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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传承，即为传递，继承发扬光大的意思；创新，则

是以现有的思维、在特定的环境中去创造新事物。通过

流行音乐的形式去传承和创新，形成一个有趣且不乏味

的新音乐形式，并通过音乐的表演让大众接受，甚至家

喻户晓，这既做到了非遗文化的保护，又做到了寓教于

乐。从音乐元素的创新、音乐节奏的变化、舞台整体效

果的设计等入手，诠释华阴老腔在传承与创新中所展现

出的一系列尝试与探索，去探索非遗音乐在当代流行音

乐中的传承与创新。

二、华阴老腔概述

（一）华阴老腔的定义

“老腔之所以叫老腔，一是因为它年龄老——与当地

流行的其他剧种相比，在时间上形成年代较早，在表现

上更为古朴，粗犷豪放的音乐、悲壮的场次，沉稳浑厚

的节拍，深具古老之风味，因此称作“老腔”；二是从

地点上得名，当地人传说，湖北老河口有一种说唱形式，

后来流传到华阴地区，经过长期的演变，才成为了当地

的老腔，因此，取“老河口”中的“老”字来命名。”[1]

（二）华阴老腔的特点

老腔在语言性上很强的特点，旋律上都采用三拍的

乐节形式。“一个剧本只需要五个人来支撑：签手（指挥

皮影），副签手，前部（主唱），后台，板胡。但在剧种

上“生旦净末丑”并不少见。这就是老腔。”[2] 老腔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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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音乐形式伴奏，以唱念做为主要表现手段而形成

的一种独特风格样式，五个角色由一位主唱担任。

华阴老腔分为两大类：阿宫腔、弘板腔。

1. 阿宫腔

“阿宫腔是由秦时宫廷乐舞衍变而来，因阿房宫而得

其名，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最初作为王室音乐供宫

廷欣赏，后经衍变因阿房宫而得名。阿宫腔原是以皮影

形式出演，在 1960 年搬上来大舞台，在唱腔、表演、以

及音乐的伴奏以及舞美方面进行了创新改革，但是也保

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宫腔属于板式变化体音乐。[3]

2. 弦板腔

“弘板腔起源于宋代，现如今主要流行于甘肃、咸

阳、周至礼泉一带。弘板腔是由民间流行的“隔帘说

书”演变来的，在西路皮影戏的基础上形成。”[4] 弘板腔

的演奏乐器以“板子”和“二弦”为主，加上唱腔则称

之为“弘板腔”。唱腔现已有固定的板路，风格为能够表

达各种剧目中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分为落多类。弘板

腔的剧目多以列国戏和三国戏居多，比如：《桃园结义》、

《回荆州》、《紫荆簪》、《智取威虎山》等。

三、华阴老腔在《华阴老腔一声喊》中的文化传承

（一）音乐

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在《华阴老腔一声喊》中的相

互融合，使二者的融合大放异彩，让流行音乐有了新的

发展方向，形成类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流行音乐风格。

老腔自由的演唱和喜欢临场即兴的发挥，跟流行音乐如

出一辙。流行音乐在实际的演出中，歌手可以根据歌曲

的情感即兴改编个别旋律线条，或者即兴添加转音，尤

其是在爵士或布鲁斯音乐风格中，与老腔的表演形式殊

途同归。

（二）语言

在华阴老腔当中，演唱歌词与华阴地区地方方言特

征有着直接关联。不论是咬字还是吐字方面，这一特征

都十分明显，第一句“八百里秦川”的开嗓，就为整部

作品打下了语言表达的基础。

1. 方言的发音与咬字

唱词是华阴老腔歌曲的精髓，需与咬字保持一致，

同时还要有陕西方言的独特韵味，这是华阴老腔演唱所

需的语言基础。通过普通话来演唱老腔部分固然能够让

更多对陕西方言不熟悉的听众明白歌词含义，但用方言

进行咬字与发声才更能够将传统老腔独特的地域特征呈

现出来。”[5] 即让所有听众都能听懂歌词，又保留老腔的

韵味。

因此，在《华阴老腔一声喊》的演唱过程中有选择

地保留一部分方言咬字，通过几个比较有典型陕西方言

特征的咬字进行点缀，即不影响听众对整首歌曲歌词含

义的理解，又将陕西味道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也是

《华阴老腔一声喊》的演唱的华彩之处。听众第一次接

触这种歌曲，就能够感受到黄土高坡的豪迈与辽阔。

2. 老腔的演唱技巧

“从老腔的演唱技巧方面来说，当需要发出声音时，

口腔的前半部分，即嘴唇、牙齿、舌头等；另一个是口

腔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口咽部。此时嘴部应该是灵活而

又稳定的。然而，不允许一味地保持歌唱的“喉咙”而

出现音包字。让每一次咬字都在同一个支点上发出声音，

在同样的腔体以及同样的高位置演唱，以实现咬合和声

音的完美结合”[6]。同时，老腔演唱从未出现过假声，因

此对演唱者的演唱功力要求非常高，自身嗓音条件要好，

唱出来的每个词语都应该清晰、流畅，演唱者的音色需

与角色相符。因此，老腔大多数采用本嗓进行演唱，多

处使用拖腔和甩腔，也就是音调的过渡和延伸。歌曲的

形式由独奏展示，到了高潮的时候是一领众和的形式，

装饰音和滑音，为拖腔旋律添加了各种技巧演唱技巧。

如演唱“喊得那巨灵劈华山呐”这句时，就运用到了甩

腔。通过这一甩腔演唱，增加了流行歌曲的民族韵味。

（三）表演形式

在舞台表演的形式上，“土”与“洋”的结合在歌

曲中擦出来火花，体现出音乐的创新。表演者所使用的

乐器是家中常用的生活工具，例如长板凳、烟袋、木块、

梆子等，同时需继续保持着皮影戏的表演动作特点。随

着在一声吆喝声中的开场，加上时尚摇滚女歌手谭维维

嘹亮、宽广的音域，再通过电吉他、贝斯、架子鼓、电

子合成器的配器加持中，让非遗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

相互融合更加独具特色。在服装上，表演者都沿用了地

方风格特色，华阴老腔艺术家们的朴素穿着和歌曲有着

良好的契合度，歌手谭维维也一改往日的夸张风格而着

装简约，从而和华阴老腔艺术家们融为一个整体，让整

个舞台都萦绕在陕西风中，让观众能最大化的感受到陕

西的氛围和地方特色。

四、华阴老腔在《华阴老腔一声喊》中的音乐创新

（一）旋律创新

歌曲中老腔旋律主要采用散板，粗犷的歌词让整首

歌曲更加的完整，用二胡、板胡演奏低八度旋律，再用

许多民族乐器作为辅助，月琴、长板凳的表演深受人们

的关注。歌曲还继承了华阴老腔的吟诵调，《华阴老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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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喊》的 A 段中，采用了慢板的速度，第一句“八百

里秦川”为整部作品打下了基础，低音二胡和板胡演奏

了同样的旋律，并且进行降低八度的处理。同时歌曲加

入了胡琴、竹板、月琴和长板凳等器乐合奏。如图 4-1，

伴奏部分的华彩乐段，加入了戏曲元素，充斥着陕西地

区粗犷豪放的特点。

图4-1　华阴老腔一声喊段落曲谱

在华阴老腔当中，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都与当地的

特色有很大关系。华阴老腔的演唱往往伴随着大起大落，

旋律充满了抑扬顿挫之感，在音程关系方面，也有很多

的大跳进行，给予了听众巨大的冲击力，在图 4-2 中可

以看出，歌曲的 B 段通过 8 个小节构成。在第一小节的第

四拍中，加入了和声的演唱，同时胡琴的演奏也加入到

伴奏行列中。

图4-2　华阴老腔一声喊段落曲谱

（二）歌词创新

歌曲主要采取了问答形式。以老腔原有的方式开

头。但跟传统老腔不一样的是，谭维维在演唱过程中，

选择了以“喊的那巨灵劈华山呐，喊的那老龙出秦川，

喊的那黄河拐了弯呐”的巧妙方式进行对接，而且在语

言的发音上采用了当地方言来对应老腔唱词。歌词拥有

浓郁的民间韵味，与传统老腔的开头连接在一起，在延

续了华阴老腔沧桑、古朴风格的同时，也实现了很好的

过渡，为歌手之后的演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歌词

中，不仅出现了较多排比形式的问句，还运用了很多叠

词，比如：“银弯弯、蓝格莹莹的天”，来形容对生活的

憧憬和向往。

（三）编曲创新

华阴老腔的创新沿用了独具陕西地方特色的手法，

作曲人把华阴老腔用在了流行音乐中。

编曲多以以流行电乐为搭配，加入老腔艺人们的手

工乐器，让民乐和电吉他在华彩的部分独奏，旋律多以

高音为主。突出了华阴老腔的“欢音”和“苦音”。歌曲

中“老腔 + 摇滚”的元素让舞台更加具有浓烈的氛围感。

老腔艺人们的演唱方式基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所以音域往往受到自己嗓音的限制。在音域的跨度上，

有的作品在 9— 13 度之间，而有一些难度较高的作品跨

度在两个八度。由于陕西地方特色的影响，当地的音乐

作品以 F 和 B 作为特性音，这两个音又被称作“欢音”

和“苦音”。由于 F 和 B 的独特运用，使得伴奏乐器与和

声织体方面保持一致，也体现出来特定的陕西地域风格。

在歌曲创作过程中，创作人沿用了这一特点，让整首歌

更加有地域性色彩。

五、中国非遗音乐与当代流行音乐的融合走势与

展望

（一）适合现在大众审美的二度创作

同一首歌，由不同的歌手来演唱，效果是完全不一

样的。有些作品非常简单，本身的结构并不复杂，但经

过不同的演唱者的处理后，表演的效果会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二度创作的魅力。

从非遗音乐的角度去看，流行音乐与当代民间音乐

的高度吻合在《华阴老腔一声喊》中体现出与当代大众

审美的趋同性，运用了新时代的理念去创新，既保留到

了老腔的重要部分，也没有因为对老腔的二度创作让这

首歌曲失去了原本的色彩。作品不仅让非遗文化让大家

广为人知；还让大众了解到陕西中关地域风土人情和地

理风貌；让非遗音乐与当代流行音乐找到了共同的契合

点；起到了传承与保护非遗音乐的作用，作品以新时代

年轻人和用现代大众审美的情趣作为创作基础，让大众

走进非遗的历史中去了解历史传承的艺术；也让民间艺

术家“走出来”去接受当地流行艺术的生气和魅力。

从流行音乐的角度来看，极具特色的非遗音乐元素

是对流行音乐的加持，也是中国流行音乐本土发展的必

然趋势。

（二）打造非遗音乐的传承与传播新模式

我国非遗音乐依旧面临着问题，要发展、要传承、

创新性传承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手段。我们要让每一个非

遗音乐找到适合自己的、和自己高度契合的传承方式和

创新模式。在非遗音乐的发展中，我们有必要用新的音

乐形式让传统音乐焕然一新，这种新的形式会吸引更多

大众去了解我们的非遗音乐，《华阴老腔一声喊》的成功

就是有力的证明。

利用现代传播途径，完善市场运作：近几年，新媒

体不断涌现，因其传播的便捷性、多样性、高效性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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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新媒体

背景下，人人皆可参与到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可通过博

客、微博、微信等形式，分享传播自己的知识、体验和

观点等。所以，华阴老腔应该积极利用现代传播途径，将

优秀的剧目演出、唱段、皮影制作、皮影表演等制成视频

或音频，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优势，积极推广老腔艺术。

融入现代多元文化，寻求自我创新：为了让更多的

人了解并喜爱华阴老腔，老腔应积极融入现代多元文化，

比如与电影、话剧和现代音乐等等相融合，焕发出一股

新的新的生命活力。在 2016 年猴年央视春晚舞台上，张

喜民等民间艺人和谭维维再次演唱歌曲《华阴老腔一声

喊》，将老腔艺术与摇滚音乐巧妙融合在一起，一夜之间

红遍大江南北。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保护老腔剧本：针对

华阴老腔剧本保存状况堪忧的现状，相关政府部门应该

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人员力量搜集老腔

剧本，进行归类整理。成立华阴老腔艺术博物馆，将搜

集整理的珍贵的老腔剧本及表演道具等交由专业机构进

行保管，避免因个人保管不当导致破损或遗失；对老腔

艺人的传统经典剧目的演唱和皮影的表演进行录音录像，

出版音像制品；将整理好的剧本、文献等结册出版等，

这样既可以保护老腔剧本，又可以传播老腔艺术。

（三）推动中国音乐的本土化融生

民间艺人张喜民和谭维维合作的《华阴老腔一声

喊》，让华阴老腔深受大家的喜欢。由此可见，让华阴老

腔与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现代流行音乐模式的融合，对

华阴老腔继承和保护有着非凡的意义。除此之外，华阴

老腔应在继承传统音乐文化精华的前提下，积极做出自

我革新，不断吸取其他音乐的养分，以满足观众的需求

和老腔的发展要求，增强华阴老腔的生命力。《华阴老腔

一声喊》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也为其他地方传统音乐文

化如何更好的弘扬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六、结束语

2016 年《华阴老腔一声喊》广为人知，创新让流行

音乐有了一个更新的起点，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提供了新的渠道，随着老腔的感召力的扩大，让单一音

乐形式通过多元化艺术表达出来，更易让大众产生共识，

也能有效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非遗音乐的保护，不

仅要保护其原本独特色彩，还要和创新创作相融合，取

长补短。如何将“非遗”以流行音乐为载体，“非遗”活

性传承。把传统民间音乐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去，使其

能够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值得思考和身体力

行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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