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梅，全国政协委员、京
昆室成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党委书记、院长，一级演员。全
国先进工作者，中宣部“四个
一批”人才，全国文化系统先
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中国秦腔“四大
名旦”之首。曾获第九、十三届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
演奖，第十三、二十五届中国
戏剧梅花奖、第十五、二十届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主角奖、第二十九届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特
别奖等。主工正、小旦，谙熟秦
腔、眉户、碗碗腔，人称“三门
抱”。从艺 40 多年来，先后在

《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留
下真情》《苏若兰》《再续红梅
缘》《杨贵妃》《项链》《骄杨之
恋》以及秦腔电影《寒窑记》等
剧中担任领衔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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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
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历
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戏
曲就是其中之一。秦腔作为
我 国 最 古 老 的 优 秀 剧 种 之
一，它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
已流行千年，是三秦儿女守
望的精神家园，是弘扬三秦
文化的重要载体。陕西省戏
曲研究院素有“秦腔高等学
府 ”之 美 誉 ，是 陕 西 地 方 戏
曲的桥头堡，在 80 多年的发
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历史
成就。这是李梅委员近期在
全国政协京昆室举办的“戏
曲 艺 术 系 列 讲 座 ”上 的 演
讲，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主讲人简介：

大美秦腔
□主讲人：李 梅

■

“大秦正声”——秦腔

讲 坛

■

一门“热气腾腾”的艺术

■

打造“秦腔高等学府”
从民众剧团到陕西省戏曲研究

院，这个被誉为“秦腔高等学府”“现
代戏旗舰”之一的具有光荣历史、传
承红色基因的戏曲团体，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创作演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
秦腔剧目。

第一阶段：1938年至1949年以
前：从“旧瓶装新酒”中蜕变衍生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现代戏创
作实践时期，主要是1938年至1948
年。在延安这十年间，以马健翎为首
的民众剧团共创作了《查路条》《血泪
仇》《大家喜欢》《中国魂》《穷人恨》
等20余部“红透”陕甘宁的优秀作
品，以贴近现实的内容题材、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饱满的战斗热情受到群众
的广泛欢迎，对于宣传革命、号召抗
日起到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民众剧团从1938年 7月创办开
始，坚持服务于革命抗战，走遍边区
190多个市镇乡村，演出多达1500
场，观众260余万人次。更值得骄傲
和自豪的是，民众剧团在坚持为工农
群众服务的思想指导下，1939年2月
组织了第一次巡回演出，被称为“小
长征”。全团30多个演职人员全部出
动，在团长柯仲平的领导下，从延安
出发，途经延长、延川、安定、张家
畔、盐池、靖边、志丹、高桥等30多
个县、区，行程2500多里，历时4个
月，最终于1939年6月初返回延安。
《新中华报》据此发表了题为《民众剧
团胜利完成了“小长征”深得民众欢
迎》的文章，介绍了剧团4个月巡回
演出的生动情况。在这次外出巡演的
影响下，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
区相继建立了类似性质的剧团。有些
是源自民众剧团的分团，其大量移植

民众剧团的优秀剧目，为“新秦腔”
的宣传与推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阶段：1949年至 1966年：
创作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临着
一个由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的重大转
型，秦腔现代戏同样面临着由革命激
情向艺术激情的转换。这一时期的现
代戏创作持续推进，在数量激增的同
时，更加注重题材的丰富性与形式的
多样性，在审美上更加注重艺术性、
观赏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新创剧
目《梁秋燕》《粮食》《鹰山春雷》《闹
粮》《两颗铃》等现代戏，紧跟时代步
伐，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热烈的影
响。其中反敌特题材剧目《两颗铃》
一经排出，连续演出100多场，场场
满座，盛况空前。眉户现代戏《梁秋
燕》连续上演千余场次，受到观众一
致好评，民间更是多年流传着“看了
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
枉在世上转”的赞语。

第三阶段：“文革”时期：样板戏
一统天下

“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大环境影
响，秦腔现代戏虽然涌现出一大批新
创作品，但部分戏曲还是或多或少地
打上了那一时期的特殊印记。这些剧
目先是成了图解政策、配合中心运动
的“活报剧”，后来又落入写好人好事
的窠臼之中，大多转瞬即逝，没有鲜
活的舞台生命力。尽管如此，艺术家
们对现代戏探索、创新的步伐始终没
有停止。

对于戏曲而言，每个剧种都有自
己的特色，除了大家能直观感受到的
是以本地方言表演外，还有两个重要
的风格，一个是表演风格，另一个是

音乐风格。就表演风格而言，从延安
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开始，戏
曲研究院在表演风格上就不断创新与
探索，努力为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注
入新鲜血液。“戏曲”，一半戏，一半
曲。在音乐风格方面，这一时期剧院
在戏曲音乐的创作上，尤其是由“样
板戏”转化为秦腔唱腔的诸多唱段，
如 《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
浜》《红色娘子军》等，以及后来的
《祝福》等唱段，已成为今天教学和演
员清唱的看家名段，传唱不息。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发展
与繁荣

改革开放后，秦腔现代戏的创
作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与创新，
已逐渐踏上了对艺术本体规律的回
归之途。

在文本创作上，秦腔现代戏开始
着重写人、人性与人的变化。尽管一
开始有政策人像的印记，但毕竟触及
到了人的精神层面，剧作开始思考人
的价值和精神建构等深刻问题。直至
今日，秦腔已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
现代戏作品：《爱与恨》《杏花村》《酒
醉杏花村》《飘来的媳妇》《臂塔圆舞
曲》《继母情》《留下真情》《陕北婆
姨》《好年好月》以及“西京三部曲”
（眉户《迟开的玫瑰》、秦腔《大树西
迁》《西京故事》）等。特别是“西京
三部曲”先后荣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且三登金榜两
次夺魁，实现了陕西戏曲多个零的突
破。其中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
囊括了国家戏剧的全部奖项，荣获原
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秦腔现
代戏《大树西迁》获第十一届中国戏
剧节“优秀剧目奖”，第九届中国艺术

节“文华优秀剧目奖”，第三届“中国戏
剧奖·曹禺剧本奖”榜首。2011年3月
问世的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历获第
十二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第十
三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大奖、中宣部第十
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
作品奖、第十四届“文华大奖”。

近年来，剧院又先后创作了秦腔现
代戏《项链》《路遥的世界》、梅花版陕
西戏曲抗疫情景剧《生命的光芒》等，
这些作品始终关注现实生活进程，把握
时代跳动脉搏，塑造人物现代品格，对
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化的发
掘、加工与升华。

2020年12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携秦腔现代戏《路遥的世界》、新编历史
剧 《关西夫子》 和传统剧 《再续红梅
缘》先后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轮
番登台的精彩演出掀起了冬日北京的

“秦腔热”，收获了首都观众的热烈掌
声、文艺界的热情赞许和广大媒体的积
极宣发。

此次进京演出的三部精品剧目，既
有现代剧，又有新编历史剧、传统剧，
展示了戏曲研究院新时代促进戏曲繁荣
发展，坚持“三并举”创作方针的新成
果。就题材而言，从为人民创作、为时
代立传的改革先锋路遥，到历史名人、
四知先生杨震，再到观众耳熟能详的传
统戏曲中的李慧娘，每部剧中的每一个
典型人物都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每
场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涌到台前，
久久不愿离去，掌声、叫好声此起彼
伏，不绝于耳。这不仅是对演员表演的
肯定，而且是对剧中人物的敬意，更是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赞美。

作为戏曲从业者，我们应该紧紧抓
住时代机遇，用自己的深刻思考与实际
行动，发出独特的声音，为时代讴歌，为
党和人民歌唱。砥砺奋进新时代，守正创
新再出发。我相信，戏曲在这个时代是大
有可为的，我们戏曲人也必将在文化强国
的画卷中描绘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浓墨重彩的一笔。

秦腔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戏曲
艺术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艺术精湛，传播面广，
影响深远。

对于秦腔的源流，常见的说法
有：源于秦汉说，形成于唐代说、形成
于金元说、形成于明代说。然而，秦腔
产生形成的具体年代，现已难考知。

“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万
历年间（1573-1620）抄本《钵中莲》
传奇第十四出曾用“西秦腔二犯”唱
调。明代末年，秦中周至谭家寨已有
张家班（明正德十六年，即 1521 年）
等班社在民间演出，可见，明代已经
出现了专业的秦腔戏班，秦腔也于明
代盛行。

从地域上讲，秦腔源于陕甘（古
秦地）一带，生长在陕西、甘肃、宁夏、

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是西北五省
区最风靡、最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地方
剧种。

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各界名
流，陕西人对秦腔情有独钟，秦腔流
淌在秦人血脉中，是秦人的DNA。

陈忠实先生在《我的秦腔记忆》
中这样讲到：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儿。
这腔儿无疑最适合秦人的襟怀展示。黄
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

贾平凹先生在《秦腔》中这样描绘：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
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
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
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
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

还有一首广为流传的陕西民谣，这
样唱道：“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

儿女齐吼秦腔，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
没调辣子嘟嘟囔囔。”

从这些名人、民谣对秦腔的描述
中，可以大致感受到秦腔的特点。秦腔
素有“大秦正声”的美誉，它粗犷豪放，
慷慨激昂，雄浑悲壮，擅长演正剧、悲
剧，秦腔上演的剧目数以万计，题材涉
猎极其广泛，内容异常丰富，特别是反
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传统经典
剧目为一代代秦腔观众所称道。流传至
今的经典剧目有《铡美案》《周仁回府》
《赵氏孤儿》《王宝钏》等。

秦腔是秦地上秦人生生不息的命
运之声。西北的地貌风俗、西北人的性
格特征决定了秦腔的特性。西北的黄土
有多厚，秦腔的根就有多深。

秦腔还是我国梆子声腔的鼻祖。所
谓梆子腔，就是以板腔体为结构，兼以

枣木梆子击打节奏而得名，像秦腔、豫剧、
山西梆子、山东梆子、河北梆子等都属于
梆子腔剧种系统。2006年5月，秦腔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提到秦腔，人们可能都会想到
“吼”。这是因为秦腔属于农耕文化，起源
于露天舞台。秦腔在黄河两岸刚诞生时，
演出场所在民间，那时候没有剧院，只是
草草搭成的舞台，观众则站着露天看。唱
戏的时候要招徕观众，演员就要压住台下
的叫卖声、说话声，唱的声音就必须得大，
嗓门尽量拔高，于是就有了“吼”的特点。

但秦腔不全是“吼”，秦腔的小生、老
生、小旦、正旦等角色行当，有许多唱腔委
婉缠绵而又清丽。秦腔抒发的是秦人的广
阔胸怀，用高亢激昂的腔调“吼”出来，不
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精神表达，
豪迈、奔放，如黄河奔腾千里，大开大合，

大起大落，如陕甘人直来直去的性子，所
以只有秦腔，才可以把陕甘人的精气神淋
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也是陕甘老百姓喜
爱秦腔的原因。

秦腔的声腔有两类，一类是苦音，一
类是欢音，这两种唱腔是秦腔区别于其
他剧种的最大特点之一。苦音唱腔高亢、
激昂、浑厚、深沉，主要表现剧中人物的
悲痛、凄怆、伤感等情节；而欢音腔则是
欢快、明朗，主要表现剧中人物的欢乐、
喜悦、热烈、高兴等情感。纵观秦腔戏里
的唱段唱腔，可以说大部分都是苦音腔
唱段。

秦腔的表演总体风格是朴实、粗犷、
细腻、深刻，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生活
气息浓厚，技巧丰富。与其他民族戏曲一
样，秦腔也是生、旦、净、丑行当分明，唱腔
与表演并重。

清乾隆年间，秦腔艺人魏长生先
后3次进京演出，轰动京城，秦腔在
京城扎了根，很快，京城“六大班伶
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
而已”。很多唱京腔及其他杂腔的演
员也纷纷改唱秦腔，北京城中形成了
秦腔一枝独秀的局面。

雅部昆曲由于过于文人化、贵族
化，已经到了看戏时需要翻阅剧本才
能弄懂戏文的地步，普通观众“听
戏”如听“天书”。而以京腔、秦腔
为代表的花部则家长里短，通俗易
懂，“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
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他们创作
的那些贴近生活、贴近观众的地方戏
剧以其朴质真淳、撼人心魄的艺术魅
力赢得了大量观众，宣告了中国戏曲
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12年，易俗社创立，迄今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由李桐轩、孙仁玉先
生创立于西安，因以“移风易俗，辅助
社会教育”为办社宗旨，故名为“易俗
社”。易俗社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由知
识分子创立的一个进步社团。它将文
化教育、戏曲训练、演出实践结合起
来，培养了大批戏曲人才，创作和演出
了许多优秀剧目，对戏曲发展产生了
巨大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
达陕北，建立起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
地。在进行革命战争的同时，毛主席
也在思考着另一个战场——建立中国
无产阶级文化的战场。秦腔，这个深
受当地群众喜爱的传统地方戏曲形
式，便率先进入了他的视野。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
表大会组织戏曲专场晚会，演出了秦
腔《五典坡》《二进宫》等剧目，毛泽东
和中央领导集体应邀出席观看。人山
人海的呼应声，此起彼伏的喝彩声，使
得毛主席备受感动。他当即便对坐在
身边的工会负责人说：“你看，百姓来
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
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
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
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但就是内容太
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工会
负责人指了指坐在他身后的柯仲平
说：“这是文协的老柯，他是专搞文化
工作的。”毛主席当即转身问：“你说我

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连连回答：
“应该，应该。”毛主席说：“要搞这种群
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毛主
席的这次指示，就是要求对中国的传
统戏曲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革命文艺
的组成部分，从而最终建立符合中国
革命需要的、崭新的民族戏曲艺术。

两个多月后，1938年 7月，在
毛主席的倡议下，柯仲平、马健翎等
人在延安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
（即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毛主
席之所以要求组建这个团，就是考虑
到当时延安的实际，希望以地方戏的
形式发动群众，投身抗日，直到解放
战争，剧团先后演出近3000场，观

众数以千万计。毛主席曾表扬说：“秦
腔对革命是有功的。”

最重要的是，秦腔在这个阶段，还
开拓了现实题材的创作实践活动，民族
戏曲现代戏在延安应运而生。以著名剧
作家马健翎为代表的民众剧团的戏剧家
们，第一次用时装表现当下生活，创作
演出了《穷人恨》《中国魂》《血泪仇》
《十二把镰刀》等作品。由此，中国戏
曲现代戏孕育而生，并在随后的不断发
展中逐渐壮大。

特别是《中国魂》这个剧目，是毛
主席看完后亲自改的剧名。当时，在毛
主席的倡导下，以柯仲平、马健翎为代
表的一批艺术家，在延安进行了民族戏
曲现代戏的全面开拓实践。很快，马健
翎便创作出了抗日题材的方言话剧《国
魂》。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试演时，毛
主席亲自前来观看。剧场内热烈激昂的
观众情绪深深感染了他。演出后，毛主
席接见剧组时对马健翎说：“你这个戏
写得很成功，很好。”同时他表示，秦
腔作为地方戏曲，具有一呼百应的群众
基础。“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
大了。”听了毛主席的指示，马健翎很
快便将《国魂》改成了秦腔。再次演出
时，毛主席又来观看了一次。他不仅跟
当地观众一起鼓掌、叫好，而且在演出
后还特意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信，并对戏
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请你转告马
健翎同志，应该把戏的名字由《国魂》
改为《中国魂》”。从此，马健翎的这
部名作，便改名为《中国魂》。

《中国魂》以地方戏曲——秦腔的
艺术样式，精彩诠释了戏曲“现代戏”

这一全新概念，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重
要的时代意义。

在秦腔《中国魂》创演之前，也有
所谓的“现代戏”——即穿着传统戏
服，化着“老戏”妆，说着古典韵白，
套用现实生活的“时新戏”。这类“时
新戏”在人物语言、服饰、道具、妆扮
等方面都依然遵循旧例，而且始终延续
着“上场对子下场诗”的传统戏曲表演
模式。秦腔《中国魂》一改这种表演模
式，用民族戏曲之“旧瓶”，装入“滚
烫”的现实生活之“新酒”，从而使民
族戏曲现代戏的全新样态初步显现。

如今，秦腔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秦川的生态
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西安正以
国际化的大都市，以开放、包容、活力
的姿态展示着国家中心城市的魅力。环
境生态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有两
样东西依然没有改变，一是爱秦腔没
变；二是吃粘面调辣子没变。

秦腔在西北五省区有着庞大的受众
群体。每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都有几百
场的下乡演出任务，基层群众非常欢迎，
每次演出的现场都是人山人海。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从2007年10月开始，在院
剧场开展了“西安天天有秦腔”活动，到
现在已坚持了14年，成为陕西演出市场
的一张响亮名片。目前，该活动已累计演
出近4000场，观众累计近20万人；为农
民工免费赠票10余万张，为满足群众公
共文化服务作出了应有贡献。

作为一名秦腔人，我始终感到秦腔
是一门热气腾腾的艺术，它扎根人民，
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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