠之

气’、 。一洗脂粉之病”，(《远山堂曲品》)，这在晚明儿女柔情媒语充斥舞台的情

况下，实属难能可贵．秦腔《花亭相会》即恨据无功《百花亭》移植．清代的蒲城崔问

余等也曾有传奇作品传世．

二、明、清两代戏曲

渭南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是在秦声古剧的哺育下产生并El趋兴起的．而秋神报赛的

群众性戏曲活动。则极大地促进了它的成熟与繁荣昌盛。

秋神报赛即春祈秋成报赛．此风肇于先秦．此后遍及农村．最先只限于后土祀及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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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关的神祗．后因隍祀而普及于很多寺庙观馆．星罗棋布于我区广大农村的古代戏

楼(又名乐楼、戏台，歌台，歌舞楼．舞榭)，是这方面的历史见证。以韩城市为例．

宋元两代戏楼造址达20多处．一个小小的县城(市前为县)亦达17处之多，有些村庄也

多达七八个．尽管经过多次兵燹的毁坏．但目前渭南地区尚存的清代以前建筑的戏楼．

约140多处。其中有大荔朝邑大寨子东岳庙的宋代乐舞楼，韩城市北营庙的金元时代戏

楼，蒲城城隍庙的乐厅露台(金人符节《，重修城隍庙碑记》)。华阴县敷水的金代戏楼

和韩城城隍庙明代戏楼，澄城县城隍庙唐代乐楼、华县城隍庙戏楼(“文革”时毁)

等等．明初，由于朱元璋敕封城隍．各州府县以至一些稍大点的村庄都建有城隍庙．而

戏楼又成了每座寺庙总体建筑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农村普遍流传“城隍庙

对戏楼”的谚语，从此祀城隍庙又成了当地秋神报赛的重要内容。庙会演戏一般都由庙

首或会首负责，积资或以庙产收入支付．一次耗银相当于中等人家几户一年之全部收

入．一般演戏一台，有时多达四五台．有对台，并台和对，并台同时演出。赛会实为赛

戏。赛戏的普遍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戏曲的发展与繁荣．戏曲流派风格的形成和发

展与赛戏有密切的关系。从时间上讲．一般赛会演戏为三天三夜．多时可达旬日半月．

华阴县西岳庙会。演出达20余日(《华阴县志》卷1)，盛况空前．清康熙时康行侗主

修的《韩城县续志》说。大会于八月二十四前后．凡五日里中之祀。此为第一．商贾辐

辏，百货鳞集，士女朝礼，香火杂沓、遍于城中，有越境渡河而来者，箫鼓宴享，备极

繁华．乐伎歌舞，尽态极妍．里社以南北分其为社．各五．有以数十金，致梨园者，妙

舞清欢用于郡邑．由来久矣。”蒲城，合阳县赛会演戏，更是驰名省内外。当地群众口

歌说；’。合阳六月炸。澄县七月压下下’，．蒲城最盛者是。南3t；-赛．南赛在五更村．

祀东岳．北在延兴，祀尧山圣母，届时梨园纷集．车马填塞．一切浮糜足抵中人数十户

之产”(《蒲城县新志》卷1)．清初李馥蒸《清明登尧山》诗说： “凌顶东风鼓啸

歌，声高不管管人多”．有时这一会从。正月四日开始唱戏，至麦芒未停．”大荔县正月

望日的赛会演戏．创自宋真宗时．元明二代．更是。社鼓喧阅，火烟辐辏．渭、蒲，

富，临成至”(《道光大荔县志》卷4)．明人张联珠在《后土庙重修碑记》中说。百

姓祈丰年，为之报赛．从西汉，‘历西晋，六朝及庸，宋、元、明。恒四序不绝．。如果

把我区各县这种秋神报赛演戏的日程加以排比．就会发现一年360天中，几乎每天都有

报赛或其它祈祀演戏活动．娱神实为娱人． ?二华。一带每年春、冬祈牛马，火，龙

王，药王、关帝、河渎诸神。都有定月定日。大则搭台、小则皮影、木偶．曲子戏演

唱．三日贯例，年年如是．赛会和祀神成了人民群众唯一文化娱乐活动．演戏之习，日

唱不足．继之以夜。从而又形成了我区的夜戏风靡于世．乾隆初年抚陕的陈宏模曾专门

出告示10多次．三令五申禁戏．但情况如何．用其人一段话说明。秋成报赛、敬神，还

愿演戏．原所不禁，但白昼甚长．尽可演戏。何必定在夜间．”。陕西向有夜戏恶习．

亍广阔之地搭台演唱。日演不足。继之彻夜”(《墙远类偶存稿》卷27)．

一滑南地区是一个长期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地区．这种举县若狂的赛戏演出，充分表

现出农民在戏曲方面的兴趣与无穷尽的艺术创造力，从而形成了本区的剧种之多．剧目

的丰富，艺人的辈出不穷和班社的林立．梆子声腔中同时出现同州梆子(老秦腔)．秧歌

剧r|l出现韩城秧歌．’j渭华秧歌的不同风格流派．并在不同流派中出现了新剧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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