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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榆林小曲起源于明代，形成于晚清，是全国现存唯一“活着”的明清俗曲遗响，是南北音乐文化

为主、多元音乐文化综合的活化石，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民俗音乐，研究陕北地域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现

象提供了佐证。历史上，榆林小曲的传承主要以家传和师传为主。当下，由于各种新文化形式的冲击，

榆林小曲的生存面临困境，因而，加强对此的传承与保护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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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小曲以江南丝竹为基调，又吸收了陕北民

歌的少许成分，形成了现在的风貌。既清丽柔顺又

婉转明亮，是榆林小曲独有的特色。榆林小曲艺术

品味很高，演唱技巧变化多端，知名曲牌达 20 余种，

而且传承人当年进京演出并获全国大奖。但是一个

特别奇异的现象是，榆林小曲不像陕北民歌那样被

广泛传唱，而是仅仅限于古城之内，出了城墙这个圈

便听不到榆林小曲了。

一、榆林小曲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及文化价值

榆林小曲的内容，以反映城市生活情趣的为多，

其中描写离愁别怨、男情女爱的曲目占较大比例，如

《日落西山》《日落黄昏》《大送郎》等; 反映茶肆酒

楼、货郎、挑夫生活的曲目，如《开茶馆》《卖杂货》
《下荆州》; 刻画青楼之恨、尼庵之苦的曲目，如《妓

女告状》《小尼姑》; 表现民俗风情的曲目，如《放风

筝》《喜千秋》《偷红鞋》《赐儿山》等; 关于一些脍炙

人口的民间传说故事的曲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

《张生戏莺莺》《八仙过海》《十二杯酒》等。此外，

有些曲目来源于当地民歌，如《走西口》《五哥放羊》

《小寡妇上坟》《送大哥》等，共有 60 多种唱腔曲目。

榆林小曲的结构分为小曲( 即单曲) 和联唱( 即

联套) 两种形式，单曲称为小调，一般是简短的单段

结构，演唱时用“重头”( 曲调反复) 的方法，与歌曲

中的分节歌相似。联套分为中调、大调，由若干曲牌

连接而成，并加曲头、曲尾，属联曲体。其基本句式

即句格有五字的二二一句式、七字句的二二三句式

和十字句的三三四句式。

榆林小曲的器乐曲牌约有 50 多首，其中的传统

曲牌如【柳青娘】【唤姣娘】，将唱腔作为曲牌的如

【小小船】【九连环】，当地民歌衍化的曲牌如【掐蒜

薹】，吸收当地戏曲的曲牌如【小拜门】【急毛猴】等。

小曲的演奏乐器为扬琴、古筝、琵琶、三弦、京

胡、碟子等。

小曲的演唱形式，既可一人单唱，也可两人对

唱; 既可坐唱，也可站唱或自弹自唱。演唱时遵循传

统的“正字、合腔、养喉、纯熟”四要素，采用真假声

结合及顿挫抑扬的唱法，在发声、吐字、行腔、用令上

颇有讲究，合辙押韵，优美动听。

榆林小曲的主要特征: 由南方传入陕北，又与陕

北民间音乐相结合，是南北民间音乐文化交流融合

的产物; 小曲的音乐风格既委婉缠绵，又高亢激昂，

南韵北声融为一体; 采用小嗓演唱，男扮女声、真假

声结合，多用顿音闪断，形成独特的演唱方法，产生

亦连亦顿、活泼弹跳的演唱效果; 器乐伴奏以弹拨乐

为主，辅以京胡、二胡等拉弦乐器，突出亦连亦顿、弹

跳活泼的演奏效果; 曲目丰富，套路完整，形成各自

2018 年 05 月
第 28 卷 第 3 期

榆 林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YULIN UNIVERSITY

May． 2018
Vol． 28 No． 3



的声腔体系; 小曲是陕北独特的市民阶层艺术，雅俗

共赏，既为自娱自乐，又与民俗活动 ( 婚丧嫁娶、节

日喜庆、生辰寿诞) 密切联系，是榆林市井民俗风情

的集中体现。

从文化价值来说，首先，小曲起源于明代，形成

于晚清，是全国现存唯一“活着”的明清俗曲遗响，

是南北音乐文化为主、多元音乐文化综合的活化石，

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民俗音乐，研究陕北地域多元

文化交流、融合现象提供了佐证。其次，小曲是历史

文化名城的民俗风情之一，可以体现榆林的文化风

貌，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旅游开发等联为一体。

抢救、保护榆林小曲，吸取小曲发展衍化的经验，能

够为我们建立新时期特色性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

文明建设等，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榆林小曲的传承过程及相关措施

以 1949 年为界，榆林小曲的传承可以为分两

个大的阶段，即建国前与建国后。建国前，榆林小曲

的学艺及演出，一般都是父子相传，或兄弟共操，演

唱与演奏皆能，也有以演唱见长或以演奏见长的艺

人，这种父子相传兄弟共操的如: 李殿魁—李芳—李

国珍兄弟—李茂兄弟( 祖孙四代) ; 白如山—白子霖

( 父子) ; 王级三—王子英—王青( 祖孙三代) ; 林懋

森—林玉书、林玉碧两兄弟 ( 父子) ; 叶子丰—叶万

秀( 叔侄) ; 朱崇义、朱怀义、朱学义三兄弟……

榆林小曲在长期的演唱活动中，形成了两种不

同风格的流派，即以张云庭、文子义、吴春兰为代表

的后街派，这个流派讲究声音的纯实婉转、圆润和流

畅。对装饰音尤其是滑音、顿音的运用比较严格。
另一派是以林懋森、胡英杰为代表的前街派。这一

派的演唱突出顿、断、刚、柔，强调归韵、字正及装饰

音的运用，尤其喜好滑音和频繁地运用顿音。

关于小曲的流派为何有前街派和后街派之分，

榆林小曲研究会会长王青是这样解释的: 最早榆林

人把城墙以内称为榆林城，以钟楼为界，钟楼以北为

后街，钟楼以南为前街。前街派以贾盘石巷东边的

“杏林堂药铺”为活动中心，后街派以解放巷口对面

“钟表铺”为活动中心，鼓楼底下的“庆兴银炉”活动

也多一些。

前街派的代表人物有: 秦俊—林懋森、朱学义—

胡英杰、李醒华、吴国珍、林玉书、林玉碧—李天民、

李艳娥、葛智。

后街派的代表人物有: 贾和亭、秦四应、叶子丰、

王级三—张云庭、罗新民、叶万秀、文子义、冉继先、

王子英—吴春兰、乔玉秀、白葆金、王青—王艳、石焕

芳、梁梅。

榆林小曲走不出榆林城( 指老城) ，这样的说法

用在建国前是比较合适的，但建国以后再这样说就

不够准确了。因为建国后，榆林小曲不但走出了榆

林城，而且还走向了西安、南京和北京等地，同时，从

传承方式上，也由建国前的家传为主转变为以师传

为主。
1953 年，榆林县工人俱乐部曾举办榆林小曲、

演唱培训班，请老艺人张云庭坐班指导，培养了 40

多名男女学员，其中吴春兰就是这批学员里的杰出

代表，另外还有乔玉秀、姬桂英等。
1979 年，随着全国民间音乐集成工作正式启

动，榆林小曲的抢救恢复工作也开始了。1981 年，

地、县文化馆干部给榆林小曲演唱家胡英杰录音，这

项工作进行了四十多天，参加录音的小曲艺人还有

白葆金、罗新民、林玉书、林玉碧、叶万秀、王青、胡振

基、李天民、陈元娃、李少林等。随后，手工刻印出了

两本榆林小曲油印本。同年，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

专程来榆林录制胡英杰演唱的榆林小曲，西安音乐

学院周延甲、陕西省文化厅音乐研究所李世斌专程

来榆林采录了白葆金演奏的榆林小曲古筝曲。
1984 年 7 月，西安音乐学院教授曲云，在榆林

小曲研讨会上就如何继续发扬榆林小曲、榆林筝的

演唱和演奏作了专题发言，并采录了榆林小曲的演

唱和演奏曲目。1984 年以来，中国音乐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教授多次带国内外学者和学

生来榆林采录榆林小曲，并于 2005 年介绍榆林小曲

进京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

进行演出和学术交流。
1986 年 5 月 4 日，成立了榆林县政协“榆林小

曲研究小组”，推选政协委员胡英杰为组长，罗新

民、李振业为副组长，同时吸收了初高中文化程度的

待业青年、工人，如梁梅、郭红艳、张永利、侯亚惠、雷
小燕、李艳娥等 10 名小曲学员。研究小组每周二、

六晚上在田丰年巷、榆林县工商联四合院为学员教

唱榆林小曲，教唱的老师有胡英杰、李天民、栗清秀，

器乐伴奏有罗新民、李振业、王金汤、林玉书、林玉

碧、叶万秀、王青。同时，研究小组成员罗新民、胡英

杰、李振业和陈王兴等参照叶万秀四叔、叶冬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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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丰在建国前期手抄下来的榆林小曲部分唱词，

进行整理、修改，共收录了五十余首小曲。
1993 年底，《榆林文史资料》主编李云祯召集榆

林小曲主要艺人及社会文化人士，在榆林县政协会

议室开会，研究文史资料特辑、榆林小曲专辑的出版

事宜。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出版榆林小曲专辑的条

件已经成熟。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94 年 2 月，

《榆林文史资料第十三期·榆林小曲专辑》正式面

世。专辑编入了 55 首榆林小曲，其中，《姐妹拌嘴》
《大顶嘴》《一连三》《五更鸟》是失传了的大调曲

子，这次也被收入专辑，这部专辑可以说是自小曲形

成以来的第一本较丰富的选本。
2005 年 9 月，榆林小曲研究会正式成立，王青

任会长。在王青的主持下，榆林小曲研究会积极开

展小曲的培训和展演活动，他们坚持深入基层，为群

众演唱，无论是在大型庆典活动中，还是在婚庆、庙
会等场合，人们都可以听到小曲艺人们精彩的演唱。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5 年以来，他们已演唱了 700

多场次。
2006 年 6 月，榆林小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2008 年 2 月，王青、林玉碧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榆林小曲

代表性传承人。
2008 年 6 月，王青、林玉碧、叶万秀被陕西省文

化厅命名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榆林小曲代

表性传承人。
2010 年，王青、叶万秀、林玉碧、高文霞、栗清

秀、葛智、梁梅、李天民入选榆林市非遗项目榆林小

曲代表性传承人。
2014 年，启动榆林小曲进校园活动，小曲艺人

梁玲、李艳娥、乔文新、张永利、梁梅、王艳分别到榆

林市九小、一完小、二完小、十一小，区一中、十一中

为中小学生教唱榆林小曲。

三、榆林小曲的传承谱系

榆林小曲历来是自我娱乐的演唱形式，室内院

落均可进行，没有固定的演唱场合。茶余饭后，艺人

们相约为伴，带上自己的乐器布袋，前往参加演唱。

所以没有职业班社，也没有以此为业的职业艺人。

艺人间虽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没有明确的传承谱

系。

清末时期将小曲由官邸传入民间的人是李殿

魁、李芳、李国珍祖孙三辈，同时期的艺人还有白如

山、白子霖父子，以及孙茂林、盛千、秦俊业、陈俊德、

孙沅等( 他们的生卒、年龄均不祥) 。

清末民初的艺人有王才德、高仪丞、王子英、王
尚卿、王级三、王敬、王子和、谢玉长、朱四玉、张云

庭、胡福堂、周天恩、林懋森、白葆金、冉继先、叶子丰

以及朱崇义、朱怀义、朱学义兄弟三人等。

以后相继学艺的还有贺健良、李茂、陈元娃、谢
天士、胡英杰、吴国彦、吴天华、罗新民、贾和亭、胡四

宾、王升卿、李定斋、文子义、赵崇厚、潘植卿、秦四应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艺人有李醒华、林玉

书、林玉璧、叶万秀、吴国珍、王青、乔玉秀 ( 女) 、叶

梅( 女) 、吴春兰( 女) 李天民等。

表 1 榆林小曲著名老艺人谱系

代别 姓 名 生 卒 技 艺

第一代

王级三 1886 － 1956 扬琴演奏

王子英 1910 － 1973 琵琶演奏

文子义 1911 － 1968 小曲演唱

林懋森 1903 － 1968 小曲演唱

胡福堂 1893 － 1966 三弦演奏

冉继先 1909 － 1977 扬琴演奏

第二代
朱学义 1905 － 1988 古筝、扬琴制作及演奏

李醒华 1922 － 1988 演唱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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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榆林小曲主要演唱艺人谱系

代 别 姓 名 性别
文化

程度

传承

方式

学艺

时间

居住

地址

第一代 张云庭 男 不祥 师传 不祥 榆阳区

第二代 白葆金 男 不祥 师传 1929 年 榆阳区

第三代
胡英杰 男 不祥 师传 1944 年 榆阳区

胡堂娃 男 小学 师传 1940 年 榆阳区

第四代

吴春兰 女 高中 师传 1950 年 榆阳区

栗清秀 女 小学 师传 1950 年 榆阳区

高文霞 女 初中 师传 1950 年 榆阳区

第五代 李天民 男 初中 师传 1980 年 榆阳区

第六代

乔文新 男 初中 师传 2003 年 榆阳区

白秋芳 女 初中 师传 2004 年 榆阳区

郭红艳 女 初中 师传 2004 年 榆阳区

梁 梅 女 高中 师传 2004 年 榆阳区

表 3 榆林小曲主要演奏艺人谱系

代 别 姓 名 性别
文化

程度

传承

方式

学艺

时间

居住

地址

第一代 罗新民 男 中专 师传 1945 年 榆阳区

第二代

林玉书 男 高中 家传 1950 年 榆阳区

林玉碧 男 初中 家传 1950 年 榆阳区

葛 智 男 初中 师传 1950 年 榆阳区

叶万秀 男 小学 家传 1950 年 榆阳区

第三代
胡振基 男 小学 师传 1970 年 榆阳区

王 青 男 高中 师传 1975 年 榆阳区

四、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1986 年国务院公布榆林古城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在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众多文化中，榆林小曲

以其古筝、扬琴、琵琶、三弦等丝弦伴奏缠绵委婉，独

树一帜，成为榆林城内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

但由于种种原因，榆林小曲的传承和保护没有

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使得塞上古城的艺术奇

葩面临枯萎的境地，具体表现在: 一是从业艺人普遍

老龄化，榆林小曲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状况。二

是从管理体制上，没有明确哪一个政府部门来管理

榆林小曲的传承与保护工作，2005 年 9 月虽然成立

了榆林小曲研究会，但没有专人来抓此项工作，演出

时都是民间艺人临时拼凑。三是没有固定的活动、

演练场地。榆林小曲演练时，需要的乐器多，演员也

多，没有一个固定的、较大的演练场地，小曲的演练

与传承就无从谈起。四是活动经费严重不足，演练

和演出所需要的字幕机、音响设备、仿古乐器，都不

能及时添置或更新。

随着榆林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和晋陕蒙中心城

市，榆林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人们对文化生活将会提出更

高、更新的要求。作为中国唯一活着的明清俗曲，榆

林曲艺的精华———榆林小曲，也需要培植、提高、创

新、升华，使之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融入人

民群众文化生活之中。因此，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特向有关部门提出以下建议:

( 一) 提高小曲艺人待遇，以免小曲传承后继无

人

要想让榆林小曲长期存在和发展，最有效最根

本的办法还是将其正规化、正式化、专业化。榆林小

曲发展至今依然只是停留在业余弹唱这一水平上，

艺人们都是不计报酬自愿参加传唱，这也是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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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传唱榆林小曲没有报酬，

而年轻人要养家糊口，这就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

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榆林小曲的

传唱成为一种职业，一种可以赚取报酬解决生存和

生活问题的职业，这样就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参加到

榆林小曲传唱和传承行列当中来，榆林小曲传承后

继无人的困境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时由于将学唱小

曲作为一种工作，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学习榆林小曲，就可以学得更精，唱得更好。再

者，要将榆林小曲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整体加以保护，

不仅要保护榆林小曲本身，还要保护其生存环境，如

老街四合院、传统的民俗风情等等，如果这些东西消

亡了，榆林小曲就会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根

本。
( 二) 给小曲艺人一个容身之地，以使其不断发

展壮大

给榆林小曲艺人一个容身之地，一个专属于自

己的排练和办公场所，让榆林小曲不至于颠沛流离，

寄人篱下。在此基础上举办榆林小曲演奏、演唱长

期培训班，不断发掘和培养有兴趣有才华的演奏、演
唱艺人，给榆林小曲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在大力

培养人才的基础上，选出一批高质量的表演人才，组

建一个榆林小曲艺术表演团体，赴省、进京进行各种

文化汇演，提高榆林小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除此

之外，还应该结合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在榆林市著名

的旅游景点、庙会及广场举办经常性的演出活动，广

泛开展小曲艺术的演出活动。这样既能丰富广大群

众的文化生活，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榆林小曲，一举

两得。
( 三) 组建小曲研究团队，加强小曲的研究工作

组织专人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开展对榆林小曲的

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探索榆林小曲的历史渊源和

发展脉络，全面展开小曲的乐班、艺人、乐器、唱腔、
牌曲及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将所获资料

进行归类、存档，同时与小曲研究会合作，深入开展

榆林小曲本体及相关民俗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将研

究成果编写成论文或学术专著，完成《榆林小曲研

究》的编纂及相关音像制品的出版工作。
榆林小曲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是榆林

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努

力将它传承下去并使其发扬光大，而不能任其消亡。
经过各方人士几十年的努力，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

一些保护成果，但依然存在着诸如活动经费不足、传
承后继无人等种种困难。小曲的传承与保护任重而

道远，它需要一代一代有识之士亲历躬行，将它保护

好，传承好，让这一支塞上艺术奇葩走出陕北，走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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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Yulin Ditty
LV Zheng － xuan

( School of Liberal Arts，Yulin University，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Ming Dynasty and formed in late Qing Dynasty，Yulin ditty is the only tune remained
from then． It is the living fossil of multiple music culture wi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music culture，which pro-
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of multiple regional cultures． In history，Yulin
ditty was inherited by family or from teachers． At present，because of the shock of various new culture forms，it
faces a dilemma． Therefore，it should be protected and inherited urgently．
Key words: Yulin ditty; inheritanc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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