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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花鼓的由来 

 

□陕西省商洛市剧团  ○李玉万 

 

 

商洛花鼓戏《揽月》剧照 

 

    如果说现在的商洛花鼓是一棵茂盛的绿树，那么，半个世纪前，她只是一株流散在山
野的无名小草。 

    1950年10月，商洛市剧团以文工团的形式初创时，其任务主要是配合土改进行政治宣
传动员。1953年改为专演秦腔、眉户的戏曲团体后，团长任宏谋根据“双百”、“双为”
方针及“挖掘、整理、提高”的指示精神，组织剧团主创人员深入民间采风，发现了流传
于地摊的花鼓调和皮影戏道情，便尝试把她搬上舞台并取名为“商洛花鼓”。 

    新中国成立前，在整个陕南地区，“花鼓子”一称指的是民间每年古历正月十五前后
的社火演出，有的地方通称作“玩灯”、“玩船”或“社火”。其演出形式包括地棚子、
旱船、花灯、踩云云等，演出中唱的曲调亦叫花鼓子。而商洛、安康的群众所称“花鼓
戏”，指的是民间一些原始小戏特定的演出形式。这种演出通常在农村一种两叶席大小的
简易舞台上进行，剧目所反映的几乎全部是民间生活方面的内容，绝无宫廷官场的情节出
现。其角色设置基本上是“二小”（小丑、小旦）或“三小”（二小加小生），全部演出
人员（包括演员和伴奏人员）加在一起也超不过十人，故有“七紧八松九快活”之说。在
过去，封建统治者对这类演出极其歧视，尽力排斥，花鼓戏没有进城的权利，更不允许登
上大舞台，所以农村的简易舞台是她的生存场地。 

    但当时陕南的这种“花鼓戏”并不是其特定的剧种名称。在商洛民间花鼓戏舞台上演
出的“八岔戏”、“大筒子戏”、“小调戏”才是这些民间小戏的剧种名称。传统八岔戏
不存在弦索伴唱，只有武场面（打击乐），每个唱句的句尾用人声帮腔，称作“座簧”。



小调戏没有形成各种剧目通用的唱腔曲调，而是专曲专用，以一首或两三首民歌的曲调，
分角色演唱一出小戏，其中某一出小戏中所使用的曲调，一般都没有在另一出小戏中再次
使用的现象。小调戏也没有弦索伴奏，只有武场面，它所使用的音阶基本都是五声，调式
则五花八门，宫、商、微、羽全有，是花鼓戏里最原始的一种小戏。大筒子戏（又称二棚
戏）是比八岔戏、小调戏较高级的一种小戏。首先，其伴奏乐队中增加了一把大筒子（系
竹筒二胡乐器），产生了弦索伴奏，唱句之间形成了器乐过门，并开始有了游泳池弦、浪
弦一类的纯器乐演奏部分来衬托舞台表演。其次，大筒子戏属于板腔体戏曲，它的板路比
八岔戏丰富。由于板路较丰富，加上艺人们演唱时各自对板路所进行的创造，大筒子对剧
情情绪的适应能力也就比八岔戏、小调戏强得多。但筒子、八岔、小调为三种不同的腔
系，它们各自又包括多种曲调，各自为家，独立使用，在同一剧目中互不掺和，且已形成
各自不同的唱腔音乐结构风格。新诞生的“商洛花鼓”仅仅是这三种不同腔系的一个总
称，而非一个剧种。 

    随着商洛文工团将民间流传的花鼓戏剧目一次次搬上大舞台演出并获得好评，“商洛
花鼓”这一新名词才日渐为人们所熟知，并在无形中确立了“商洛花鼓戏是囊括大筒子
戏、八岔和小调戏的一个统一剧种”这一指导思想。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为创造这一剧种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商洛市剧团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成立了剧本、音乐、表演方面的整理加
工小组，并把流散于民间的花鼓戏老艺人刘全兴、毕占全等人吸收进团，参与整理研究和
提高工作。经过两年时间的打磨，1956年春，花鼓小戏《夫妻观灯》、《回河南》、《西
楼会》、《桑园配》等正式在大舞台上亮相，接着在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会上全部获
奖。这次空前的成功，增强了剧团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信心。随后，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每一
次思想的解放和艺术技巧上的突破，都催生出光彩夺目的新剧目。1979年《屠夫状元》的
上演和1981年《六斤县长》的面世，最终使这个新剧种屹立于全国数十个剧种之林。由于
艺术上的创新，《屠夫状元》成为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唱做念打皆备、出将入相场面宏伟
的大型剧目,其生动的故事、恢宏的场面、鲜明的人物、优美的曲调，感染和倾倒了无数
观众，被戏剧界称赞为“商洛飞出的金凤凰”。作为大型现代戏的结晶，《六斤县长》在
获取1982—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后，在京、津、沪、汉巡回演出，使商洛花鼓享誉大江
南北。2004年《月亮光光》代表陕西省参加了文化部在浙江省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
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十一届文华新剧目奖，再一次将商洛花鼓的声誉推向一个新高度。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商洛市文艺工作者从三种不同唱腔音乐中寻找最本质的共同
点，并在长期的创作、移植和演出实践中不断融冶锤炼，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将
三种传统的唱腔音乐有机地融为一体，同台演出，最终形成了一个曲调丰富、表现范围宽
广、个性鲜明、风格独特且兼容性极强的新剧种——商洛花鼓。 

 
(责任编辑:张荣 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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