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绸



陕西戏剧史志丛书

鱼讯焦文彬主编

陕西戏曲剧种志

第一辑

《陕西戏剧志》编辑部编印

一九八三年九月·西安



前 言

在璀灿夺目的中国剧苑里，秦中戏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它是光辉灿烂的用秦汉唐文化直接哺育下的奇葩，也是延安精神

抚育下的古树红花。从某种意义上讲，秦中戏曲更集中地体现出

我们民族悠久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深厚的华夏民族思想，性格

与特色．研究中国戏曲的历史与现状，离开了周秦汉唐文化，尤

其是唐代文化和它对中国戏曲的深远的，具有母亲般关系的影响

与哺育，那将犹如缘木求鱼，一无所得．自古帝王都的三秦故地

的戏曲艺术，更是她的嫡系后代．周代的。乐”， 汉代的戏，

唐代的戏剧，孕育萌发于三辅，既极大地丰富了周秦汉唐文化的

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又继承了她的优良传统．人们普遍认

为：周秦汉唐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深远．那么，得天独厚

的三辅文化就乏直接地承继了这一传统．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不少戏曲研究家，理论家，不约而同

地认识到我国地方戏曲源于秦中，迫切期望诣秦探源．国剧专家

齐如山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提出： 。我们因中各种戏剧的起

发点，都是来自陕西”．并指出： 。国人若想研究戏剧，非到

西北去不可；世界人想研究中国戏剧， 非到西北去不可．’

(《中国戏曲源自西北》台湾版《齐如r山全集》)著名历史学家

顾颉刚先生，对这一论点极为赞赏，并在自己的遗著《中国影戏

略史及其现状))中指出： 。中国影戏之发源地为陕西，自周秦两汉

以至隋唐当皆以其地为最盛．。这些学者毕生的研究所得，是建

立在极为雄厚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有其极高的科学性与理

论性．近年来，关于梆子声腔、皮黄声腔剧种的研究，也有这种

直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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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秦中戏曲工作者与研究者，就有一个责无旁贷的

义务：迅速、；隹确、客观地j；蓄=清秦中戏曲的历史源流与现状．我

们应该认真的而不是求时髦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哔众取宠的，科

学的而不是轻浮的对秦中戏曲下一番苦功夫，进行研究，首先应为

研究提供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陕西通志·戏剧志》与《中

国戏曲志·陕西卷》的编纂，就应该为人们提供这些可以作为信

史的资料。为此，我们编辑了这一套《陕西戏剧史志丛书》，将

我们所得资料，按类加以汇编刊行。 ．

这套丛书，初步议订出十辑：一，陕西戏曲剧种志(一、二

两辑)；二、陕西戏剧史料钩沉；三，全元明清陕西剧目叙录；

四，清代秦腔班社、艺人史料；五、康海、五九思研究资料；

六、魏长生研究资料；七、陕西剧评选；八、秦腔表演艺术；

九、秦腔改革论集；十、陕甘宁边区戏剧史料．

资料均有所本，其来源有三：一，历史文献(包代正史、专

史、方志及各家笔记、文抄、诗文集与报刊文章)；二、地下发

掘与地表道存；三、实地调查．

为了不圃于一见．所选资料．力求诸说杂陈．即是有一点可

取．均选录用．但纯系臆911或杂乱无章者，一概不录．

编辑部

1983年10月1日

一2一



目 录

第一辑

前言⋯⋯⋯⋯⋯⋯⋯⋯⋯⋯⋯⋯⋯⋯⋯⋯⋯⋯”编辑部(1)
秦腔⋯⋯⋯⋯⋯⋯⋯⋯⋯⋯⋯⋯⋯⋯⋯⋯⋯⋯⋯焦文彬(1)

眉户⋯⋯⋯⋯⋯⋯⋯⋯⋯⋯⋯⋯⋯⋯⋯⋯⋯⋯⋯章健(39)

汉调二簧⋯⋯⋯⋯⋯⋯⋯⋯⋯⋯⋯⋯⋯⋯⋯⋯⋯柬文寿(55)

延安秧歌剧⋯⋯⋯⋯⋯⋯⋯⋯⋯⋯⋯⋯⋯⋯⋯⋯杨志烈(73)

碗碗腔⋯⋯⋯⋯⋯⋯⋯⋯⋯⋯⋯⋯⋯⋯⋯⋯⋯⋯杨世科(89)

弦板腔⋯⋯⋯⋯⋯⋯⋯⋯⋯⋯⋯⋯⋯⋯丁明尚若(108)

陕西道情⋯⋯⋯⋯⋯⋯⋯⋯⋯⋯⋯⋯⋯杨志烈王昭玺

辛庆善杜克(127)

线腔戏⋯⋯⋯⋯⋯⋯⋯⋯⋯⋯⋯⋯⋯⋯段言令史耀增(161)

阿宫腔⋯⋯⋯⋯⋯⋯⋯⋯⋯⋯⋯⋯⋯⋯⋯⋯⋯⋯贺志乾(184)

花鼓戏⋯⋯⋯⋯⋯⋯⋯⋯⋯⋯⋯⋯⋯⋯⋯⋯⋯⋯黄笙闻(205)

老腔戏⋯⋯⋯⋯⋯⋯⋯⋯⋯⋯⋯⋯⋯⋯⋯⋯”厶“杨志烈(214)

跳戏⋯⋯⋯⋯⋯⋯⋯⋯⋯⋯⋯⋯⋯⋯史耀增黄笙闻(226)

西府曲子戏⋯⋯⋯⋯⋯⋯⋯⋯⋯⋯⋯⋯⋯⋯⋯⋯刘敬贤(235)

紫阳民歌剧⋯⋯⋯⋯⋯⋯⋯⋯⋯⋯⋯⋯⋯⋯⋯⋯孙宪德(255)

弦子戏⋯⋯⋯⋯⋯⋯⋯⋯⋯⋯⋯⋯⋯⋯⋯⋯⋯⋯杨志烈(265)

端公戏⋯⋯⋯⋯⋯⋯⋯⋯⋯⋯⋯⋯⋯⋯⋯⋯⋯⋯黄笔闻(271)

安康越调⋯⋯⋯⋯⋯⋯⋯⋯⋯⋯⋯⋯⋯⋯⋯⋯⋯杨忠(278)

韩城秧歌戏⋯⋯⋯⋯⋯⋯⋯⋯⋯⋯⋯⋯⋯⋯⋯⋯王槐蔚(300)

二入台⋯⋯⋯⋯⋯⋯⋯⋯⋯⋯⋯⋯⋯⋯⋯⋯⋯⋯黄笙闻(309)

跋⋯⋯⋯⋯⋯⋯⋯⋯⋯⋯⋯⋯⋯⋯⋯⋯⋯⋯⋯⋯编辑部(31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秦 腔

焦文彬

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艺术精湛，流域面广，影响深远．

秦腔是以秦声为声腔体系的一种歌舞戏，所以又叫秦声．因

用梆子击节，又叫梆子腔I有时又因伴奏用弦索乐器而叫弦索J

它产生在祖国西部地区的古秦地，属西音系统，故又称西调、西

腔．西秦腔或山陕梆子，陕西梆子，秦川调、甘肃腔，陇西梆子

腔，当地群众俗称乱弹、桄桄子或大戏．

(一)

秦腔作为一个大型地方戏曲剧种，是在秦地(主要是古秦

国。即今陕西及甘肃东部地区)音乐、诗歌、舞蹈与技艺比较发

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融音乐，诗歌，舞蹈与技艺于一体的综

合艺术。究竟形成于何时，历来说法纷纭。概括起来，大致有以

下几种．

一、形成于先秦说。最早见于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

刊行的杨静亭著《都门纪略))。说。 “古之歌子朝者．喜起

明良，歌于野者，叩缶击壤l歌之作也，盖自唐虞已有然矣。又尝

考《周礼谤方相氏所掌之傩焉l傩行于乡人，圣人为之朝服祚阶，

故《鲁论》注内称‘傩近于戏’，盖以涂面狂歌，借以驱疫，虽

非演戏，而戏即肇端于傩与歌斯二者。及秦二世胡亥，演为词

场，谱以管弦，歌舞之风，由兹益盛，后世遂号为秦腔(俗名梆

子腔)．刀清末民初穆辰公《伶史》认为源于战国时秦人对高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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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悲声的仿效，并说； “渐离既死，秦人慕其为人，效其声者

多，于是成为围俗。今之谓梆子为秦腔者，即所谓秦声也。而实

为燕赵悲歌之遗响。，，徐慕云“中国戏刚史》沿用这一说法．

二、形成于秦汉说。认为秦腔是在案地民间音乐、舞蹈与民

歌的基础上，经过先秦，特别是西周“乐"的阶段，形成于秦汉

时期的百戏杂陈时期。现俘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即

今陕西关中)人民的杰作((东海黄公》，已初步具备戏曲的琏本

条件，即从故事内容出发构成剧本，通过演员昕扮演人物的艺术

形象而表演出来。所以，((东海黄公》的出现，标志着秦腔的形

成，也标志着中国戏曲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开端。

三、形成于唐代说。清人严长明(1731--1787)著《秦云撷

英小谱》说： “秦腔自唐。≮元明以来，音皆如此。”文字极略，

看不出具体情况。近人范紫东在《乐学通论·法曲的源流》中，

沿用这一说法，并具体加以论证，明确肯定秦腔远绍二南，近挹

两汉文化，形成于唐。他说： “梨商法曲，经数十年之陶冶。其

中不无派别。大别之为两派：第一泺以李龟年为先，其次则鹤年

也。弟子景从者甚多，是为一大派。龟年赋性慷溉，放其肝ii}：：亦

激昂，如悬岸瀑布，殊少l订1旋。其最常见之节目为《秦王破阵

曲》， 《一戎大定曲》之类，皆属英烈之事迹，恰与其腔调相

合。故李氏之声价即由《Zj上破阵乐》驰托。此曲酱遍称为《条王

曲))。太宗之功业，尽住为条i时故也。龟年工lq{《条王曲》，因

之，龟年一派之腔调，统称之‘秦王职!’，此腔调盛行，人又尚

称‘秦腔’弦。王绍猷“秦腔纪闻》同意此说，认为。 “梨园子弟

敷i汀故事之刚"，从安史之乱后“深入民间，歌声彻云；执御之

子，扬鞭高!li{’牧牛小儿。持挺飞舞。信口肇音．随手仿形，万

口一洲，八方同调，话用白话，雅俗共赏．条中歌剧，终唐之

世，已奠始基。今日之杂腔，盖亦歹l：丸之边响也。"这种看法，

在陕、甘两省艺人和研究者中。比较普遍．而且从音乐、剧目等

方面进行过较多的考察与论证。解放后，一般介绍秦腔湃流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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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均沿用此说。

四，形成于金元说。此说最早见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刊

行的吴长元箸《燕兰小谱》。后，杨懋建《长安香花记》(1837年

刊)、焦循《花部农谭》(1852年于U)都有同类提法。认为秦腔

是“金元北曲另帅灵"。解放前王芷章《腔调考源》明确提出，

“秦俗好讴，由来巳久。自金院本敞亡，演为曼绰，为弦索。弦

索流入陕西省为秦腔’’。 ‘

五、形成于明代说。清嘉庆八年(1803年)刊行的小铁笛道

人《日下香花记》首先提出。解放前后持此说的还有周贻白、陈

登原、马少波、张庚等人。周贻自在《中国戏剧史讲座>)和《中国

戏剧史发展纲要))中说s “清代初年从陕西来到北京的‘秦优新

声’——乱弹，当系由明代弋阳腔流行到西北，与当地语吉或其它

唱凋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项声腔。"张庚在“戏曲艺术论))和一些

短文中也持此说t “秦腔是个古老的剧种．比京剧还老，在明代

末年就已经萌芽。”(《戏曲能够螋造革命领袖形象)>， 《陕西

戏剧》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马少波的《三大秦班进北京))说；

“秦腔在蹋代中叶就已形成，而且已经流行湖二I匕、四川等地．刀

新编《辞海·秦腔》沿只{这一说法。

秦腔形成若从唐代算起．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代是

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作为国都的长安，戎曲活动

十分兴盛。唐宫中的两教坊与梨团里的大多数艺人选自关中，天

宝后，又大都流落秦中，对秦地民间戏曲艺术——秦声的发股与

究善，以至日臻成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唐人著作中说的

“杂戏"、“杂剧"，就包括鬃地戏曲在内。唐初的(<秦王破阵

乐》及中唐的歌舞戏《早魃》都是陕西民间艺人的艺术创造，属

初期的条声剧目。《早魃》在解放前的西府秦腔《斩王霍霍》

一剧中还保留着部分唐代演出痕迹。宋代的“串梆子"(元人陶

宗仪《南村辍耕录》所录术元宵本杂剧名目)和元代的“西肥："

都与秦腔有?f必然的关系．属北曲派别。 (详见清人徐大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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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传声·源流》)明中叶有关中康海、壬九思、张治道、胡侍、

张炼等的“复振秦声带(王世懋袋隶对山文集序》)．康海多次

主持的当地秋神报赛演戏，有时一次可集乐工千余人(见李开先

《康修撰海传》、((李开先集》)。他哥哥康阜《东岳庙赛神诗》

(《(康德瞻集》)详细记录了当时农村演唱秦腔的盛况．明清两

代，是秦腔的鼎盛时期。明万历(1577—1620)间抄本传奇

《钵中莲》中的“西秦腔二犯一，说明它的一些腔调为东南沿海

戏曲剧本吸收采用．清代中叶，陕甘两省农村，班社林立，演出

浩繁。据当时方志记载．春折秋报演戏蔚然成风。 《秦云撷英小

谱》和西安梨园会馆所记西安一地有班社三十六个。每个班社都

拥有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著名艺人。山西、湖北来西安学艺的也

不乏其人。这个时期，随着秦腔的发展，不仅涌现出象李灌、李

芳桂、张梓、周元鼎等秦腔剧作家I而且出现了一批研究、记述

当时秦腔盛况的专著。象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前张鼎望的

《秦腔论》，乾隆年间严长明等的《秦云撷英小谱》、吴长元的

《燕兰小谱》，周元鼎的Ⅸ影戏论》等。十八世纪末，秦腔艺术

家魏长生三次带秦腔入京，使京腔六大班几无人过问，京腔旧本

置之高阁，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学秦腔。此后五十年间，秦腔

成为北京舞台重要剧种。当时北京的秦腔班社除山陕往来之外，比

较固定的有双和部、景和部、三和部、大顺宁部等，统称西部或

西班(《听春新咏》)．道光(1821--1850)以后则有大德盛

班、和成班，双和部、顺立部等(道光十七年《重修喜神庙殿碑

序)))。演出剧目，见于清人及辛亥革命初期著录的达一千五百

多种。其中《秦香莲》、《庆顶珠>)，《画中人》、 Ⅸ清风

亭》、鬈两狼L【J》、《春秋配》、《法门寺》、《岳母刺字》、《富

贵图》、(《反徐州》、《打銮驾》等五十余种．被一些兄弟剧种

改编、移植上演。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和频繁的秋神报赛演出中，

造就出一大批在唱腔，表演艺术上有造诣的秦腔艺术家．

辛亥革命后的一九一二年八月，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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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社成立。这是秦腔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有宗旨、有体制的学校性

质的戏曲团体。它把演员的文化学习、业务训练与演出实践三者

结合起来，废除了旧日的江湖班师傅带徒弟的演员培养方法。同时

从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

了一些大胆的革新，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它的初期，

即“五四’’前后的二十多年间，编辑，创作了大量反映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时期现实生活斗争的新剧目。在它的影响下，戏曲改革

蔚然成风。山东，河北，天津，甘肃、宁夏、陕西等省，相继出现

了仿陕西易俗社建制的戏曲团体．象山东、河北、天津的易俗

社，甘肃的化俗学社，平乐学社，宁夏的觉民学社和陕西华县的

强聒学社等。鲁迅先生对易俗社的秦腔改革十分关注，并给以极

高的评价。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他应邀来西安讲学，曾五次

观看易俗社的演出， “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以好评．他感

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

为宗旨的剧团，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一 (孙伏

园《鲁迅与易俗社》)鲁迅还亲笔题赠“古调独弹’’匾额

一付，以资鼓励。讲学结束后．又将自己全部讲课收入的六分之

一捐赠易俗社，作为举办戏曲改革之用。几十年来，易俗社演

职员在鲁迅精神鼓舞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编演新剧目五百

多种，培养演员六百多人．并先后两次到北京、武汉和甘、

宁、青等地演出．受到群众欢迎。此外，西安先后成立的还有

三意社、榛苓社、正俗社，秦钟社、新声社，上林社，怒吼

社，脯民社、益民社、维新社、新民社、夏声剧校等秦腔班

社。他们在争奇斗葩的演出中，逐步出现了剧团之间的不同艺

术流派．对秦腔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陕甘宁边区新老秦腔艺术

工作者，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有新秦腔’’的倡导下，为

戏曲表现革命的现实生活，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进行了大胆

的探索．一九三八年七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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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各分区也建立了自己的秦腔剧团，如直属的延届剧团，关中

的关中八一剧团，绥德的群众剧团，陇东的陇东剧团。这些剧团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一面

生产，一边工作，一面打仗，一面做宣传工作。既是工作队、战

斗队，又是宣传队。他们紧密配合当前的斗争，创作排演了大批新

秦腔剧目，象马淀翎的((血泪仇》、《穷人恨》等。这些剧目的广

泛演出，在陕甘宁边区起到了极好的作用。正如彭德怀副刮令员

在给马健翎的信中说的： “为广大贫苦，”ly。动人民、革命战士热烈

欢迎，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有力的武器。"王震将军也说， “多

次看它，使我对前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发意义。"

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授于马健翎“人民艺术家"的光

荣称号，民众剧团也获得了“特等模范’’的奖旗。从此，秦腔艺

术的历史，也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及两藏自治区的广大秦腔工作者，在党

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

工作，先后在县级以上成立了比较正规的秦腔剧团，举办戏曲学

校，创办戏曲刊物，组织观摩会演，培养新一代戏曲演员，编演

现代戏，整理、发掘传统剧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粉婶阳人帮

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秦腔工作者振奋革命

精神，决心在建设高度精神文明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

秦腔流行极广，除陕西省、甘肃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

外，青海、新§鼠大部分地区也普遍流行．五省Ⅸ共称秦目j：是自己

的地方戏。此外，内蒙古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鄙、湖北西

北部、四川北部一些县和西藏拉萨市也流行。总计流播面积达二

百pLj十多万平方公咀，占我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

秦腔流播祖国各地，主要通过下述三方面的途径。一，秦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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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元明尤其是明中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秦

晋商入遍布各地。他们昕到之处，大都建有行帮性的山陕会馆，

馆内筑台演唱秦腔，或约请秦腔班社定期前往演出。广东的广

州、佛山，四川的蘑庆、成都、自贡．云南的昆明，湖北的武昌，江

苏的扬I-It，山东的济南．青海的西宁、湟源，甘肃的兰州，河南的

开封、洛阳及北京等地部有I山陕会馆。就连地处西南康藏高原的

拉萨也不例外。正如《小方壶舆地丛抄续编》说的。 。城以内所

驻商贾，唯秦晋阙利最汉。”不少地方的经济实权实际上操纵在这

些人手里。秦腔就随着这种经济实力流播到秦晋商人所到之

处。二、明来清初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军的首领及

其主要部属，大鄙是陕西农民。他们向习秦腔，酷爱自己的家乡

戏，并把条腔作为军乐，随军演唱。从而，秦腔随着义军所到，

遍及大江南北。三、十八世纪著名秦腔艺术家的旅行演出。据当

时文献记载，魏长生曾先后把秦腔带到山西、河北，北京，天

津．山东、河诗、iI=苏、浙江、江西、湖北、安微、湖南，四川

等地。他的不少旋弟就是来自这些省市以至云南、贵州等地。在

这三次大的流搔过程中，秦腔也学习、吸收了这些地区地方戏曲

的唱腔、表演艺术，丰富了自已，另方面，也或多或少、或明或

暗地影响了这些地区戏曲剧种的形成与发展。秦腔正是通过上述

经济的、政治的、艺术的三方面途径，广泛流播祖国各地．青海

湖畔的湟源县，人称“小北京"，至今多数人是明清以来秦晋商人

的后裔。青海西宁北山下山陕坟地上三百多穴秦腔艺术家墓地，

就是明清两代东腔流播该地的历史见证。目前仅湟中一县的二十

二个公社阴百一{‘个大队，j分之一大队都有业余秦腔剧嗣坚持

演出。其中沈巾、小J订川，祁家察，两口，贾儿藏等【Ii村的业余

秦腔剧团演出，都有几百年的历史。甘肃省一百零八个县，县县

有秦腔剧团。秦腔在这些地区流播之广，影响之深远，由此可

见。

秦腔流传到llj西，据文献记载有明崇祯年问李自成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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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多次演出，后有孔尚任乾隆年间平阳的观看秦腔(见孔尚任

诗《平阳竹枝词五十首)))，山西苏显之(1728—1805)辈一七

九五年到西安学艺，著名秦腔艺人申祥麟的“由蒲州售技至太

原’’(((秦云撷英小谱》)．说明山陕戏曲交流的频繁。所以也

才有外省人称秦腔为山陕梆子，或称清末侯俊山、田际云所唱戏

曲为秦腔。

秦腔流传到北京、河北、天津，除前面提到的外，见于文献

记载的还有康熙年间李声振Ⅸ百戏竹枝词》的《秦腔》，刘献廷

《广阳杂记》说的“秦优新声万及张漱石《梦中缘传奇序》所

说s “长安之梨园⋯⋯所好秦声。一魏长生三次带秦腔到北京演

出达十年之久，轰动北京五城，因此有乾隆五十年(1785)清廷

的出示严禁。禁令说。 “嗣后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

外，其秦腔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张次溪《清代燕

都梨园掌故》)与魏长生同时在北京演出秦腔的艺人有陈银官、

王湘云、杨五儿、刘朗玉等五十多人。班社有十多个(乾隆乙巳

立《重修喜神祖师庙碑)))。此后，嘉、道间(1796—1850)常驻

北京的秦腔班社通称西部或西班，计有大顺宁部等八个(听春阁

小史《昕春新咏>>)。成同光宣时(1736—1911)有瑞胜和等六

个．陕西到北京搭班演出的艺人有盖陕西(自长命)、王谋儿，

李桂亭(小达子)，银顺儿、同州儿、丑娃等．几个世纪以来，

秦腔在北京、河北、天津的演出，对京剧和河北梆子的形成与发

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来秦腔同河北方言、歌曲及风土

人情结合，形成新的剧种——河北梆子，而人们长期仍称它为秦

腔，足见关系之密切。

秦腔流传到河南、山东，也是在明代。冯纪汉《豫剧源流初

探》一书说。 “明末清初、陕西许多商人来河南经商，这些商

人，在河南的各州，府，县，都修建有会馆，而且每个会馆，都

有规模宏大的戏楼。他们会把戏当成他们进行贸易的工具，把同

州梆子(按。即秦腔)带到河南来．例如；许昌西北五十里灵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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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集，是个大镇，清代陕西油商在此玩了一班戏·是明代传下来

的，因为戏班属于油商，所以就Ⅱq大油梆。一(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版第6页)吴梅村早在《绥寇纪略》卷九中就记到李

自成军中的“车优及女陬一供奉帐中，并留居河南。乾隆年间豫

西新安县吕公溥把((梦中缘》传奇改编成秦腔剧本，序中也称t

搿关内外优伶所唱十字调梆子腔’’。此十字调梆子腔即秦腔。河南

人有时又把它称作“陇西梆子腔玎．与吕公溥同时的李绿园

(1707--1790)在《歧路灯》第六十一回、七十五回、九十一回

中亦有记载。可见明末清初秦腔巳在河南广泛流行．这对后来河

南梆子的形成不无关系。

秦腔流传到江苏、浙江、安微，江西、湖北、湖南，也是这

个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明万历(1573--1620)间抄本《钵

中莲》传奇所引(西秦腔二犯)的曲名．该剧以浙江奉化与江西

湖口为故事产生地点，剧词又多绍兴方言语汇。可知秦腔在这以前

巳传入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它的曲调巳被当地戏曲吸收．

此后崇祯年间李自成起义军也影响到安徽、江苏、江西、湖南、

湖北等省。又四五十年后，旅居湘鄂多年的音韵学者刘献廷

(1648--1695)在《广阳杂记》中，不仅记有秦腔流传到这些地区

的情况，而且多次记述秦腔在这些地区的演出。至于魏长生所演

秦腔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文献记载更多。李斗《扬州画舫录》卷

五· “四川魏三儿，号长生，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演戏一

出，赠以千金”，“郡城自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为外江

班，不能自立门户，乃征聘四川名旦，如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

秀之类．而杨，郝复采长生之秦腔⋯⋯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

矣。一焦循《花部农谭》也说t “梨园共尚吴音⋯⋯自西蜀魏三

儿倡为淫哇鄙谑之词，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辈，转相效法，

染及乡隅。"这是扬州的情况。沈桐威《谐铎·南部》说· “吴

中乐部，色艺兼优者，若肥张瘦许，艳绝当时⋯⋯自西蜀韦(魏)

三儿来吴，淫声妖态，阗于歌台，乱弹部靡然效之，而昆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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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亦有倍师而学者。秒这是说的昆曲故地苏州一带的情况．《乾

隆四十六年江两巡抚郝硕覆奏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说t “昆

腔之外，有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

浙、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僬九汪、广信、饶州、赣

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碑腔、秦腔，楚

腔，时来时往⋯⋯。"(王晓传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

料》第116页)嘉庆三年(1798)苏州老郎庙《钦奉诣旨给示

碑》。 “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

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所有京城，地方，着交和坤

严查饬禁，并着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

体严行查禁。"这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情

况．从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还可知道当时西安著名秦腔艺人

色子、竹林等，曾到浙江一带演出，申祥麟到湖北武汉演出。从

顾采((容美纪游》知秦腔已在湘鄂兄弟民族地区流行。秦腔在江

南各省盛行，与当地戏曲的相互交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秦腔流行到两广的情况，也从上面所引资料可以知道．另

外，明嘉靖五年(1526)刊祝允明《猥谈》所说北曲支派弦索(即

秦腔)已流传至两广。此后，即隆庆年间(1567—1572)王崇

古在广州也曾召山陕商贩贸易，秦腔又不断到达两广．所以清代

广州人杨懋建((梦华琐t霄》就说广州的本地戏班“近西班’’。光

绪时俞洵夹《荷廊笔记》和丁仁长《番禹县续志))记嘉庆问广东

戏曲时说t “本地班专工乱弹、秦腔及角抵之戏。’’招子庸《粤讴

序》也说： “珠儿珠女、雅善赵瑟，酒酣耳热，遂变秦声．’’正

因秦腔在广州日久，所以逐渐由外江班转为本地班，而且专工秦

腔。广东的粤剧和西秦戏与秦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赖伯

疆、黄雨言《粤剧的历史应从何时算起))说的。粤剧和西秦戏

“应同源于秦腔梆子。’’ (广东‘<学术月刊》1980年第三期)

秦腔流行到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和西藏，文献可证的也

是明代中叶的事情。川陕地毗乡邻，戏曲之间的交流巳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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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问杨慎官居云南时，有陕西人李菊亭携妓夜过，作散曲

《金衣公_芏》，说“按歌秦声’’(《陶情乐府》卷四)。可知滇

有秦腔。他在泸州尝醉胡粉博面，所用声妓也是秦声歌妓．因

此，清雍正年间(1723—1735)在四川做官的陆箕永就在《竹枝

词))中写道； “山村社戏赛神幢，铁钹檀板拓作梆，一派秦声浑

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刀雍正七年(1727)，四川提督黄廷祯

在～封奏褶中也说：军中“择其能唱乱弹者，攒凑成班，各令分

认脚色，以藏布制成戏衣，不时扮演致唱，以供笑乐舻．可知秦

腔从四川进入西藏，所以解放后西藏拉萨市有秦腔剧团。康乾年

间，四川大小金川用兵，不少秦腔艺人随军入川，演唱多年，象

张银花、三寿官等。至于乾隆时期魏长生回四JII成都演出，并与

当地语言结合，才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川戏中的弹戏。此后，秦腔

又由四川再次传入云南、贵州。据《禁书总目》伊阿龄奏陈，秦

腔在乾隆年间(1736—1795)的“云、贵等省皆所盛行一，与魏

长生同时代的秦腔艺人中，有云南的刘三官(名玉、字芸阁>，

贵州的杨宝儿(见《燕兰小谱)))。秦腔在云、贵的活动由此可

知一、二．另外，洪亮吉出任贵州学使时，也看到贵州艺人“束

素腰纤点屣高”的表演，证明魏长生的“梳水头’’、“躁跷，表

演技术与化妆艺术，也传到贵州秦腔艺人中去。《云南通志》

说，明清时，云南的“典当业则为陕西、山西帮所开设者"，山

陕钱n：带秦腔去云南，也是在理之中的。云南滇剧和贵州梆子传

统剧目中的“烤火下山》就是乾隆时魏长生在北京的拿手戏之

一。戏曲间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

秦腔在台湾省同样有着长期的流传。在台湾与大陆分隔凡十

年后的今天，台湾不仅拥有一批观众承1条脏爱好者，而且有一些

研究机构和剧团。一九八。年十一月台北举办的“戏删季"，其

中就有“陕西条腔刷Ⅲ演出的《赤桑镇》力(《人民日报》1980

年11日22日)，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台湾((自立晚报))载国立

台湾艺术馆办的第十一届大陆地方戏剧公演中，就有由大西北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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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研究实验剧团演出的秦腔传统节目《杨氏婢》、 《白娘子》，

《五典坡》、(<南天门》等．

秦腔在海外的流传，始于清代。清人有“海外咸知有魏三，

的诗句。琉球群岛有一陕西村，几个世纪以来．都演唱秦腔，抗

美援朝战争中，陕西省慰问演出团带秦腔到朝鲜演出．一九六。

年秦腔戏曲艺术片《三滴血》拍成后，曾行销东南亚数十个国

家，受到海外侨胞和这些国家观众的欢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西安市秦腔演出团首次把秦腔带到日本，受到日本群众好评，增

强了中日友谊．

(三)

秦腔班社起子何时，因缺乏可靠资料，尚难得知．从目前掌

握的材料和实地调查访问的情况来看，早在明初，陕西关中就出

现有不少秦腔戏班子，至明中叶有了迅速的发展．主要是一些失

意文人或退隐达官的家班。象长安的许宗鲁、张治道、何栋、胡

蒙溪，户县的王九思、武功的康海、张炼都有自己的家班．另

外，长安、咸阳、武功、朝邑、周至、眉县、三原、乾县等地，

除秦王朱椟的乐户外，还有不少散居乐户。这些乐户，除供职官府

使用演唱北曲杂剧外，也演唱当地戏曲．后来，随着政治经济的

发展，明代中叶出现了在乐户基础上形成的专门戏班，弘正年间

(1488--1521)建立的华庆班，就是由贬谪回乡的张附翱(出任

青州推官)在周至乐户王锦家的基础上，延揽附近乐户成立的．

又称张家班。主要艺人有王锦的女儿王兰卿。汉中洋县的祁家

班，是明万历间(1573--1620)活动在汉中一带的著明戏班．张

家班历明清两代，几经变迁，到一九四九年才散伙．清代康熙以

来(1662--1735)，随着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

繁荣，陕西作为西北、西南的交通孔道，戏曲班社有如雨舂后

笋，层出不穷．除广阔农村临时性的艺人搭班外，涌现出一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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