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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秦腔源流问题一直是秦腔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对秦腔

的渊源和形成过程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将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

文和形成的观点作以梳理分析，并提出一些浅见。  

  关键词：秦腔源流     远源说    近源说    存疑待考

说      误区  

 

  秦腔源流问题一直是秦腔理论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一些戏剧

理论家、秦腔从业者或理论工作者纷纷著述阐发秦腔源流问题，对秦腔的渊

源、形成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到目前为止，对秦腔的渊源和形成过

程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诸前贤为我们探寻秦腔历史打开了研究之窗，也积累

了丰富的史料。本文将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文和形成的观点作以梳理，

同时对当下秦腔史研究提出一些浅见。  

                         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

究概况  

  作为地方剧种的秦腔，一直面临一个中国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共同面临的

问题：“剧业”盛而“剧学”微，直到本世纪中后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后，才有《秦腔记闻》（王绍猷著，易俗社刊本，1949 年）、《乐学通论》

（范紫东著，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出版，1954 年）、《秦腔史稿》（焦文彬

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等秦腔理论研究专著刊行。同秦腔演艺事业

比较起来，这些理论专著出现可谓晚矣，不要说比早期秦腔班社演艺历史晚，

就是比西安易俗社成立也要晚近四十年。建国后，随着秦腔理论研究专著的刊

行和研究论文的发表，秦腔源流问题逐渐引方家关注。  

  1961 年 11 月陕西剧协专门编印了《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的内部学习参

考资料，目的在于开展对秦腔源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后来由于时势变化，这

一探究没能继续下去，这一研究再次被人们提起已经是 70 年代末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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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 4 月 13 日，陕西省剧目工作室（同年 9月 1日，经陕西省委宣传

部批准，陕西省剧目工作室改名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在西安召开了“陕西省

地方剧种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市以及各地区共二十多个单位四十

多名专家、学者和戏剧研究工作者。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秦腔的源流问题。

1983 年 12 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省市戏曲学术界秦腔史学研究专题

规划会，省地方志编写办、省戏校、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三十余人

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提出“我省过去的秦腔史研究，科学标准是不够的，今

后应在这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1]应该说，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但

是在后来的研究操作中，这一设想似乎还是没能很好贯彻执行。1984 年 3 月陕

西省艺术研究所在西安组织了陕西省秦腔学术讨论会，与会者 40 多人，会议

第二阶段专题讨论了秦腔历史问题。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

陕西艺术研究界对秦腔历史的研究颇为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专家学者

对秦腔的源流问题进行了热烈地探讨，虽未达成一致看法，但在资料积累、研

究方法探索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进入 90 年代以来，对秦腔源流和秦腔史的研究没有象八十年代初那样大

规模的讨论和研究，但仍有零星论文发表，如《秦腔剧目源流初探》（王志

直，《当代戏剧》2002 年第 2期）、《试谈秦腔的源流及其发展》（孙豹隐，

《戏曲艺术》1999 年第 1期）。这些论文基本观点和《秦腔史稿》对秦腔源流

的看法基本相同，没有很大的突破。  

  探寻作为剧种的秦腔的源头和形成过程，本应先对作为地方戏的“秦腔”

来个正名，考虑到先贤都是在一个大“秦腔”、泛“秦腔”的称谓下对秦腔史

进行探寻的，因此，在梳理前贤论点时依旧用原“秦腔”概念，即就是“泛秦

腔”概念。综观近 50 年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著以及戏曲研究工具书，对秦腔

源流的表述有以下几种观点。为了行文方面，从时间上划分为远源说、近源说

和存疑待考说三方面缕述。  

  一，远源说。关于秦腔的源流说， 早可以推及到秦汉以至春秋战国时

期。如有戏剧史研究学者经过研究和考证得出：“秦腔俗称梆子，盖因其以木

梆为乐器而得名者也。其来源及古，有谓系肇始于战国”；[2 持此论点的还有

陕西秦腔界的一些名家，如易俗社编剧范紫东先生曾言“秦腔原绍二南遗音，

近挹两汉文化本为温柔敦厚之风，又寓激昂慷慨之气”[3]。秦腔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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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易俗社编剧王绍猷先生在《秦腔记闻》中也提到“考诸秦腔，形成于秦，

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盛行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

观”。[4]从声腔论，有论者则认为唐代“梨园法曲，经数十年之陶冶，其中

不无派别，大别之为两派。第一派以李龟年为首……龟年工唱《秦王曲》，因

之龟年一派之腔调，统称秦王腔，此腔调盛行，人又简称秦腔云”，[5]认为

秦腔始于唐代，这个推论颇有些臆测的成分，但在其他研究者引用的材料中却

经常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学者坚持远源说，认为从远古考察能更全面

了解秦腔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论者讲“现在流行于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的

秦腔唱腔，我个人认为是源于上述古代西音、秦音和秦声的。历时数千年，中

间当然会有许多发展、变化，乃至是很大的变动。但我又坚信，万变不其宗，

西音、秦音和秦声的个性是不至于变丢了的。……西音、秦音和秦声，起码从

唐代迄今变化不会很剧烈的。”[6]   

  二，近源说。在本文中，近源流说是指从认为秦腔形成于明朝时期的说

法。如《辞海》秦腔条目：“一般认为明中叶以前在陕西、甘肃、山西一带的

民歌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的剧种的影响。音调

激越高亢，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唱句基本为七字句，音乐为板腔体。明

末清初流传南北各地，对许多剧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秦腔条目下有：“（秦腔是）戏曲剧种，流行于陕西、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源于陕甘一带的民间曲调和宋金元的铙鼓杂

剧，形成于明代中叶，曾受昆腔、弋腔、青阳腔的影响……秦腔在陕西分四

路，有同州梆子（东路秦腔）、西安乱弹（中路秦腔）、西府秦腔、汉调桄桄

（南路秦腔，也叫汉调秦腔）”。此外还有人认为：“总括说，从唐到宋金时

期的民间音乐、俗乐以及经调中，普遍存在着秦腔音乐的迹象，但还看不出秦

腔戏曲声腔的形成（指六大板式形成后的秦腔）……秦腔形成于明中页成化、

弘治、正德年间是比较客观的”[7]支持此观点的还有杨志烈和杨忠的论文

《关于秦腔的明代形成说――兼论剧种形成的立论原则》，张来斌的论文《从

审美特性看秦腔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形式的发展，从哲

学思想、文学艺术几方面考证了秦腔剧种的形成，认为“由此观之，秦腔作为

一种高度发展的综合艺术，只能形成于明中页以后”[8]  

  三，存疑待考说。在陕西官方出版的一些史志类丛书中，编著者一般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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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谨慎态度，谈及秦腔源流都是诸说并存，让读者自己思考判断，比较典型

的有“秦腔起源和形成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9]，同样的话还有“秦腔作为一个大型地方戏曲剧种……究竟形成于何时，

历来说法纷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10]第一部秦腔史论著《秦腔史稿》

对秦腔来源也只能做如下描述“总括这个时期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中，关于秦腔

源流的研究，有以下几种说法”。[11]  

  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的研究不断有新作出现，但始终未能就源流问题达成共

识。而且，我们认真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在许多论著中，引用的文

献资料种类没有太多的改变，观诸各个时期秦腔理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书中

收集整理的资料有正史，地方文献、诗歌和小说、戏曲作品、档案、笔记等，

除戏曲作品和档案外，其他文献资料 显著的特点就是分散性、不完整性和不

统一性。  

                          秦腔源流研究的两

个误区及其存在的问题  

  因为史料来源庞杂，学者各执己说，造成秦腔渊源问题上认识的混乱。期

中 明显的的误区有二。  

  一，把属于独立剧种的其他陕西地方戏纳入秦腔范畴  

  在《秦腔史稿》一书中，编著者用了相当篇幅探讨李芳桂的生平和创作，

而根据李芳桂留下《金碗钗》、《香莲佩》、《春秋配》、《十王庙》、《玉

燕钗》、《白玉真》、《紫霞宫》、《万福莲》、《蝴蝶媒》、《火焰驹》、

《清素庵》等十大本剧本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剧本是成熟的碗碗腔剧本，

而且事实上，这些剧本也是因碗碗腔皮影戏几百年来流传于陕西华阴、华县一

带。《李十三评传》（李十三史料研究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对

此有明确表述“李芳桂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戏剧家，为碗碗腔皮影戏著有

传奇剧《春秋配》……还有《玄玄锄谷》和《四岔捎书》两个折子戏”。同

时，我们分析碗碗腔唱词，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

主这一点上和秦腔唱词一致，但碗碗腔特有的五字句和“三不齐”(长短句)秦

腔则几乎没有。至于“单句送”，即七字句上、下句的唱段，结束时只唱一个

上句，曲调慢声而下，在现在的秦腔里更是不存在。碗碗腔是独立的陕西地方

剧种，这是现代戏剧研究界公认的，从大型工具书《辞海》到戏曲词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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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曲艺辞典》、《秦腔辞典》都将碗碗腔作为独立剧种列出，然而一些学者

研究秦腔源流却往往无视这一点。  

  二，把考察秦腔源流的视角主要集中在陕西境内  

  不管是持远源说还是近源说者，谈及秦腔源流时主要集中谈陕西境内地方

戏曲发展的情况，这样直接的后果是以陕西地方戏曲的历史演绎秦腔历史。同

时，由于研究者多主重从时间概念上纵向思考问题，对于剧种的融合关注不

够，特别是而对甘肃、山西地方戏对作为剧种的“秦腔”之影响缺乏足够的重

视，反而是外省一些学者多有研究和论述。如常静之的《论梆子腔》，武俊达

的《戏曲音乐论稿》从不同侧面谈到秦腔与“山陕梆子”等其它剧种的关系。

从这些论著来看，探究秦腔源流不但要关注时间概念，也要关注地域概念，应

该跨过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来探讨作为剧种的“秦腔”的源流。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转变，秦腔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

论研究发展迟滞，对于秦腔源流问题的讨论也逐渐由显而隐，甚至专业的学者

和普通群众逐渐习惯了秦腔源流的芜杂和纷争，习惯了对秦腔史的存疑待考

说，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前和今后，还将有人继续探究秦腔的源流问

题。如果不对作为地方戏剧种的“秦腔”概念科学界定，而一味纠缠在“泛秦

腔”上对“秦声”、“秦音”、“西秦腔二犯”等个别字词的研究和考证上，

可能的结果是对于廓清秦腔史非但无益，反而造成更多的误读。  

  由于对秦腔源流的研究有认识上的误区，各种泛“秦腔”的认识存在，因

此，在现实中就明显暴露出一些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有必要明确作为剧种的

“秦腔”的概念。  

  近几年的文化活动中，因秦腔概念的宽泛和不确定引出的一些事件足以促

使我们下决心界定“秦腔”的概念。由于作为剧种的“秦腔”概念模糊，陕西

省文化部门的领导甚至试图把非板腔体的陕西地方剧种“眉户”也纳入秦腔的

范畴：“在理论上对秦腔的概念界定还不十分准确，对秦腔振兴的标准缺少一

个科学的、一致的认识，也未能找好找准振兴秦腔的 佳切入点与突破口。譬

如，眉户算不算“秦腔”的 重要内容之一，在当前青年观众日益喜欢眉户这

种唱腔的氛围中，振兴秦腔的一个突破口要不要选在眉户戏上”，[12]这个提

法唐突地令人深思，因为青年人喜欢眉户，振兴秦腔就要把眉户纳入，那么如

果青年人更喜欢陕北名歌，是不是也可以纳入秦腔范畴。此外，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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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晚，“CCTV 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在综合素质考试环节中，播出了电影

《秋菊打官司》中的一个片断，而题目就是该影片的背景音乐是什么。这部电

影的音乐是由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作曲，配唱的是陕西省著名碗碗腔表演艺人李

世杰。主持人问歌手，这是什么戏曲，在我国的哪个省流行。选手答曰秦腔，

流行地区是陕西。在歌手答完后，评委徐沛东进行点评，他非常激动地“恭喜

“选手答对了。随后许多观众纷纷打进电话，质疑评委把碗碗腔误认为秦腔。

在监视组的干预下，一个小时后，电视台打出字幕更正。发生这个事件后，一

时间网络上顿现讨“徐”之风，可是，如果徐沛东评委把《秦腔史稿》翻出

来，不知道秦腔理论研究者如何面对，毕竟在一部《秦腔史稿》中谈及的“秦

腔”是包含了碗碗腔等许多陕西地方戏曲剧种。[13]  

                    “秦腔”概念重新界定的一些浅

见  

  今天要研究秦腔发展史，首先要明确作为剧种的“秦腔”不等同于陕西地

方戏曲，即秦腔不是老腔，秦腔也不是碗碗腔等戏曲剧种。研究者不应把“秦

腔源流”作为“陕西地方戏剧源流”来研究。既然秦腔不能代替其他陕西地方

戏曲剧种，既然作为独立剧种的“秦腔”囊括不了其他剧种，我们就有必要给

“秦腔”正名，在有利于开展研究的前提下重新界定“秦腔”。  

  要重新界定“秦腔”，首先明确作为剧种的“秦腔”和眉户、同州梆子、

老腔、弦板腔、阿宫腔、线腔、碗碗腔、汉调二簧等陕西地方戏曲是同一层次

的概念。如果承认作为独立剧种的“秦腔”和其它陕西地方剧种是同位概念，

那么一部秦腔史可以从近一、二百年起。建国初期，程砚秋先生奉当时政务院

指示，两度赴西安考察戏剧，在考察研究相关文字实物和采访西安知情的老辈

戏曲艺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陕西历史上，前后存在两个秦腔剧种：“1780 年

前的秦腔，和 1807 年后的秦腔，虽然都是叫秦腔，但是并非一种秦腔，也就

是说，有两种戏剧，前后都曾盛行于西北，于是都被称作秦腔，可是两者之

间，并不能因为名同便认为实也相同。”[14]根据这一论断，有论者得出结论

“后秦腔即现今流行西北地区的梆子秦腔；而前秦腔则被当地称作汉调二黄、

土二黄”。[15]  

  倘循着程先生的思路走下去，我们当今研究秦腔理论是否可从清朝末民初

的 19 世纪初开始呢。这个时候见之于记载的秦腔班社多起来，坊间刻印的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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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剧本也多有流布。如果能借用这些资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或许能在

廓清秦腔史的同时进而追溯陕西地方戏曲各剧种融合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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