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韩城概况┆媒体人┆新闻中心┆视频播报┆图片中心┆韩城文学┆韩城社区┆注册/登录

  韩城文学 | 名著园地 | 学生习作 | 韩城民俗 | 笑话 | 原创随笔 | 书法 绘画 | 天南海北韩城人 | 韩城文化人 | 

诗歌

您当前的位置：韩城新闻网 -> 原创随笔 -> 文学内容  退出登录  用户管理

韩城秧歌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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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秧歌，从广义上讲是汉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泛指一切在田间所唱的劳动歌曲，主

要流行于北方地区，起源于农业劳动。“东周列国志”载：“秦俗，农事毕，国中纵，

倡乐三日，以节其劳，凡百戏任人陈设，有一专一艺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秦

时古代的百戏，就是现今社火的前身。那么，具有艺术特色的韩城秧歌，起源于何时，

目前主要有两说：一是唐朝，一是宋元。我个人是赞成唐起源之说的。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唐朝经过贞观、开元盛世，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生产发展，

经济繁荣，长安成为世界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西域和南亚、东亚诸国艺人云集长安，

传播交流各自民族文化艺术，大大促进了长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这从以白居易为代表

的《琵琶行》和《霓裳羽衣舞歌》等一批歌咏舞蹈的唐诗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京都文

化的发展，也大大带动和促进了周边民间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韩城秧歌

的产生是顺理成章的。加之，韩城在先秦时毗邻魏晋，受魏晋文化风俗的影响，韩城秧

歌的风格又有别于京都长安和其他地区。  

    二、从韩城秧歌活动演出的时间看，主要是每年的阴历正月初一至十五的元宵节前

后。唐时以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十五夜亦称元宵、元夜，盛行上元灯会，辞海在元

宵节条注：唐代以来，有观灯风俗，所以又叫灯节。旧唐书中宗纪景龙四年：“丙寅上

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说的是君民同庆上元节的情景，因此说，正月十五唱秧

歌，闹社火的习俗与唐俗的沿袭是分不开的。  

    三、从韩城秧歌男主角头戴的赞帽看，也是沿用的唐俗。韩城秧歌类似东北的二人

转，多由丑、旦两个角色完成。一般先由男丑角上场，唱一段开场曲词，呼唤叫门，引

出旦角出场。我小时记得，男主角出场时，头戴可伸缩的赞赞帽。赞，顾名词义讲，有

引导、帮助、告白、赞礼之意。相者唱行礼之节曰赞。汉、唐时祭祀、庆典设赞礼官，

相当现在祭祀、庆贺典礼的司仪。唐柳宗元先生集二六监祭使壁记：“奉奠之士，赞礼

之童。”韩城人习惯按用途称呼帽子，如礼帽、凉帽等。把具有引导、告白类似司仪的

男丑角帽称为赞赞帽是完全可能的，或者就是直接沿袭了唐赞礼官用之帽。  

    四、从传说和韩城秧歌的内容看，韩城民间传说，秧歌是从唐朝兴起的。有首秧歌

词是“正月十五君民乐，唐朝发明唱秧歌。天子耍丑耍得好，正宫娘娘把头包。”我认

为这种民间传说，绝非空穴来风，在科学不发达、档案制度不健全的封建社会，传说也

是历史文化沿袭的一种途径。司马迁著史记，除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外，有的也是采用

了民间传说。从秧歌的内容看，除大多数是反映男耕女织、男欢女爱、歌颂正义、贬斥

邪恶的内容外，也有不少是反映唐朝历史典故的。如“临潼山下打一仗，打败杨广救李

渊”，“李渊醉倒晋阳宫，韩信命丧未央宫”。“唐朝军师徐懋功，宋朝军师苗先

生”。“太白星来下了凡，李白醉写退黑蛮”，娘娘奉墨金銮殿，国舅一旁来搧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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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内容的流传，与秧歌渊源有一定的关系。  

    建国以来，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对韩城秧歌的发掘保护做了大量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批批文艺工作的爱好者，如刘均平、雷

达、孙尔敏，屈海浪、程宝山、张祯祥、樊鸿新、党尚仁等，他们怀着对抢救民族传统

文化艺术的深厚感情，深入民间，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秧歌唱词、曲目、剧目，发表了大

量的论文、专著，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歌词、曲目，先后出版了《韩城秧歌》、《韩城秧

歌剧曲目选》，为保护抢救韩城秧歌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宝山先生

已年逾古稀，为了制作韩城秧歌DVD光碟，他自己拿钱，夜以继日地工作，选择节目，

物色演员，组织采排，使秧歌光碟得以出版问世。我衷心感谢这些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

人，为抢救这一艺术瑰宝所付出的劳动。现在韩城秧歌已被列为陕西省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希望在位的各级领导同志能继续关怀和支持这一工作，使韩城这一古老的艺术

之花，开得更加艳丽、夺目，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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