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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陇剧的陇右文化内蕴 
朱忠元 闫新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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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陇剧是甘肃土生土长的戏剧样式，近年来陇剧众多原创剧目以表现陇

右文化内蕴为创作方向，形成特色，其中多剧作都包含着深刻的陇右文化内

蕴，走出了一条地方戏剧形式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正路”，其经验值得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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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60 余种地方戏曲剧种，既受地域文化的决定和制约，又是地方文化

的体现与反映。地方戏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一脉相承。所谓“五里不同

风，十里不同俗”，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艺”，说的都是

地域文化的意蕴所在。地方戏从语音、语势、语调、语汇，到生活习性、人物

性格，无一不各自带有强烈而又突出的地域性特征。中国地方戏充分显示出其

地域文化的深刻内蕴。例如，川剧，显示出巴蜀文化的地域内蕴和特色；晋剧

和秦腔，显示出山陕文化的地域内蕴和特点；粤剧、雷剧、临剧，显示出岭南

文化的地域内蕴；汉剧、楚剧，显示出荆楚文化的地域内蕴；豫剧、宛梆、河

南曲剧、怀梆，显示出中州文化的地域内蕴；河北梆子、唐剧、老调梆子，显

示出燕赵文化的地域内蕴；吕剧、梆子戏、弦子戏、山东梆子、五音戏，显示

出齐鲁文化的地域内蕴；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每一种地方戏，既是

该地区地域文化孕育而成的骄子，同时又是该地区地域文化的结晶和象征，也

是当地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同理，陇剧是土生土长的甘肃地方戏，体现

着陇右文化的内蕴，传承着陇右文化的基因，分析陇剧产生以来代表性的作

品，无不体现着这种关系。 

自 1960 年陇剧诞生以来，陇剧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的过

程。通过 40 多年的反复实践，艺术上趋于成熟，已能够胜任表现各种较为复杂

的题材、形式的剧目内容。纵观陇剧的剧目，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紧

密结合地域特点，紧跟时代发展，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时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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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陇剧的剧目创作始终坚持改编、移植、创作三并举，而且在改编、

移植、创作中，剧作家们往往注重创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尤其唱腔

上加入了许多新元素。这种求新的精神，使陇剧剧目成为众多剧作中的“这一

个”，40 年来，陇剧积累了 100 多个剧目，其中现代戏就有 60 多个，其中

《天下第一鼓》《陇东娃》《敦煌魂》《黄花情》《官鹅情歌》等引起较大的

反响，而在地方戏曲形式与陇右地域文化的结合上，尤以《天下第一鼓》《陇

东娃》《敦煌魂》《官鹅情歌》以及《周祖公刘》等 为鲜明。 

一、陇右农村新旧观念的矛盾冲突 

陇剧《老孟家的婚事》以陇东传统的重男轻女习俗，和养儿才能传宗接

代、养老送终的旧观念为切入点，表达了农村要发展首先观念得改变的主题。

剧中的故事并不复杂，情节也不离奇：无儿的孟来厚夫妇一心要养儿防老，打

算过继胞弟来财的儿子，来财也同意，这两厢情愿的事，本似乎没什么矛盾和

冲突。但来财心怀叵测，过继儿子是名，独占其兄家产是实，加之来厚妻一气

之下身亡，过继儿子的事遭到来厚独生女月月的强烈反对。戏剧的矛盾冲突便

由此生发、展开、激化。职中毕业的月月，多次外出参观学习林果生产经营经

验，思想解放，见多识广，接受了新思想的她与旧的传统观念和意识格格不

入。她与青年刘强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相互了解，心心相 印，产生了纯真的

爱情。月月在揭露叔父不良动机的同时，说服了父亲，改变了父亲的旧观念。

父亲也认清了来财“两次三番生诡计，到底打的啥主意”，心悦诚服地道出，

刘强“这样的好青年我何不招婿上门。”月月对爱情的执着，对旧观念的反

抗，受到“老八路”孟四爷的有力支持，使孟来厚 终把自己的晚年寄托在亲

生女儿和未来女婿的身上。这一组组矛盾冲突的化解，与其说表现的是在当今

社会中女儿和儿子一样可以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观念，揭示的是一场与旧意

识、旧观念的决裂，毋宁说这是新一代女性为自身价值所进行的合理抗争。该

剧以陇东农村经济发展为背景，使月月这一代新型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大

显身手，尽展才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办起了果品开发公司，为改变

家乡面貌，率领乡亲脱贫致富。作为女性的孟月月，其人生价值正是在这良好

的机遇中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升华，完全可以说，《老》剧是一曲女性价值的

赞歌。该剧结构严谨，故事完整，全剧四场，开场过继，喜中生悲，即使矛盾

激化，揭示于观众；二场重点突出两个青年人的恋爱情结，为招婿与下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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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父，矛盾转化，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末场婚事新办，皆大欢喜，情节紧

凑，环环人扣，极少拖泥带水，能拉住观众，有较强的观赏性。 

无论是《老孟家的婚事》，还是《天下第一鼓》《陇东娃》《官鹅情

歌》，都取材于陇右地域，表现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民悲喜爱恨之感情，新

旧观念的冲突，人性美与人情美等风俗民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性，体现出深厚

的地域文化蕴含。陇剧《天下第一鼓》以兰州农民太平鼓队赴京为亚运会献艺

演出这一事件为中心，从侧面展现了西部农民在亚运精神的鼓舞下，以博大的

胸怀，合奏出团结、友谊、奋进的时代之歌。全剧以团结、友谊、奋进为基

调，将人物紧紧地凝聚在亚运精神下，以“太乃天也，平乃地也，太平鼓来天

地之鼓，要打太平鼓，就要有天地般大的胸怀”为主导思想，安排情节。《天

下第一鼓》中的杨大顺、常万发是全剧的两个主要人物。由于思想、性格上的

差异，及来自于老一辈的恩怨，使两位鼓王之间产生一系列矛盾冲突。从人物

性格上来说，他们有一定的共性，体现出 90 年代农民的风采，都有为国争光

的豪情，也有为太平鼓艺术争强好胜、奉献自我的勇气。但他们的个性却有所

不同。杨大顺正直、坦荡、坚定、淳朴，具有西部汉子豪放的性格。虽然他思

想上也有波动，但他能说服自己以大局为重，正确对待村仇家恨、太平鼓队之

间的矛盾，及“孝子三年不动乐”的旧俗，体现出当代农民的新风采。常万发

粗犷、慓悍、直爽、狂傲，同时思想又比较狭隘，太平鼓队闹社火争胜负，他

处处刁难、羞辱杨大顺。二人的冲突成为全剧的主线，其他人物围绕这一主

线，展示各自不同的性格、行为，把一个个事件连贯起来，使全剧浑然一体。

《天下第一鼓》是一部弘扬民族文化，是展现时代风采表现当代农民新意识的

生活剧，多场次，多色彩，粗犷慓悍，节奏性和舞蹈性也很强，充满阳刚之

美。更具特色的是，《天》剧在表演上具有悠久的民间文化色彩和浓郁的地域

特色，将兰州的民间太平鼓搬上舞台，使民间广场艺术和戏曲舞台得到较好的

结合，使雄浑孔武的太平鼓舞和婉转优美的陇剧唱腔交相辉映，形成巨大的审

美张力，该剧以其浓郁的地方风情，鲜明的时代风采，淳朴的民族风韵和独特

的艺术风格，荣获全国戏剧 高奖——第三届文华新剧目奖(编剧：崔栋梁)和

文华导演奖(导演：郭东来、李竹君)，在陇剧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鼓》之所以有味儿，还在于作家用七彩笔为我们描绘出西北高原的风

情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们。”“在‘鼓缘情缘’等场戏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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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剧种的魅力。为安排两位鼓王相见，银子和水妹费尽心机，当她们打开

花伞在常万发面前歌舞时，那特有的陇东秧歌步、地游子圆场，侧身摇晃等不

仅具有一种阴柔之美，而且地域特有的风情色彩一下子就表现出来。银子开口

唱第一句‘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带着陇剧味儿的流行歌曲，具有很强的时代

感，当转入陇剧演唱时，这个转换是那样的自然顺畅。当‘一唱众帮’的‘嘛

簧’出现，舞台气氛越发显得活泼起来。我们还要提及的是戏剧场景转动中间

导演穿插了皮影造型的剪影。这一切陇剧艺术手段的调动，使戏剧在总体上达

到了动与静的统一，刚与柔的对比。风格的统一与色彩、手段的丰富多样，增

强了戏剧的审美价值。”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的因子在地域艺术的

形式中获得的价值和审美力量；在这里，太平鼓和陇剧这两个地域文化的因子

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均被焕发出新的力量。戏曲诀谚有云:“戏无情不动人，

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该戏既有情理，更有太平鼓的舞技表演和创

新(技)，地域色彩更加浓郁。“在这出表现当代生活的陇剧现代戏中,传统的

陇剧表演程式,如‘侧身摇晃’、‘侧身掩泣’、‘秧歌步’、‘地游园场’

等身段动作,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运用。而且还更进一步吸收了甘肃民间的社火

形式——太平鼓,把太平鼓的各种打法,融会到陇剧的表演语汇之中,极大地丰

富和增强了陇剧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力。而现在融会着陇剧表演程式的太平

鼓,将要成为陇剧的传统节目,成为陇剧的一大特色。”② 

 二、陇右人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从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而言，陇右地区都是典型的环境脆弱地带和敏感

地区。长期以来，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压力，交相作用于生于斯长于斯

的陇右人，从而在文化生活与群体观念中形成一种质朴实用的文化特点。”③

陇东为陇右重要的地域，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远祖周祖公刘

在这一带活动，开创了中国 早的农耕文化。陇右文化浸润陇原儿女，陇右文

化长期的积淀和内化就形成陇原大地上陇人特有的文化性格。陇右特殊的自然

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含孕化育，形成具有包容性、创造性、延续性的陇右文化。

“创造了陇右文化，又深受陇右文化熏陶的陇右人，其性格特征集中体现了陇

右文化的优长与惰性。陇右人刚强、劲悍、纯朴、诚实、但同时又安贫乐道，

易于满足。”④又由于地处黄土高原，靠天吃饭，在漫长的人类活动中积聚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代代相传，薪火不绝，淳朴的民风和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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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构成这一带人民的灵魂底色。而《陇东娃》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戏剧化体

现。 

《陇东娃》取材于庆阳师范学生李勇克服困难、背父求学的感人事迹。剧

本不拘泥于生活原型所提供的素材，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下，进行

了必要的合理的虚构和扩展，将主人公黎明的生活空间和周围人物从家庭、学

校伸展到社会，从而使人物个性特征更集中，更可信，更典型，更具普遍性。

全剧五场，各场之间虽有一定的连贯性，但从整体结构来讲，不是按照人物行

动逻辑组织的“情节结构”，而是根据内容需要重在表现行动中情感的“感情

结构”，陇剧质朴高亢的音乐为这种感情的抒发增添了力度。比如该剧的序曲

通过一曲唢呐把观众引入莽莽的董志塬，展现出陇东地域的人情地貌，音乐在

这里很好的塑造了主人公“山里生来山里长大”环境形象。全剧以“情”为主

的表演风格确定了其音乐唱腔的抒情性。这些唱调在向母体道情回归的同时，

萌生出新的音乐语汇，源自母体又异于母体，生者少，熟者多，生熟相熔，化

作一炉，唱者流顺，听者悦耳，地域特色鲜明。而像主题歌《可爱的陇东

娃》，似乎就是一首别开生面的“陇歌”。将信天游曲调揉进陇剧音乐，新颖

而不离谱，纯朴而不陈俗，犹如山风中散发着清气，旷远又觉近在咫尺。该剧

将主人公设置在一个真实的艰苦处境中来展现其内心世界。一个 16 岁的山村

少年，既要承受赡养病瘫父亲，寻找生活来源，努力完成学业的沉重负担，又

要忍受世俗偏见，自卑心理带来的精神压力。他没有退却，没有悲观，而是以

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去应对面前的困境。《陇东娃》一剧不仅重笔浓彩地

赞扬了陇原大地上少年黎明敢于同困难抗争、顽强不屈的精神，热爱生活、孝

敬父辈的品质，塑造了新时代一个大有希望的青年学生形象，而且对我们这个

社会群体助人为乐、帮贫济困的优良风尚给予了热忱的讴歌。自强不息的精神

底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其鼓舞人心的力量就获得了底蕴。该剧将时代典型和

地域性戏剧形式相结合，迅速而艺术化地表现时代人物和时代精神，收到了很

好的宣传效果。 

三、陇右民族和谐追求的颂歌 

历史上的陇右曾是多民族交替杂居和聚居之地，因此也是民族文化交流与

民族融合的大舞台。先秦时期西戎、氏、羌、周人，西周春秋时期的秦人，汉

魏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羌、氐、匈奴、羯，唐宋时期的吐蕃、党项，元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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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都曾一度或长期活动于陇右地区，特别是先

秦、魏晋时期的西戎、氏、羌等民族，历史上关于民族斗争和融合的故事就有

很多。近年来，甘肃戏剧界挖掘这类资源，用多种戏剧形式将这类故事搬上舞

台。比如秦剧《西域情》、陇剧《官鹅情歌》等戏均不约而同将表现主体对准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将表现的主题定位于民族团结与民族和谐。陇剧《官鹅情

歌》就是值得注意的这类题材的代表。 

官鹅沟是甘肃人的骄傲，被誉为人间仙境。那里青山绿水秀丽如画，大小

瀑布如珠如玉镶嵌在山峦之中，这仙境一般的地方曾是古氐羌两族的居住地，

但当代人对氐、羌这两个神秘古老的民族的认识，仅依靠唐诗宋词及其他古籍

之中那些弥足珍贵的记载，所以氐羌族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而《官鹅

情歌》，则以这片神奇迷人、长久以来深藏于大自然怀抱中的美丽山水为背

景，讲述了一段古代氐、羌两族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氐羌古时候，鹿仁寨氐

族与金羊寨羌族为争夺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而经常发生械斗，两个部落付出过惨

重的代价。这一次，氐族首领之子官珠为了复仇，潜入羌族金羊寨，却被首领

之女鹅鳗的真情深深打动，双方都抛弃了复仇，选择了爱情。然而就在中秋佳

节的迎亲盛会上，这一对氐羌两族恋人却在亲人的利箭下惨烈地殒灭了。也正

因为如此美好的恋人倒在血泊之中，才终究化解了两寨之间的世代仇恨，这正

应了悲剧的意义——肉体虽然倒下但精神依然前进。为了永久纪念官珠与鹅

鳗，两族人民就把他们 美丽的地方命名为官鹅沟。 

这是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戏剧，表现出浓郁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蕴与地域特

征。《官鹅情歌》所讲述的，是许多人原本并不熟悉的故事；它所传达的，是

许多人原本并不熟悉的文化情怀，但是它的演出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因为

它传达出了全人类共有的、亘古永恒的主题：任何仇视和杀掠都阻挡不住爱情

圣洁的光芒，阻挡不住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和平的不懈追求。正如第五场中鹅鳗

劝说铁布大哥所言：“仇恨的河水流不断，流到哪里才算完，羌人的胸襟宽无

限，跑得马来行得船。你争我斗生祸患，氐羌和睦有平安”。所以剧作以两个

部族的两个青年追求爱情而殒灭的悲剧题材，表达的是深层的文化蕴含，“表

面看，两个部族的两个真爱的青年殒灭了，惨烈得使人有点透不过气来；但正

是他们生命的终止才给更多的人们带来对人 具生命意识的关怀，真正体现了

人类对人生价值和人生真谛的终极关怀。和睦和谐，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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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当代的戏剧人应该追索和守望的本质意义上的创新。”⑤“从这个意义

上讲，《官鹅情歌》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层定位，属于构建在甘肃本土文化之

上的整个中华民族心理框架。”⑥我们在这里纯乎看到了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只是唤起了两个家族的觉醒的话，鹅鳗与铁

布的悲剧则换来了弥足珍贵的民族包容与和解。仅此而言，该剧的立意就不同

凡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官鹅情歌》以传说中的氐、羌两族青年官珠与鹅

嫚凄婉感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为载体，把鲜明地域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尽善尽美地展现在艺术的大舞台上，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震撼，不仅

起到了戏剧艺术传递民族精神、文化精神、人文精神和匡正世道人心的作用，

而且也将陇南名胜官鹅沟一带的风土人情、优美景色展示给了观众。”⑦
  

四、陇上地域历史的艺术表现 

2006 年，庆阳市西峰秦剧团演出的《周祖公刘》，是以庆阳历史名人公刘

为题材，以我省特有的地方剧种——陇剧为基调创作的。该剧通过周先祖公刘

一家人悲欢离合的生动故事，反映的是周人先祖公刘在古豳地庆阳教民稼穑、

训练耕牛、垦荒囤粮、广施仁政、亲善睦邻、建国立业的故事，展现了农耕文

化起源过程历史场景。全剧地方特色浓郁，题材历史久远真实，背景深厚凝

重，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旋律优美，场面宏大，将远古豳地(今

庆阳)人民的生产生活场面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歌颂了艰苦创业的奋斗

精神和开创精神。该剧在《公刘耕春》一剧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成，编创人员

在编创过程中，加入了庆阳陇东歌舞和现代音乐等众多元素，在舞台灯光、布

景、服装、道具上多有创新，在强调民族特色，营造历史氛围方面颇具匠心。

大量歌舞的融入，尤其是庆阳陇东歌舞的融入，展示的地域文化和地域艺术的

风采，更强化了这一题材的特殊性。 

3500 年前，周祖公刘立国于豳，辟洪拓荒，教民稼穑，据《诗经·大雅》

载，周祖公刘在今陇东一带“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的

先河，庆阳因此也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周祖农耕文化之乡”。《史记》

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使“行者有

资，居者有积蓄，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从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古

诗人歌乐其德。”这是一个承载拓荒精神的题材，也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题

材，这一地域性的题材与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陇剧相结合，是颇具特色并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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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彰的。该剧剧情从训牛开始，叙写公刘扶贫救灾、抗洪，并且失掉子女克

服重重困难发展农耕， 终使“周道之兴自此始”的奋斗历程。由于他的高尚

道德品质，正确的治国策略，以农为本、以民为本的指导思想，使幽地社会经

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豳国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出戏的出现和当时重

视“三农”的思想是合拍的，因此古老题材的历史剧在表现拓荒精神的同时也

获得了现代思想的价值的灵魂，成为诠释时代精神的载体。公刘的功绩，使得

“古诗人歌乐其德”，而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后裔，更应该歌颂先祖的功

德而鼓舞后代来者。由此，我们获得启示，陇原大地曾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伏羲等人文始祖产生于斯，历史上也有许多带有陇字的诗歌，比如陇西行、陇

上歌、陇头歌等，甚至人们旅行都是“笀鞋踏破陇头云”，可见陇上是一个具

有很深人文底蕴的地方，历史上有许多人曾经从陇上走过，应该有更多的故事

可供挖掘，只要我们坚持地域题材与地域形式相结合的原则，就会有所创获。

在这方面，《周祖公刘》应该具有示范作用。 

从以上几出代表性的陇剧来看，陇剧的创作正是在既传承又创新的道路

上，既展现陇人安贫乐道、易于满足的性格，又展现刚强、纯朴、诚实的陇人

生活、思想观念的变化；既思考陇右文化的优长与惰性，又表现他们在“大

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面前果敢的牺牲精神。可见陇剧创作正在试图通

过对甘肃本土特色的题材反映陇人的历史面貌、现实面貌，图解陇人精神和性

格，这一进路其实是一切边缘文化走向中心的一般进路，而陇剧的音乐唱腔和

表演风格独具的风范也将为这一文化进路增加特色。如何将二者很好地加以融

合，使陇剧这一形式更好地为地方特色的文化服务，陇剧已有的创作确实为我

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是成功的范例。 

 

陇东地区以其特有的文化氛围滋育了陇东道情，陇东道情以其独有的艺术

韵味回报了陇东人民，使得道情成为陇东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在道情基础上

吸收熔炼多种艺术而形成独特风格的陇剧，其基因还是具有浓郁的道情特色，

和道情以其独有的艺术韵味回报了陇东人民一样，陇剧也应该以独特的艺术情

韵回报陇原人民。由于过去陇东道情常演的剧目，大多与流行于甘陕之地的

“西府”秦腔大体相同，所以陇剧必须通过新剧目的创编和形成代表新剧目来

形成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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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陇剧自成为剧种之后进行的创作，除了移植搬演其他剧种的剧

目之外，更重视对现实生活的挖掘，这也许与作为新剧种的陇剧没有沉重的背

负有关。但作为在传统基础上革新融合创新而成的剧种，不能割断地域这一供

其生长的脐带——保持地域特色，展示地域文化，弘扬地域人物。陇剧产生以

来创作的实践证明，只有和产生它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才能获得活力。《刘巧

儿新传》、《天下第一鼓》、《陇东娃》等剧目创作及演出的成功，为戏曲尤

其是具有甘肃地缘优势和乡土情怀的陇剧与陇原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结合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甘肃本土题材与本土戏剧形式（体

裁）的结合是 值得重视的经验。而甘肃近三十年来戏剧的主要成就确实可以

归结为本土题材与本土形式的良好结合，比如基于敦煌乐舞基础上的几出舞

剧，又比如具有河州特色的花儿剧，都已经成为甘肃的文化品牌，这也许应该

成为甘肃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出路。然而，敦煌乐舞的表现形式只能囿于敦煌

题材或相关题材，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音乐的限制，舞蹈的限制，其次是题

材的限制），这种敦煌乐舞不可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更不能成为容纳一切的

形式，而陇剧创作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既可以移植历史题材和其他剧种的剧

目，而且可以表现现代都市题材，也可以成为及时反映新生事物、英雄人物和

时代新人（《刘巧儿新传》，《陇东娃》就是反映时代新人的作品，很有时效

性）的有效形式。所以在我们看来，陇剧也应该成为甘肃文化的品牌，成为弘

扬陇人奋斗精神的重要载体，应该成为展示甘肃地域文化风情、地域民族性格

的艺术窗口。戏剧评论家马少波先生说：“甘肃省陇剧团有历史剧又有现代

戏，说明这个剧种成熟了，表现力丰富了，反映了现实和时代脉搏，搞精神文

明建设，陇剧的路子很正。” 戏剧评论家严森林也认为，出人出戏走正路依然

是陇剧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对地域特色的强化、对地域题材的挖掘、对地域元

素的运用，均可成为陇剧艺术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立足本省”文化战

略的重要体现，“从长远来讲，西部既要与现代社会进展相适应，又要保持特

有的民族文化个性，才能真正向前发展。”⑧
 

“陇剧姓陇”，陇剧不仅要在形式上姓陇，更要在题材上姓陇，陇剧是甘

肃的特色，需要继续发现特色、挖掘特色、展示特色、保护特色、发展特色，

在“正路”上继续前行， 终将其发展为甘肃的文化名片，成为抒发陇原儿女

情怀的重要艺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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