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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的
前 世 今 生

在西岳华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世
世代代相传皮影戏。皮影戏在陕西一带并不少
见，但双泉村的这个戏班子却会一种叫作老腔
的独特唱法。据说，早在西汉时期，这里是一个
军事粮仓的所在地，漕运直通当时的都城长安，
带头船工为了加快运输效率统一大家划桨动
作，一边喊着船工号子，一边用木块敲击船帮，
这便是老腔的由来。华阴老腔是流传在中国千
百年来土生土长的摇滚，而这种“土得掉渣”的民
间艺术，却蕴藏着太多不可思议的历史故事。

作为一门艺术，老腔皮影一贯是家族传承，
而且是传男不传女。华阴老腔以当地民间说书
艺术发展而成，演出内容丰富多彩，伴奏音乐不
用唢呐，以鼓、板、锣为主要乐器，独设檀板的拍
板节奏，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落音又引进
渭水船工号子曲调，采用一人领唱众人帮合的
拖腔唱法，声腔刚直高亢、磅礴豪迈，听起来颇
有关西大汉咏唱大江东去之慨，具有强烈的感
染力和表现力。

老腔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本身代表的陕
西民间淳朴的风格特色，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
浮夸的作词，没有复杂的唱腔，有的只是当地人
民的热情与淳朴。老艺人们都是地道的农民，在
不演出的时候就会下地干农活，也常常会在田间
地头放开了嗓子吼上几句过瘾的老腔，表达着他
们的心声与情感，展示着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
也为当地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艺术感。

华阴老腔最具有代表性人物之一张喜民，
2008年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在老腔艺术的传

承、发展、创新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回忆
起当年学唱老腔的往事说：“当时家里条件不
好，想多学门技艺，多个糊口的营生。老腔又
是家传的，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叫传承，只是
到了农闲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唱，到了我这一
代已经是第 10代了。”据他介绍，最初华阴老

腔是皮影戏“只闻其声”的幕后唱腔，而原老腔
保护中心主任党安华认为华阴老腔具有独特
的感染力，可以探索将其从皮影戏中衍生出
来，走到台前进行展演。经过一次次尝试，华
阴老腔终于在 2003年渭南市抗洪救灾文艺汇
演期间一鸣惊人。在这场展演中，党安华排演

的老腔新剧《古韵乡趣》取得广泛好评，并被报
送参加陕西省文艺汇演，一口气拿下了 7个一
等奖。而华阴老腔真正受到全国关注，是跟话
剧《白鹿原》的合作。2005年，陈忠实把华阴老
腔推荐给话剧《白鹿原》的导演林兆华。2006
年，《白鹿原》开演，《将令一声震山川》《太阳
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等 12 段老腔唱段随着话
剧《白鹿原》的火爆成了经典。自此，华阴老腔
开始频繁登上央视舞台。

华阴老腔在国内走红后，又逐渐走向国
外。从 2009 年开始，张喜民与老腔艺人们先
后应邀前往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演出，
广受好评。

“八百里秦川，千万里江山。乡情唱不尽，故
事说不完。扯开了嗓子，华阴老腔要一声喊。伙
计，抄家伙。”2016年除夕夜央视春晚舞台上，张
喜民怀抱月琴一声吼，随即手持板胡、二胡，还
有独特的“打击乐器”长板凳声音与浑厚的几位
老艺人们铿锵有力“哎！”声应和，华阴老腔联袂
谭维维亮相春晚演唱《华阴老腔一声喊》，刚直
高亢、粗犷洒脱，那种震慑人心的吼唱让人热血
沸腾，惊艳了全国人民。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土气”的华阴老腔与
“时尚”的现代摇滚相结合，完美实现了民族戏
曲音乐和现代摇滚乐相融合的创举，引领了新
时代的音乐潮流。华阴老腔始终坚持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将这一民族戏曲推向主流音
乐圈，也为华阴老腔的传承和发展找到了一条
新路子，使古老的华阴老腔焕发出了新生机，展
示出了新风貌。 □安秀莹

浐河两岸的面食

浐河两岸主要种植小麦，吃的多是面食，臊
子面、旗花面、油泼面、biangbiang面、苞谷面、叮
叮面等。

臊子面，是浐河两岸居民重要的民间面食。
平时吃，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和一
年一度的古会，都是少不了的。臊子面，对面条
的要求比较严格，这是家庭主妇必须掌握的一项
技能。面要和好、揉到、薄厚要合适，擀好的面条
必须“簿、筋、细、白”。肉、豆腐、红白萝卜、韭菜
是“四大要素”，条件好的人家，臊
子里还会有木耳、黄花等食材。浐
河两岸人燣臊子的传统做法是“荤
素分炒”，臊子里面不加醋，这是区
别于其他臊子面的最大特征。吃
面时，再根据个人喜好加入醋、油泼辣子和酱油。

臊子面，最好是手擀的韭叶面，面条像韭菜
叶一样宽，要面少汤多、层次分明，才鲜香好吃。
臊子面祖辈传承，千百年吃不厌，“家”味很浓的
臊子面，在葱绿五彩的臊子里，饱含着对浐河的
恒久珍忆。远方的游子回到家乡，都要品尝这历
久弥新的味道，以解乡愁。

油泼面，大家在《白鹿原》电视剧里看到过，
就是仙草做的、白嘉轩和鹿三吃的那种。这种面
切得比较宽厚，煮的时间稍长，煮熟后盛在一个
大碗里，面上放干辣椒面、熟青菜及切碎的蒜苗
或者葱，下来把菜油烧滚烫后泼在菜和面里，这

样，一碗香喷喷的油泼面就做成了。没有一定的
功夫是做不好的，剧中仙草去世后，白嘉轩也试
着做过，鹿三直接说没有仙草做的好吃。

浐河两岸的大小街镇，无论逢会遇集，常有
小贩摆摊售卖饸饹、面皮、凉粉、油糕之类的小
吃，饸饹尤其多。荞面饸饹，古称河漏、合络、手
搦饼，是以荞麦为主要材料制作的食品。最有名
的叫蓝田饸络，浐河两岸人常吃这种饸饹。我的
奶爸生前曾卖过多年饸饹，说半成品饸饹都是从
蓝田县买回来的。荞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十分
悠久，杨家湾汉墓中曾出土过 2000多年前的荞

麦种子。
荞面饸饹可以两吃，一种是吃凉的，另一种

是吃热的。夏季一般是凉吃，调入精盐、香醋、芥
末、蒜汁、麻酱和红油辣子。有时师傅芥末下得
多了点，一入口感觉七窍六神都通了，是消夏祛
暑的好食品。冬季多是热吃，先用热骨头汤把饸
饹浇热，再在饸饹碗里浇上臊子，撒入香菜、蒜苗
丝和胡椒粉，吃起来汤鲜饸饹筋，通体舒畅。因
为荞面饸饹色泽黄亮、筋细滑软、清香爽口、营养
丰富、风味独特，所以就成了蓝田群众招待亲朋
好友的佳肴。蓝田前卫镇有一家饸饹比较有名，
已经是第三代经营者了，用的担子都是标准的传

统饸饹担子。要问有啥与众不同？一般的扁担
都是直的，挑重东西走路时，扁担会跟人走动的
脚步，有节奏地两头上下闪动。但是，卖饸饹的
扁担是特制的，偏偏要在人走路时不能闪动。经
打问一位老者才知道：因为担着饸饹，还有酱油、
醋、蒜水、盐水、油泼辣子等各种液体调料盆和瓷
器餐具，所以走路时千万不能闪动，否则盘子、碗
都会摇动打碎，调料也会倒出来。我的一位同学
在北京工作，每次回老家探亲，都要到前卫街上
吃一碗饸饹，他说这味道在外地是吃不到的。

还有一种面食是苞谷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可是浐河两岸人的主食。那年
代，粮食不够吃，不要说吃麦面，苞
谷面都填不饱肚子。记得那时每
到二三月，就要用自产大米到西安
换杂粮，还会到渭河北面的高陵、

三原、泾阳一带去买苞谷。苞谷磨成面，吃法就
有多种，其中常见的是苞谷面搅团、苞谷面鱼鱼、
苞谷面饸饹、苞谷面发糕等等。其中，苞谷面饸
饹最为特别，形状与荞面饸饹没有什么区别，乍
一看区别只在颜色上，臊子也和麦面的臊子差不
多。不同的是，先要把苞谷面饸饹放在温水里泡
一个时辰，然后放到锅里去蒸，蒸熟后浇上臊子
就可以吃了。苞谷面饸饹，也可以用臊子凉拌着
吃，我总觉得没有荞麦饸饹好吃。

当然，浐河两岸的面食还有许多。您若想
吃，就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保证会满
意而归的。 □周养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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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安吴堡被誉为“青年的
故乡”，这里是中共中央以西北青年救
国联合会名义创办的安吴青训班的校
园，聚集着来自海内外的万余名抗日青
年。这里更是妇女解放的乐园，千百名
巾帼英雄在这里受到熏陶，更加坚决地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青训班总共培养出了多少女学员，
至今无法得到具体的数字。因为第一期
参加培训的名单就被国民党陕西省教育
厅查抄了，所以从第二期开始，按照我党
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这一数字势必不
会对外公开，属于保密的范畴。加之国
共第二次合作后期，国民党有意制造的
摩擦不断，青训班的培养人数就更不能
为外界所掌握。到目前为止，青训班万
余名学工人员，女学员到底毕业了多少
人，占多大比例，仍然是一个待解的谜。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有不少回忆录
和文史资料出版，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和
找到不少青训班学工人员，从中掌握了一
些女生连及相关连队的线索和信息。

基本情况
安吴青训班刚创办时，女学员很少，

参训女学员主要是西安和泾阳附近在校
的学生。1938年初，因去陕北的青年剧
增，物资供给不敷分配，抗大以及陕北公
学陆续发布暂停招生的启事，在招生简
章中推介欲赴陕北的青年直接报考位于
泾阳的安吴青训班。

从第四期开始，安吴青训班的学员
人数已经突破千人。根据毛主席的指
示，党中央从延安选派了一批有经验的
教官到青训班，加强该班的师资力量。同时，撤
销大队建制，根据学员类别以及军队建制，青训
班将编制重整，及时组建了干部连、青运连、游
击连、艺术连、佛教连、儿童连、农民连和妇女
班、速记班等专业连队。

1938年 2月的第五期，结合妇女与统一战
线的实际情况，青训班组建了女生连。这些女
学员的个人情况参差不齐：“有穿上等旗袍的，
有穿粗布短打的，有穿工人服的；有从战区逃
亡来的，有从军队或游击队来的，有从四川、贵
州来的，有从遥远的南洋——暹罗、菲律宾来
的；有父母娇养的千金小姐，有无家可归的流
浪儿，有失业的工人，有师长的太太，有专科以
上的大学生，有一字不识的农妇，各式各样。”
第七期和第八期各有一个女生连（第十连）。
到了第九期，女生连被编制成两个连队，一个
是第十连，还有一个是新九连。在第十期和第
十一期，新组建了妇女儿童连（第四连）。职工
大队成立以后，还曾专门成立过女工连。另
外，特务连由女学员组成，艺术连和青年剧团
都有相当比例的女学员参加其中。

培训过程
安吴青训班十分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女工作大
纲》，参考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教学模
式，结合自己的实际，青训班想方设法对妇女
及青少年进行短期训练，使之适应战区和后

方的抗战需要。
到第七期时，女生连采取了“按程

度高低分别编入该连各排”。程度方
面，依次分为高级连、普通连和低级
连。连队规模，“每连以 90人为限，10
人为一班，三班一排，三排一连。”课时
方面，“每周课时22小时”，其中，“星期
三为救亡日，星期六为劳动日，下午均
不上课。”课程方面，高级连有政治学、
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民众运动，农运、
青运、工运、妇运、战区工作和军政工
作。普通连有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三
民主义、民众运动和军事。低级连有
文化课、民众运动和军事。另外，还有
辅补课，安排有时事报告、反托报告、
兵役法、抗日救国纲领，还有“五三”

“五四”“五五”历史及意义报告，“五
一”“五九”“五卅”举行扩大宣传。

另外，这期的专科教员及其所教
授课程如下：陈学文教政治常识，乔木
教政治学，刘瑞龙教民众运动，陈宇教
统一战线，李绵教文化，李东潮和黄春
庭教军事。

在教学工作计划中，对教务工作、
组织学习和会议与汇报制度都有具体
要求，诸如小组讨论会、集体研究、读
书问答、课外读书指导、学习比赛、时
事研究会、墙报内容、同学帮助，以及
连队计划和工作日程、连队排长联席
会议等，都很具体、扎实，操作性强。

在第九期的教学计划中，课表安
排还特别说明了“为了适合妇女工作
的需要，利用课外时间讲授妇女问题

及救护工作”。
芳华永恒

在青训班大集体中，级别最高的女性非张
琴秋莫属，她曾任青训班党团（党组）成员、生
活指导处处长；吴仲廉曾任青训班党总支常
委、女工连指导员；吴朝祥曾任女工连连长；樊
镜秋（林枫）曾任孩子抗战剧团团长，蒲云昭曾
任该团指导员；于今曾任第五期学生会主席。
夏青、谷羽（李桂英）、李树仁和刘青等人都曾
在女生连中任过职。其中，夏青曾任过连长、
指导员和协理员，谷羽任过指导员、队长、支书
和协理员，李树仁、刘青任过连长。李国英曾
任特务连指导员；李国瑞曾任妇女儿童连连
长，李岚任过协理员。

女生连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完全与青训班
学生的去向一致。有到延安中央机关的，有去
抗大、陕公、鲁艺和中央党校继续深造和工作
的，有到前方战区工作的，也有到后方去搞统一
战线工作的，还有搞秘密工作的。战争年代，青
训班女学员中有不少为革命献身的女英雄。有
身怀六甲跳崖掩护战友的林溪同志；有舍子牺
牲，保护八路军秘密和抗日干部的张立烈士；有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张露萍烈士；还有用生命捍
卫党的机密的董健民烈士。新中国成立以后，
从青训班走出的妇女学工人员，在不同岗位、各
条战线上继续默默奉献、积极工作，实现着终生
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誓言！ □姚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