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逢年关、插秧节和 7 月乡村汇演，至今
依然活跃在安康恒口月河川道一带的 “小场
子”， 是秦巴文化与荆楚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
群众文化典范，迄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

在陕西省东南部，居川、陕、鄂交接部，有
一座美丽的小城，它就是安康。安康：古代号称
“群夷之国”，商周时属庸国。公元前 312 年，秦
惠文王在金州设西城县，首置汉中郡，设在西
城。 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改安阳县为安康
县，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安康”之称
始于此。文化从来都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繁荣
的最好见证，恒口素有“安康白菜心”之称，北
宋《九域志》载“西城县有衡口镇”，兴于明、清，
自古以来就是陕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之重
镇。

特色与渊源

曾经，安康小场子是乡村夜晚最热闹的存
在。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沉浸在表演
带来的欢乐之中。 那时候，小场子是乡村文化
的核心，是人们情感交流的纽带。 演员们走村
串户，每到一处都能引起轰动。 孩子们在人群
中穿梭嬉戏，老人们则坐在一旁，脸上洋溢着
满足的笑容。 那是一种纯粹的快乐，一种来自
民间、扎根于土地的文化狂欢。

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不仅具有社会效益，
也具有经济效益。 小满刚过，恒口示范区百花
艺术团团长陈文诚，已经忙碌开来。

恒口是安康小场子的发源地，他是已故老
艺人李志莲的嫡传弟子。 如今，这个草根艺术
团深受群众喜爱，起初由几个人，发展到今天
已有 69 名演职人员，他说今年已经演出 30 多
场了， 今年的任务是把恒口境内 96 个村 （社
区）都要全覆盖。

说到“小场子”，他的眼里就闪光。 小场子
的传承演绎，离不开八岔戏。 八岔戏已被列入
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八岔戏是流传于安康恒口一带的一个地
方剧种，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郧阳调”自鄂西
传入，几经传唱嬗变，演绎成了具有板腔体雏
形的“阳八岔”（亦称大八岔）。 自此，八岔戏唱
腔形成了阳八岔（大八岔，板式衍生体）和阴八
岔（七岔或小调带有原始风貌的民歌体）两类。

小场子是当地民间文化的瑰宝，形成于清
乾隆中期，清嘉庆年间（1772-1810）已日趋成
熟，道光年间达到鼎盛。 主要分布在安康恒口
及周边乡镇、川道河谷地区，遍布毗邻的旬阳、
汉阴、石泉、紫阳、白河、宁陕 6 县，是一种最具
陕南地域特色的民间歌舞。

小场子与其他民间歌舞最大的差异是 ：
“方寸之地”的演出，老式方桌边长不过二尺八
寸，小者只有二尺四寸，双人“说、唱、蹦、跺、

颤、扭”堪称一绝！ 最大的亮点在于：经典动作
“三缠腰”“三见面”“三碰头”等，立体化展示，
堪称经典；方寸小舞台，勤劳故事融入、工具融
入歌舞， 一顶破帽圈 30 多种帽花转身即变独
此一家。

2007 年 5 月安康小场子被列入陕西省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以文化繁荣赋能乡村振兴， 人是关键因
素。安康小场子能在恒口百年流传、生生不息，
自然有着独特的地理和人文因素 。 据 《水
经注 》记载：越河川道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
佳饶水田……士人亦好礼敦诗书，故世家旧族
麇集鳞次，县学生员约得十八盖，彬彬然有诗
礼风……恒口建镇于北宋以前，兴盛于清乾嘉
时期。 古镇四面通衢，古时越河通航，人口密
集、商贸繁华。 清乾隆中期，两湖移民大量涌
入，带来了南方的优秀民间文化，促进了恒口
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也是安康小场子最兴
盛的时期。相对繁荣的经济和旺盛的文化需求
及南北文化的交融，为安康小场子的形成和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良好的条件。

小场子轻装简从，方便易行，这也是它在
陕南流传数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因素之一。

名家演绎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一些地
方传统非遗文化失去了生存的活力，曾经万人
空巷最具有陕南地域特色的民间小歌舞“小场
子”也不例外。

“皮影戏、小场子、安康道情，这些地方非
遗文化，发源地都在我们恒口。可惜的是，现在
演绎只剩下我们老同志了……”当说起这些地
方剧种的时候 ，陈文诚团长骄傲而又略显
担忧。

安康小场子在历史的发展传承中，涌现出
了许多知名班社和艺人，如杨承福“二棚子”班
社，曾长期活跃在汉滨、汉阴一带，其弟杨承勇
授徒李志莲、张广明。 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技
艺，将安康小场子的表演技巧和艺术风格传承
下来，并不断创新和发展。

安康小场子的诸多名家演绎，永远是安康
人民值得骄傲的名片 。 道具独特 、影响较
大的是恒口镇以李志莲、 张广明为代表的丑
角艺人。

1954 年，安康小场子艺人李志莲、张广明
搭档参加了安康地区民间艺术汇演， 获得了二
等奖，同年，张、李二人代表陕西省赴北京参加
全国民间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并被授予奖
章。同年底，中央民族学院特邀李志莲进京讲学
半年。

小场子已故传承人李志莲（1904-1987），恒
口人，农民。 自幼学艺“小场子”丑角（又称“阳

坡”），13 岁师承恒口杨家营著名艺人杨承福、杨
承勇， 后又学艺人陈国登的演出，20 岁唱红恒
口，30岁时与墨角演员张广明相识，此后二人舞
台生涯如影随行，共谱了一段曲艺佳话。

李志莲的表演诙谐风趣，说、唱、逗、捧，富
于喜剧人物风格；舞蹈动作浑实洒脱，表演憨
厚淳朴，耍草帽圈技艺自成一派，变换花样 34
种，宛若川剧变脸，被人们誉为“耍草帽圈的魔
术大师”，拿手节目有《下麻城》《卖扁食》《西楼
会》《上竺山》《卖翠花》。

张广明，是小场子八岔戏的“虞姬”，小桌
子大舞台、 载歌载舞一丑一旦的 “阴坡”（旦
角）， 也是地方戏地蹦子、 扫围场民间艺术的
“活化石”。 古今承传，兴衰更迭，1993 年在恒
口镇越南村大皂角树下， 他永远地谢幕了，享
年 83 岁。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传承发
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 安
康的群众喜欢小场子是源于骨子里的深情 ，
诙谐幽默滑稽逗笑风格就是陕南人的热情
个性 ，随处可见的八仙桌 ，道具扇子 、手帕 、
草帽都是农民随身携带 ， 农事劳动歇息空
闲 、红白喜事 、风俗庆典 、传统节日 ，随时随
地随处即可表演，小场子已经融入安康百姓
的生活。 “南腔北调、热闹喜庆”，不仅陕南人
听得懂，外地人也听得懂。

安康龙舟划起来，小场子演起来，花鼓戏
唱起来，采莲船摇起来，农民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乡亲们精气神持续提升，不断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

远处的锣鼓声响起来了， 陈文诚团长知
道，他的弟子们已经早早地去两河口做准备工
作了，群众早都去抢占位置，拿着蒲扇带着凳
子等着看他们的小场子表演。

未来可期

近年来，恒口示范区每年开展大型文化惠
民活动 10 余场， 政府购买演出累计 91 场次，
组织公益性演出 17 场次， 社团商业演出进基
层 53 场次，其中小场子演出累计 300 余场次。
社火、传统节庆等群众自发性文化活动步入常
态，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充实。

“我们这排练场地 、训练鼓乐器材 ，都是
政府免费提供的。 我们团队演员都是各村群
众， 这个月我们文化下乡演出就有 3 场 ，平
时产生的费用， 一部分是政府购买服务 ，一
部分是大家热爱奉献。 ”

“艺术团成立 22 年来，我们先后创编了汉
调二黄折子戏、安康小场子、安康八岔戏、安康
道情剧、民间社火舞彩狮、板凳龙、采莲船、跑
竹马、赶毛驴、抬花轿等节目 138 个，赴省市区
演出达 2000 余场次，帮助周边村、社区培养文

化人才、小场子传承人达 80 余人。 ”
说到这些的时候， 年逾七旬的陈文诚团长

激情慷慨，显得年轻了许多。 村民热爱这些传统
地方剧，大家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既活跃了乡
村文化，又能承接商业演出赚钱。 出彩的文化文
艺活动， 让村民的生活更加充实起来。 忙的时
候，大家收割庄稼、种菜不误农时，闲的时候大
家演出、唱戏。 夏日傍晚纳凉时，在两河口排练，
既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又锻炼了演员们胆量。
如今的百花艺术团小场子演出，已经远近闻名。

“最厉害的是， 我们还有一块中央宣传部
颁发的‘第六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
建设’的奖牌。 ”陈文诚骄傲地说。

文化源于生活，兴于基层，接地气。以农事
为主体的文艺活动，从来都没有走下历史的舞
台。

“小场子”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群众，离
不开农村广阔天地和剧种泥土气 。 时至今
日 ， 小场子在恒口发源地上依然是乡村艺术
的主角，每逢恒口“七月会”“插秧节”“春节文
艺汇演”等重要文旅活动，小场子都是压轴戏。

乡 村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 “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
土文化。 ”当下的时代，我们并不缺几处美景、
几道美食，而是需要实质性的文化内涵和情绪
价值。

如今，让陈文诚团长觉得担忧的是：年轻
一代对小场子的了解和兴趣逐渐减少，传承面
临着人才断层的危险。

近些年，随着电视、手机等媒体普及，人们
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小场子这种传统艺术
形式受到了冷落。 从挑战方面来看，现代文化
的冲击是小场子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网红打卡是当下流行时尚元素， 重塑品
牌，发挥传统文化活动优势，是打造秦巴文旅
融合的一大关键。 对现代人来说，钟爱一个节
日，大抵是因为它代表着某种久违的“老情怀”
的味道，呼唤着浓浓乡愁。特别是在新时代，各
地的文旅融合大爆发，各个领域的专业、专注，
也将传统文化越做越走心， 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交相辉映。

当下安康文旅发展异军突起、 各具特色。
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节日，小场子生命力才能
被唤醒。

“我们现在剧团也在改进， 剧本内容上也
在创新，前段时间《歌唱新农村》小场子演出，
就受到了好评。 如今有政府的支持，老百姓都
喜欢，我们演出更有劲儿。 ”

离开的时候， 陈文诚团长邀请我们：“走，
到两河口看小场子去！ 给我们好好宣传，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

远处，一张饭桌“方寸之地”演绎传承着乡
村文明的新气象 ，桌边围着一群小孩开心
地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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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诗 ：“ 一生很短 ，
短得来不及年轻，就已老去。 一天很短，短得
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握不住黄昏。 ”庄子的
《知北游》 中，“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驹之过
隙，忽然而已”。 所以就有古人，加倍珍惜人
间繁华而“秉烛夜游”。 人生不过百年，都应
该珍惜这在世仅有的 3 万多天里所有的发
生和经过。

我们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母腹中调皮的
一伸懒腰，便是母亲滚着汗珠揪心的痛。 兄弟
姊妹身上淌着共同的血液。 这人间的至亲，最
是珍惜。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还记得父亲捻着
手指，为孙子们装着红包的幸福。 母亲系着围
裙在厨房忙碌的满足。 一件衣服老大穿过老
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的纽带亲情。 父母去，
那最后落脚的吉祥处，就是我们心中的圣地。
春节送亮，清明祭扫，在纸钱熊熊燃烧的火红
中，我们双腿跪地，回忆那一幕幕永不再来的
记忆。我们在同一棵大树的枝条上，筑巢垒窝，
各自呢喃，珍惜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亲人的福
分。

职场是我们绽放绚丽的舞台，更是我们谋
取衣食的作坊。 共处的同事，是伙伴，是合作

者，也是朋友，共同的目标和志向，激励我们同
舟共济。 在利益面前，竞争难免，“在公平竞技
的基础上，我期望对手能赢”，是一种境界。 若
有冤隙，也是人间世故。 那么，有人向我扔泥
巴，我用泥巴种莲花，赏了莲花得了藕，转手赠
与那人家，更是一种格局。 长者慈祥若父母，
对年轻人当晚辈厚之，原谅他们的年少轻狂，
鞭策他们行稳致远，用我们脚步量过的桥教他
们走长长的路。

来日不见得方长，后会或许无期。 此生此
世，有些人，一甩长发，回眸含泪，凄然一笑，就

成了一生的遗憾。 有些人，匆匆一面，便天上
人间，永不再见。 所以，我们当珍惜生命中所
有的遇见，包括路旁对您摇曳的草，挤进您眼
里的花，在您身边鸣叫的小鸟。 像海子一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并给那些陌生人以祝
福。 爱我所爱吧，对想见的人，就别打电话或
发微信了，不如见一面吧，这人生的面啊，是
见一面少一面。

父母终将蹒跚隐去， 亲人们挑着生活重担
匆匆奔赴，而朋友，江湖夜雨，海阔鱼沉。最珍惜

的是与你一地鸡毛的枕边人，为你俯身系鞋带，
抚平衣服上那道皱。 问你粥可温？ 携素餐布衣，
互相搀扶，走进岁月深处乃至尽头。不论金婚银
婚铜婚锑婚，一纸婚书，相守一生，那人是你前
世的善缘和喜劫，终生唯一，能不珍惜？

旅居一座遥远的城市，而友人的牵挂近在
咫尺。 问我何时回来，要请我吃饭。 我说好，还
是那家烧烤店，孜然味儿要重些。 还有兄弟说
要给我邮寄酸菜浆水。 我谢呈着说，再好的这
方水，也酿不出我们老家那股味儿。 我感谢友
人们对我们友谊的珍惜。 不日归来，我要到祝
尔慷广场转一圈，错过了屠洪刚演唱时的万人
空巷的热闹。 几场饱雨，汉江旬河水又满了，
真好。 几家装修豪奢的酒店，开始在门外卖凉
粉、浆巴馍了。

好久没听到“额（我）是———”“你咋呢？ ”
“包（没）有了”那些旬阳家乡方言了，听说小区
一楼有个陕西老乡，兴冲冲地跑去攀谈，却是
江西老表。 又打听到有位平利乡党距此不远，
期望能聊起安康东关羊肉泡、平利女娲山、旬
阳太极城等话题。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
时已惘然”，就着一杯紫阳清茶，慢慢品味，那
些曾经的细小日常，竟然如此值得仔细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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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火热的 7 月， 作为
2025 年全省“廉洁文化三秦行”
巡演活动的重点剧目， 继在西
安音乐学院、 西安邮电大学成
功演出之后， 汉调二黄现代戏
《一位母亲的遗言》走进了山城
安康。 这部列入“陕西省重大文
化精品项目”、由旬阳市太极城
民间艺术有限公司精心创作排
演， 以革命先烈李兆众光辉事
迹为蓝本的汉调二黄大戏 ，不
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非遗艺术
展示， 更是一次荡涤心灵的廉
洁文化洗礼。

红色基因， 为廉洁文化注
入恒久生命。 红色革命历史，本
身就是一座廉洁文化建设的天
然富矿。 而旬阳作为革命老区，
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 《一位母亲的遗言》就是成
长于旬阳的青年编剧杨军以革
命历史事件 “旬阳惨案” 为背
景，以年仅 24 岁就光荣牺牲的
革命烈士李兆众投身革命、宣教民众、抗捐暴动、宁
死不屈的英勇一生为线索而精心编织的一出大戏。

李兆众舞台形象的塑造，从两条情节线索展开。
第一条线索是李兆众与反动县长施德广的斗争，通
过 “讨薪”“抗捐”“刑场” 几场重场对手戏的渲染刻
画，渐次深入，我们看到，在旧时代的白色恐怖与血
雨腥风中，一个关心群众疾苦，启迪人民心智，一生
清廉、无私无畏、英勇忠诚的共产党人形象傲然挺立
于天地之间。 第二条线索是李兆众与身边亲人的相
守相帮，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对幼子的殷殷期盼，对
贫困群众的鼓动与宣传， 对革命青年巧凤的引导与
扶持，对孤儿树根的关怀与照顾，这一系列戏剧场面
的相互映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一个
忠贞的爱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侠肝义胆、满腔
柔情的热血男儿。

在戏剧结构中塑造英雄人物， 在人物性格中彰
显红色精神，《一位母亲的遗言》 的戏剧构思让舞台
不死板，让宣教不生硬。 它通过人物命运的波折、人
物情感的张力，让崇高、廉洁的价值理念变得可感可
触，如春风化雨，在潜移默化中构建起了共产党人纯
洁高尚的精神堤坝，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为
我们当下的廉洁文化建设注入源自初心的永恒生命
力。

非遗剧种，为廉洁教育赋予独特魅力。汉调二黄
属皮黄腔系剧种，以二黄、西皮为主要声腔，在安康
已有近 300 年文化传承。 这一根植于秦巴汉水沃土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深沉厚重的艺术特质
与廉洁文化的精神内核天然契合。

在《一位母亲的遗言》中，汉调二黄的唱腔设计，
照应着不同戏剧人物、 不同角色行当、 不同人物情
绪。 李兆众与妻子惜别一段 “你腹中尚怀着我俩儿
女”唱得人肝肠寸断，而“刑场”一场则唱出了荡气回
肠的慷慨激昂。闹花灯一场中旬阳民歌《姐儿门前一
树槐》与花鼓词，既贴合剧情与人物，又从另一个侧
面展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旬阳民歌与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安康花鼓子的艺术魅力。马刀舞、撒传
单、淘金、耕田等一系列舞蹈，以及正月十五闹花灯
的社火，既是对舞台色彩的丰富，也是对现代戏戏曲
程式化不足的一种弥补。

在剧中，英雄的慷慨悲歌，酣畅淋漓地抒发了革
命者 “铁肩担道义” 的浩然正气与无私无畏的坦荡胸
襟。而巧妙运用的传统板式，则沉稳苍劲地刻画出了革
命者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以及对敌斗争的大义凛然。

非遗剧种与廉洁文化建设的结合， 是传统智慧
与现代价值的双向奔赴。一方面，汉调二黄作为地方
文化瑰宝，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为
廉洁文化教育开辟了群众喜闻乐见、 易于传播的新
路径，让严肃主题“飞入寻常百姓家”。 另一方面，廉
洁主题的注入， 赋予了汉调二黄这一古老剧种崭新
的时代内涵与蓬勃生机，达成了非遗文化在当代“活
起来、传下去”的生动实践，实现了“古韵”与“清风”
的优势互补与相得益彰。

时代演绎，让清风正气滋润三秦大地。非遗艺术
的程式之美与感染力， 让廉洁故事拥有了直抵人心
的艺术魂魄。

在全省“廉洁文化三秦行”西安音乐学院、西安
邮电大学的巡演中，《一位母亲的遗言》 得到了当代
大学生群体的肯定和好评， 作为一部传统剧种现代
戏，这一点殊为不易。

我想，这应该得益于两点。 一是这部戏立足于时
代语境的创新表达。 它并未停留于对革命历史事件的
简单复述，而是深入开掘其中蕴含的、对当下具有强
烈镜鉴意义的革命精神与红色传承。 在精心设计的戏
剧冲突中，我们看到剧中主人公在极端困境之中面对
亲情羁绊与革命原则的艰难而崇高的抉择，看到革命
者在巨大诱惑面前对功名利禄的清醒定力与高洁品
格。 而这种以廉洁为立身之本、成事之基的精神追求，
正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落伍的永恒价值。 因此，在观剧
过程中，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艺术的震撼，更是对清
廉、无私、献身精神的深切认同与价值肯定。

《一位母亲的遗言》的演员队伍，是一支非常年
轻的演员团队， 他们从人物出发的真诚贴切的舞台
表演， 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戏曲创新发展新的力量与
新的希望。从曾在多地多场次巡演、广受观众好评的
大型普法民歌剧《“村官”巧断家务事》，到 2023 年出
品的陕南民歌剧《红军老祖的故事》，再到今日参加
2025 年全省“廉洁文化三秦行”巡演的汉调二黄现
代戏《一位母亲的遗言》，旬阳市太极城民间艺术有
限公司的这一批年轻人，多年来扎根于地方、为舞台
艺术事业传承发展的不懈努力， 似乎成为大学生们
共情与肯定的又一个原因。

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精品传递清廉、洗心养正、培
根铸魂的良好作用，着力打造更具影响力、传播力的
“廉动三秦”廉洁文化建设品牌，是 2025 年全省“廉
洁文化三秦行”巡演活动的主旨与期待。

汉调二黄现代戏《一位母亲的遗言》的巡演正在
进行中，我们相信，这部深入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生
动教材与舞台范例， 这部承载着革命精神与廉洁风
骨的诚意之作，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告慰，更是
我们面向未来、砥砺前行的精神号角。让我们共同期
待，那穿越历史烟云的浩然正气，化为滋养当下、引
领风尚的源头活水， 汇聚成建设清正廉洁新时代的
磅礴力量。

汉
调
铿
锵
扬
正
气

刘
汉
滨

最是珍惜遇见
夏崇庆

“安 康 小 场 子 ” 闹 红 乡 村 大 舞 台
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