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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小曲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民间文化，诞生于甘肃省通

渭县，吸收和借鉴了碗碗腔、山歌等文化特色，同当地的方

言小区和民歌小调共同组成了当地特色的艺术形式。通渭小

曲已经被归属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其蕴含着甘肃地区鲜

明的民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加强对其研究有助于促进民族文

化的传承和弘扬。文章就通渭小曲历史起源、艺术形式和特

点展开分析，以期挖掘和展现通渭小曲的艺术特色，为后续

研究提供参考。

通渭小曲自从在甘肃省通渭县诞生以来，凭借着优美动

听的曲调、丰富的曲目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受到了人们的

高度赞扬和喜爱。通渭小曲是甘肃省的一种代表性民间戏曲，

在邻近地区受欢迎度较高，涌现出很多的演出团队，在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

一、通渭小曲的称谓及历史渊源

小曲是流行陇中地域的民间曲艺“联套体”形式，有别

于秦腔大戏独特的“板腔体”结构，通渭俗称“小曲”、“小

唱”。通渭小曲最初诞生于明代，随后在清代盛行，在新中

国成立后得到了有效传承和发展。20 世纪，锦屏、马营、黑燕、

华岭方园把小曲称眉户子，其他乡镇称小曲。

就通渭小曲的发展历史来看，目前尚无史料记载其来源、

传入时间。结合民间相传，通渭锦屏（现属马营镇）尖岗山

村党家湾，众称“通渭小曲第一人”的“黑鼠爷”（姓何

1864—1944），在陕西拜师学眉户，回乡后，常在马营邵家滩、

营滩、龙头掌、何家庄、银湾等地“教窝子”，把所学曲牌

教给眉户爱好者。解放以来，锦屏、马营一带把小曲称眉户

子。结合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民国年间马营有诸多主要以

演唱眉户小曲的班社，很多知名的秦腔艺人王明花、王虎臣、

王子俊等人，同样会唱眉户，在当时的时代下名家辈出。通

渭小曲和民间小调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眉户音乐》载：“眉

户是把民间流行的各种民歌、小调集合而成的”。小曲曲牌

的成因大约有如下方面：

1、长期传承下来的原生态传统曲调。如背宫、越调、五

更鸟、莲花调、琵琶调等。完全保留了传统的套曲格式、唱

词结构、曲牌名称、唱腔风格、演唱剧本等，形成了小曲主

体的唱腔曲牌。

2、吸收当地民间歌曲小调而成的曲调。当地丰富的民间

秧歌小调，给小曲提供了养料，有些原汁原味地把民歌直接

融于小曲曲调里。如《下四川》中的“放风筝”“五更子”“打

牙牌”“船曲”；《月明楼》中的“石榴子”“绣荷包”等。

小曲和民歌在民间“同根同长同相伴”的渊源关系，是小曲

形成的重要方面。

二、流行地域和演唱形式

小曲主要是在通渭县当地流行，受欢迎度较高，大致有

平襄、华岭、马营、陇川以及陇阳等地区。“庄庄兴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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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唱小曲，季季乐小曲”蔚然成风。其中当属马营的水岔、

长川、毛湾等村社，成为小曲久久相传的主要地区，在长时

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赋予了通渭小曲鲜

明的地域特色。

通渭小曲的演唱形式有清唱和表演唱二种。地摊清唱因

不化装、不表演、不拘形式，最适合乡村自娱自乐。常活动

于农闲季节，居室庭院、山场庙会、婚寿喜宴、节日庆典。

到了春节，是小曲演唱最频繁的时候，在地摊清唱声中、配

以民间的“扇子舞”，“腊花舞”，经化装载舞的生、旦、

丑戏曲表演（马营称“明折子”）。

另一种表演形式舞台彩装表演完整小戏。如“闹书馆”“看

女”“小姑贤”“张三开店”“兄妹观灯”等。成为曲艺和

戏曲、套曲体和板腔体完美结合的结构形式，具有“唱、做、

念、舞”的戏曲程式和艺术效果，虽在民间不太流行、普及，

却很受群众的欢迎。

三、通渭小曲的演唱剧本

通渭小曲的演唱剧本多达一百余本（折），有曲艺清唱

本和戏曲演唱本，清唱本最多。内容和秦腔剧本基本相同，

如《李彦贵卖水》《打路》《祭桩》取材于《火焰驹》本戏。

《曲江打子》《刺目劝学》取材于眉户传统剧《李亚仙》。

有些是单独的传统小折戏，如《访朋友》《天仙配》等。此

类成为小曲戏唱本中曲目最丰富、数量最多、演唱最广泛的

单独小折戏。唱词具有诗词的典雅韵味和说唱口语化的通俗。

小曲的唱词结构不同于秦腔的“七字句”“十字句”的语句

格式，属长短句组成的杂言体结构。以曲填词，以词唱曲、

词曲入韵格式决定了唱词的句式结构。

四、通渭小曲的唱词结构

相较于其他戏曲而言，通渭小曲的唱词结构十分规整，

较为独特，主要是长短句为主，形成了独特的杂言体结构。

词、曲的结合格式严谨，不同唱腔曲牌的句数、每句的字数

形成了相较于固定的格式，具体包括五言、十言、七言、九

言以及四言几种，而句子有四句、三句、两句和九言、五言

等混合字句构成，结构特点十分独特。纵观通渭小曲的唱腔

曲牌来看，唱词由七言四句构成的曲牌较为多样，具体包含

了莲花调、琵琶调、太哭调等。由七言二句构成的唱腔曲牌，

其中涵盖了西京、岗调、凄凉调等。

五、套曲格式与结构

首先，由于通渭小曲的结构属于联套体，不同曲目剧情、

唱腔内容不尽相同，依据具体变化需求将不同首曲调遵循对

应的规律整合在一起，进而构成完整的唱腔。这种联套方式，

要保证各个曲调之间流畅、自然衔接。如，《兄妹观灯》作品，

越调→岗调→剪边→五更→大东调→小东调→东调→船曲→

打牙牌→五更（读音京）子→六月花→岗调→观灯调→紧诉

→越尾。

其次，越调式所有小戏的开头，然后接其他调，其中当

属背宫最为常见，最后结束调采用越尾。就此种构成来看，

呈现出开腔“先缓后紧”的规律特点。在每出戏中，均应用

了曲调和特殊性专用曲调，但是其他小戏中现有涉及。就常

用曲调来看，包括背宫、越调、银钮丝、五更、岗调莲花调、

紧诉、西京等，广泛应用在小戏里。

六、演奏乐器

1、三弦。三弦是我国民间乐器中的一种，在诸多戏曲中

均有所应用，在通渭小曲中，三弦是主要的演奏乐器，随腔

使用三弦伴奏。为了在通渭小曲演奏中应用便捷，传统的“越”

弦定调（151）基础上，将三弦的老弦适当升高一个音，即成

为（251），此种定调在通渭小曲中应用较为广泛，其次是关弦、

平弦。

2、板胡。三弦中所采用的板胡乐器，可以将其细化为反

调和平调。据说先有平调，后改用反调。在有条件的地方，

两种板胡可分别运用，反调易于伴奏欢快、激情喜剧类小戏，

平调易于伴奏凄凉、悲剧类小戏。

3、二胡、笛子。二胡、低胡在三弦伴奏中应用，主要是

起到辅助作用。

因小曲多为地摊清唱，不同于其他板腔体戏曲，没有铜

器鼓板，如果在舞台演出时，铜器鼓板和秦腔相同。小曲打

击演奏，多采用四片瓦和磐碗，依据曲调进展来调节演奏速度。

磐碗的敲击方法是一拍一敲，而四片瓦则是双手各执两页，

混合连击，混合敲击在一拍之内连击三十二分音符，以示节

奏的变化效果。

七、声腔与腔调

就小曲的声腔和强调来看，强调唱念统一，腔调伴随着

剧情情感变化随之变化，节奏抑扬顿挫，可以呈现出不同的

韵味。由于不同个体自身嗓音高低和审美取向不同，唱腔也

不尽相同。加之不同地区有语言差异，也会对声腔、腔调变

化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地域生活习惯和民俗文化对唱腔的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即便相邻地区，音区的用音习惯和装饰

方面也不尽相同，因此具有浓厚且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往戏

曲唱法中，生、旦、丑的声腔模糊不清，表演者尝试沿用一

种腔调，形成了表演定势，而这一点也是很多小曲艺人表演

创新的难点所在。在诸多的通渭小曲艺人中，鲜有马营的张

兴贵、平襄的王岳西清晰且独特的强调。相较于很多其他的

小曲艺人而言，张兴贵和王岳西音域较广，嗓音清晰、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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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晰地了解不同行当独特的腔调，因此在表演时声调灵

活多变，形成了较为鲜明的表演风格。

八、通渭小曲的调式与音阶

通渭小曲的节奏与节拍，结合现有的乐谱来看，主要是

五声音、齐声徽调为主，七声调式加入清角、变宫的七声清

乐音阶 +So、La、bSi、Do、Re、Mi、Fa。其中上访小三度

bSi 和下方大二度 So 是通渭小曲主要结构音，S 欧式主音调，

形成 I 级和 V 级音稳定结构，推动者通渭小曲调发展。通渭

小区曲式结构多事一部曲式结构，内部有一些对比和发展因

素，具有鲜明的层次感。曲调发展结构同音乐形象存在密切

联系，结构并无样限制，大概是几十小节左右。乐句分布式

同头或同尾，部分情况下可能是每一句都不一样，因此曲体

十分自由。节拍是四四拍和四二拍较为常见。但同时也存在

特殊情况，如，《背宫调》三拍子小曲，速度较慢。

通渭小曲在演唱时，伴随着情绪递进小曲的节奏、节拍

也会随之变化，如《刺目劝学》李亚仙唱到“大哭调”接唱“小

金钱”调时，突然从快节奏转变为慢节奏，以此来更加生动

刻画主人公的悲凉心境。《伯牙抚琴》钟子期唱“京道情”时，

节奏突慢，以说唱来表述“天地人”和谐的自然变化。这种“猛

一抽”，“猛跳崖”式的节奏变化，成为小曲节奏节拍的主

要特征。

另外，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演唱风格，相应的也影响着

小曲节奏的快慢，如平襄、襄南等地区在小曲演唱时，整体

结构平缓、柔和，更适合抒发情感。马营、华岭等地区小曲

演唱时，整体结构较为欢快、激昂，更适合书法内心澎湃的

情感，表达喜悦之情。但不论节奏快、慢，都不是绝对的，

仍然需要结合具体曲目风格和表达的思想灵活运用，动态调

整节奏快慢，以期取得更为理想的演唱效果。

九、不同地域风格与特色

小曲在通渭十多个乡镇中，由于不同地域的方言语音，

师徒不同风格的传承影响，长久流行习俗的传统唱法差异，

文化交通与小曲兴盛发展差异，个人声嗓在行腔中的发挥差

异，长期地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如《银纽丝》有多

种唱法，其中寺子、北城等地区，演唱开头七字句主要是表

现在中低音区，音域较窄，整体的情感波动并不明显。马营

地区演唱开始的七字句同样是中低音区，但到了第二句则过

渡到高中音区，因此上下对比反差鲜明。由此看来，即便是

同一曲调，但由于不同地区风俗习惯不同，审美取向也不尽

相同，因此赋予了通渭小曲独特的地域特色。不同的地域风

格和个人特色，凸显了民间曲艺的多样化，区域化、风格化，

增强了民间曲艺的表现力、也增添了诱人的魅力。

十、小曲的传承发展

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小曲，不论文字剧本、唱腔曲牌、

器乐曲牌，都要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语言、形象为表

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世代传承为延续方式，其中“传承”

成为核心，属“活态文化”，易于消失。小曲植根于民间，

形成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结晶，

民间艺人是这一艺术形式传承发展的功臣。进入新世纪，乘

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东风，传统小曲迈进了“大繁荣、大

发展”的春天。2011 年通渭小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2013 年参加定西市首届小曲汇演。频繁的活动，

为通渭小曲的传承发展带来生机，注入了活力。通渭小曲流

传至今，留下了很多文字或影像资料，具有鲜明的社会功效，

在传承和弘扬优秀民俗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十一、结论

综上所述，通渭小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传承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

活力。而在当前我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背景下，加强通渭小

曲艺术文化研究分析，有助于深层次挖掘潜在文化价值，帮

助更多群众认识和了解。在此基础上，培养优秀的文艺传承

人才，为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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