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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文，男，1947年10月生，左权县西河头村人。
1966年高中毕业，1969年参加工作，任山村教师，1947年至1981年于县人民文化馆工作，期间晋中学院
中文系读书三年，大专学历。
1981年至1983年10月在左权县委宣传部工作，1983年10月至1990年6月任左权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91
年5月至1996年8月任山西省太行师范学院校长，1996年9月任晋中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学。
2008年退休后，担任晋中市教育学会、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学会会长，山西省教育督学。
作者热衷于左权县民间歌舞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以务实求真、开拓进取的精神致力于老区文化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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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穿越文化时空，唤醒传承使命（序二） 上篇 走进左权民歌小花戏 第一部分原生态民歌花戏在岁
月中传承 第一单元爱情民歌，情缘开花，原汁原味 一、一把相思泪，千年流不绝 二、苦恋磨砺劫，
爱要付代价 三、情系“开花调”，歌缘心中来 四、时代写新风，春来桃花红 第二单元封建婚姻，践
踏妇女，悲歌长恨 一、对“裹足”女的摧残 二、对童养媳的虐待 三、小寡妇的哀怨 四、当媳妇的忧
伤 五、闺房的愁思 六、妓女要告状 第三单元岁月苦难，长歌天地，情撒社火 一、天愁地愁人更愁 二
、山歌秧歌对天歌 三、说东道西话短长 四、情天情海社火情 第四单元千古史话，大腔一族，岁月传
承 一、千古史话，民间传承 二、大腔一族，自成一体 1.黑脸包公的民歌记录 2.上流社会闺情生活 3.传
承中的民俗化 第五单元针砭时弊，直面人生，关注社会 第六单元抗战民歌，太行丰碑，血染风采 一
、日寇侵华，罪恶滔天 二、游击战争，这里发祥 三、根据地建设，全面推进 四、刘邓大军，丰碑太
行 五、欢呼胜利，迎接解放 六、太行精神，光耀千秋 七、“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史学概念 第七单元
时代新姿，歌甜舞美，一路辉煌 一、欢呼新中国诞生 二、左权是个好地方 三、劳动歌声满山乡 四、
歌唱领袖歌颂党 五、千歌万曲颂辉煌 第八单元千年歌舞，保留丰富，传承惊人 一、左权小花戏的文
化概念 二、左权小花戏起源、传承与发展梗概 三、传统小花戏艺术结构分析 1.走阵式民间歌舞传承久
远 2.载歌载舞式的民间歌舞 3.雏形阶段的“歌舞戏” 4.歌舞型小花戏的相对成熟 5.从“歌舞”来演“
戏”的手段在强化 6.小花“戏”艺术结构已经确立 四、新中国小花戏的传承与发展 1.新中国成立初的
鼎盛 2.“文革”时期的挫折 3.走向新时代的辉煌 五、左权小花戏的历史传承特点 第二部分左权民歌小
花戏的艺术特征 第九单元具有民族歌舞普遍的艺术风格 一、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充满全
篇 二、赋、比、兴运用贯穿始终 三、题材内容广泛，词体格律多样 四、艺术形式丰富，风格色彩斑
斓 第十单元具有本土人文个性特色 一、民俗语言，本土化艺术特色之一绝 1.“心灵情感的火花”，原
生态记录最充分 2.“细节的真实”捕捉最典型 3.抒发情感的感叹方式有特色 4.民俗语汇表达情感最纯
朴 5.不同文体，语言特征鲜明 二、开花调的特殊魅力，艺术特色之二绝 1.什么叫“开花调” 2.“开花
”形式的分析 3.开花调的艺术品质 4.开花调的音乐特征 三、构思巧妙，想象奇特，艺术特色之三绝 1.
精湛奇特的句式结构 2.“三段”式的巧妙构思 3.“情节”设计的精妙绝伦 4.四句体山歌的画龙点睛 四
、民歌小调，委婉秀美，艺术特色之四绝 五、独具民俗风情的民间歌舞 1.戏曲型小花戏的艺术结构分
析 2.歌舞型左权小花戏的艺术特点 3.左权小花戏扇子“舞蹈”动作简介 4.关于左权小花戏的艺术特色 
中篇走进左权的历史社会 下篇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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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社火活动实践表明，民间歌舞有多少，社火最知道。
今天我们收集到的民歌小花戏的各种版本，几乎都是经由社火活动交流交际传承在民间的时空记录。
类似像伏娘呀》、 《二婶婶》、《龙灯秧歌》、《道秧歌》、《诌断筋》一类的“丑社火”，它直面
人生，直面社会，直抒胸臆，是人民群众表达共同心声的感情交汇点。
像《回婆家》、 《怀孩》、 《旦哥》、《探情郎》、 《会哥哥》、 《桃花红，杏花白》一类的小花
戏均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文化生活在社火前沿千人舞万人唱的历史记录。
透过社火活动这一文化生态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古代辽县劳动人民闹元宵，闹红火，闹社火闹得厉害
。
闹得越凶，恰恰是社会现实黑暗，人民穷愁潦倒凄楚悲惨生活的社会反衬。
只有这一节日的到来之时，广大劳动人民才能够充分利用社火的合法场合去畅快淋漓地在公开社会场
合痛痛快快地扭一扭、唱一唱、耍一耍、蹦一蹦、跳一跳。
他们内心越痛苦，他们就唱得越痛快；他们的生活越困惑，他们就扭得越起劲。
这是现实和向往的大对比，这是苦痛与夙愿的大反衬，这是思想压抑与情感表达的大宣泄，这也就是
形成元宵节社火活动大狂欢的根本社会原因。
而民歌小花戏在社火活动前沿展示得也最充分。
 在左权人的文艺活动中，几乎所有的民歌均可以用小花戏的文艺形式表演，几乎所有的小花戏的唱曲
最终都会积淀成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
歌不离舞，舞不离歌，歌舞不分家，形成民歌小花戏在民间传承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
歌出原生态，情撒社火节，就形成千年歌舞文化生态的基本特点。
年年岁岁跳花戏，村村寨寨闹社火， “社火活动”就是这里具有民俗风情歌舞的社会交响乐。
歌舞文化的传承，与其说是一种民间艺术的传承，倒不如说它是民俗文化精神的传承。
情撒社火节，既是民俗生活的乡土特点，也展示了这里人们的精神风貌与本土人文风俗的特征。
 时艰倍觉元宵暖，情撒社火话贫生。
 情天情海情难屈，万民一曲向天歌。
 【本单元探索的基本思考】 上述民歌可以看出，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抒发耕作岁月的苦难，尽现
于左权民歌之中。
它直率坚定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勤劳善良有强烈的爱憎，坚毅勇敢而富于正义感，刚悍质朴而有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尽管黑暗的政治统治并没有给予他们表达真实思想的社会空间，然而，埋藏在胸中的是非界限十分鲜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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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转千年的歌舞》旨在向人们展现左权民歌、左权小花戏是左权历代劳动人民千百年文化生活的历
史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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