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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田野·社会丛书·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尝试以民
间文化传统为对象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作者以秧歌小戏为关注焦点，在北方农村社会百年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展现民间戏曲的生存状态，尤
其重点关注国家如何对民间戏曲加以改造；透过对这一改造过程的深入分析，揭示出国家与乡村之间
的互动联系。
乡村社会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民间戏曲的盛衰；秧歌小戏的改旧作新，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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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晓莉，1977年生，山西繁峙县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社会史及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
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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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踩街秧歌主要在元宵节前后演出，成为村中元宵节社火活动的组成部分。
表演形式为俊扮和丑扮两个公子，手持折扇领头，带领背花鼓的女角和拍小镲、敲小锣的男角分两行
沿街行进。
领头的公子咏诵诸如“男人种地女织布，和和气气闹家务。
指望今年收成好，儿孙满堂全家福”之类的吉庆话。
咏诵毕，在锣鼓声中，两三个演员进入场地中央，伴随舞蹈唱几支小曲儿，唱罢又复前行，至踩遍全
村各街为止。
这时所演唱的节日大多是以第三人称说见闻、数典故、叙景致。
舞蹈动作也十分简单，基本是一种歌舞形式。
 清嘉庆、道光年间，祁县、太谷一带商业繁荣，在商人们的频繁往来中，一些南方的时兴小曲儿和小
戏传入晋中。
受到这些小戏启发，民间艺人开始编唱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口头剧目，如《割田》、《回家》、《袖
筒记》、《换时花》等，在这些剧目中有了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分为生、旦、丑三行，在表演形式
上也不再是单纯的踩街，而是在踩街后登上临时用门板搭起的土台进行演出。
虽然形式和内容都还很简陋，但可以说，这时的祁太秧歌已具有了“以歌舞说故事”的戏曲特点。
 与祁太秧歌类似，襄武秧歌也是源于襄垣农村元宵节的社火活动。
据当地老艺人讲，大约明末清初，在襄垣北部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演唱形式，人们把平时哼唱的民歌
小调和夯歌结合起来，配上词句——大都是当地庆贺丰收的喜庆唱词，进行就地演唱。
因为主要以妇女们纺花时自己哼的小调为主调，所以当时也叫纺花调。
后来在演唱时又配上锣鼓点，编了小故事唱词，形成了元宵社火中的闹秧歌。
大约在光绪年间，河南沁阳县人张金川随父亲逃难到襄垣上良村，学会了当地秧歌，后来他又到长治
西火村打铁，学会了西火秧歌，遂将两种秧歌糅合，形成了一种新腔。
这种新腔很快在襄垣、武乡两县流传，成为襄武秧歌的前身。
另有传说，襄武秧歌距今大约有140多年，是由一种夯歌发展演变而来的。
当时夯歌流行于长治县荫城一带，曲调很简单，唱词多是由打夯人即兴编填。
大约在19世纪中期，一个跑乡的铁匠师傅张金川，把这种夯歌带到武乡的下合一带，广为当地打夯采
用，乡民因此称这种夯歌为铁匠旦歌。
后来铁匠旦歌逐渐发展成跑腿秧歌，形式与祁太秧歌中的踩街秧歌相似，盛行于当地。
无论襄武秧歌源流何处，它都被认为是民间劳作中的产物。
 光绪十年（1884）左右，由上良村艺人王福锁发起，集中了襄垣、武乡两县所辖上良、下良、西营、
城底等18村的自乐秧歌班名艺人，组成了半职业性的18村秧歌班，在当地盛极一时。
随着18村秧歌的发展成熟，在角色、唱腔和乐器方面日渐完善，襄武秧歌最终成为乡村戏台上颇受民
众喜爱的新剧种。
 与祁太秧歌、襄武秧歌“由歌而戏”的发展过程不同，祁县温曲村盛行的武秧歌则具有某种传奇色彩
。
据当地老人讲，温曲村的武秧歌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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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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