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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土家族戏曲曲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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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ꎬ 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　 要〕鄂西土家族指现今的恩施少数民族自治州以及长阳土家族、五峰土家两

个土家族自治县ꎬ文化历史悠久ꎬ是巴文化的发祥地ꎬ其戏曲音乐非常丰富并有着独特

的民族特点ꎮ 当下中国传统戏曲受到现代音乐文化的强大冲击ꎬ一些地方戏曲已经消

失或正在消亡ꎬ深受土家族人民喜爱的傩戏、灯戏、堂戏等民间戏曲也面临着同样的窘

境ꎬ这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消失在生育养育它的沃土上ꎬ淡出人们的视线ꎬ
遇到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ꎬ这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ꎬ是中华

文化的根ꎬ活态化传承和保护它们应是中华儿女的自觉行为和责任ꎮ
〔关键词〕鄂西土家族ꎻ传统戏曲ꎻ原生性ꎻ活态化传承

鄂西土家族是指现今的恩施地区以及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ꎬ是以土

家族居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ꎬ鄂西土家族有着悠久的传统音乐历史ꎬ文化底蕴丰

厚ꎬ传统民间音乐有着自身独特的音乐文化特点ꎮ 鄂西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音乐是土家族传统音乐中的佼佼者ꎬ多姿多彩ꎬ种类较多ꎮ 以传统戏曲类

为例ꎬ它们的音乐形态构成的特点及其规律ꎬ是传承和保护鄂西土家族优秀民族

音乐文化非常有研究价值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ꎮ
鄂西土家族民间音乐风格高度统一ꎬ在表现共性和特性的差异及其他民歌

类型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上有相对稳定的艺术特色ꎬ展示了鄂西土家族风俗、礼仪

—０２２—



习俗、民俗文化和民族的艺术风格ꎮ 鄂西土家族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基于土家族

在自己音乐中表现的审美范畴ꎬ人们感知到的是它们从音乐中呈现出来的不同

于其他民族的特点ꎮ

一、鄂西土家族“非遗”戏曲的文化原生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ꎬ勤劳智慧的土家族人民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属于本

民族的灿烂文化ꎮ 土家族音乐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主要来源ꎬ在继

承和发展创新上与其它文化相互融合、沟通与借鉴ꎬ土家族音乐文化的人文价值

非常丰富ꎬ充分体现了本民族顽强的精神和生命力ꎮ
土家族戏曲音乐的形成主要受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风民俗的影响ꎬ是土

家人生产和再生产中长期口传心授努力的结晶ꎬ是土家族群体成熟的审美意识

逐渐形成的艺术表现对象ꎬ区别于其它群体的艺术风格ꎮ 如湖南、湖北、四川、贵
州土家族起源于同一个民族ꎬ都有着密切而不可分割的民族关系ꎬ但在音乐风格

上又略有差异ꎮ
鄂西土家族的音乐作品其艺术风格源于大自然ꎬ是一个群体文化个性的影

射ꎬ综合反映了鄂西土家族人的社会思想、生活情感、民间习俗以及审美观念ꎮ
鄂西土家族的传统民间音乐是随着大家口耳相传不断改变与完善的ꎬ不是一成

不变的ꎬ它的艺术风格是在不断延伸中创造的ꎬ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ꎬ由地理环

境、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宗教信仰ꎬ民俗风情等自然的文化背景下完成的ꎬ是在

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形成的ꎮ 在当下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发生了很

大变化ꎬ部分土家族民间音乐渐渐失去了原动力ꎬ民间艺人正在慢慢失去他们的

生存空间ꎬ传统艺术文化正在失去它的生存土壤而逐渐衰落ꎮ

二、鄂西土家族“非遗”戏曲的原生性种类

清乾隆时期ꎬ被称为“花部”的各种戏曲声腔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散布开来ꎬ
南北方音乐互相流传ꎬ各种唱法相互融合借鉴ꎬ逐渐萌生出许多民间歌舞ꎬ并在

这些歌舞的基础上发展成许多民间小戏ꎬ随着当时戏曲音乐文化形势的发展ꎬ柳
子戏、堂戏、灯戏等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小戏在鄂西土家族地区盛行ꎬ受到土家民

众的喜爱和欢迎ꎬ民间小戏从此在鄂西土家族区域生根发芽并繁荣起来ꎮ
(一)傩戏

傩戏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ꎬ深受土家族人们的喜爱ꎮ 主要流行于鄂西南

的恩施、长阳、五峰、巴东、建始、利川、鹤峰、来凤等地ꎬ以八百里清江以南为昌盛

之地ꎬ仅鹤峰县就有 ２５ 个傩坛分布全县各乡镇ꎮ 这在当地被称为“傩坛”ꎬ至少

有三人ꎬ多不超过十人ꎬ被称为“坛主”或“掌坛师”ꎮ 这类通常是基于一个傩村

为中心ꎬ一个姓氏为主体ꎬ表演时间最少不到一天ꎬ最多则半个多月ꎬ表演形式上

分为面具傩和开面傩ꎬ面具傩的节目需戴面具表演ꎬ开面傩则是无需戴面ꎮ〔１〕 傩

戏与冲傩等宗教活动融为一体ꎬ傩戏一般会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表演ꎬ先开坛、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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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洞、后闭坛ꎬ打开洞门才是剧目ꎬ这与其他戏曲的形式大不相同ꎮ 而开坛和闭

坛就是迎接神灵和送走神灵的法事ꎬ因部分人非常迷信ꎬ生病后认为是鬼神在作

怪ꎬ于是会求神仙保佑ꎬ并许下傩愿ꎮ 一旦到了还傩愿的时候ꎬ准备好纸钱等祭

祀用的东西ꎬ以求得心灵的慰藉ꎮ
(二)柳子戏

继傩戏之后出现的民间戏曲ꎬ是在其它土家族地区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形

成的民间说唱并伴有舞蹈ꎮ 在较长时间的流播过程中ꎬ民间戏曲在土家族地区

许多地方戏剧元素和民族文化元素中ꎬ逐渐发展为具有戏剧的某些特征ꎮ
柳子戏在鄂西土家族地区广泛流行ꎬ深受土家族人青睐ꎬ土家人还把它称为

阳戏或者“杨花柳”ꎮ 在许多方面柳子戏与傩戏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ꎬ音乐关系

亲密ꎬ比如在剧目、唱腔、表演方面等方面多有相似ꎮ 柳子戏的传统剧现约有

１００ 多个ꎬ以反映民间家庭的生活玩乐为主要内容ꎬ戏的特点是简单的人物关

系ꎬ简单的戏中情节ꎮ〔２〕

(三)灯戏

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民间小戏灯是在许多花灯和歌舞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

的ꎬ主要流行在现今的鄂西恩施自治州及鹤峰、来凤等县乡镇ꎮ
在鄂西广泛流传的灯戏ꎬ主要是来自于四川ꎬ在恩施土地上扎根发展ꎬ１９５５

年给它改名为恩施灯戏ꎮ 灯戏一般在喜庆的日子会被多人邀请ꎬ小的种类也很

多ꎬ清明时节祭祀扫墓唱“清明灯”ꎬ春节则唱喜庆的“贺年灯”ꎬ老人生日庆贺唱

“寿灯”ꎬ结婚生子唱“喜灯”ꎬ集市开张许愿还愿唱“公灯”ꎮ 灯戏传入鄂西土家

族地区ꎬ在当地与风俗习惯和语言风格相融合ꎬ保持原有的基本风格不变ꎬ最后

形成了鄂西土家族地方特色传统的灯戏ꎮ (如图 １)
图　 １

(四)堂戏

流传在长江沿线的堂戏ꎬ主要分布在巴东、巫山、秭归、建始、兴山等几个县ꎬ
神农架、五峰和长阳两个土家族自治县也有堂戏的影子存在ꎮ 大部分的地区都

叫做堂戏ꎬ但是秭归地区称为建东花鼓戏ꎮ 人们认为堂戏的摇篮属于长江北岸

的巴东县神农溪流域ꎮ 堂戏从声腔上划分为两类:一是梁山调由大筒子胡琴主

奏的ꎬ二是京胡主奏的皮黄腔ꎬ两种唱腔的风格完全不同ꎬ虽然可以同台演出ꎬ但
不能在一个节目中出现ꎮ 区分伴奏的节奏主要是看武场和文场的内容与形式ꎬ
文场的伴奏乐器主要有胡琴与琐呐ꎬ武场的伴奏乐器较丰富ꎬ有盆鼓、边鼓、竹
梆、大锣、大钱、小钱、二锣、马锣等(图 ２)ꎬ演奏闹台锣鼓、表演锣鼓、唱腔锣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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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固定的戏班ꎬ规模不是很大ꎬ一般不少于七人ꎬ最多也不要超过九人ꎬ常言“七
紧八松九消停”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ꎮ (如图 ３)

图　 ２

图　 ３

三、鄂西土家族“非遗”戏曲的原生性音乐形态

(一)结构形态

音乐形态主要是讲音乐的外部结构和内部形态ꎬ由于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

的曲牌结构复杂多样ꎬ为清楚地理解鄂西土家族传统曲艺音乐的形态ꎬ所以我们

把乐曲分为单曲体结构与联曲体结构ꎮ 单曲体结构的乐曲ꎬ一般比较简单易懂ꎬ
乐曲曲体进程和演变比较有条不紊ꎬ有时自由舒缓ꎬ有时是规整扩张ꎮ 单句体、
双句体、三句体、四句体、五句体和多句体是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单曲体结构的

主要形态ꎬ在这之中ꎬ出现最多的则是双句体ꎬ它是由一个乐句组成的乐段ꎬ因比

较简单而称为单曲体结构ꎮ〔３〕 联曲体结构的乐曲曲体主要由多句体结构组成ꎬ
形态多样ꎬ变化万千ꎮ 联曲体是在单曲体的基础上变化发展使之不断延伸ꎬ曲体

结构稍显复杂ꎬ主要特点是通过旋律节奏的不断变化重复ꎬ使乐器伴奏起到调节

过渡、充实帮腔和衔接伴奏的作用ꎮ (如图 １)
«小姑贤»是阳戏中的一段金钱调ꎬ引子是以敲打锣鼓的形式出现ꎬ用节奏

代替音乐ꎬ前奏三小节是在第一乐句的基础上作变化重复ꎬ间奏中的三小节又是

第二乐句的重复ꎬ之后再出现四小节的间奏ꎬ这四小节的伴奏是模仿这个曲子的

主题ꎬ后面三小节则是本曲的转折句ꎬ后又紧跟两小节的伴奏ꎬ到第四句结束本

曲ꎮ «小姑贤»中间的起、承、转、合分明ꎬ属于非常典型的一句体结构ꎮ
(二)调式音阶

鄂西土家族戏曲音乐受其特殊地域生态环境、地方文化习俗的影响ꎬ在音阶

构成上因剧种特点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独有的风格特性ꎬ调式音乐主要采用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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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民族五声调式ꎮ 如鄂西土家族傩堂戏、阳戏、花灯等戏曲剧种的调式音阶ꎬ
除了少数剧种表现出了完全的五声音阶结构之外ꎬ其它的几乎都是三音列、四音

列的音乐旋律结构ꎮ 鄂西土家族土司曲艺音乐是以三度、五度和四度、五度为调

式的主要结构ꎬ偶尔也会为丰富旋律采用综合两种调式结构的音乐来交替出

现ꎮ〔４〕鄂西土家族傩堂戏的音乐基本是采用以三音列、四音列结构ꎬ缺宫、少角

是它的音乐结构特点ꎮ
自明清以来ꎬ五声调式在鄂西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中的运用较为广泛ꎬ这种

在三声音列、四声音列框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五声调式音乐结构ꎬ形成了不同的

五种五声音阶组成ꎬ用宫、商、角、徵、羽命名构成五种五声性调式运用于鄂西土

家族戏曲音乐之中ꎮ 如傩堂戏中«安猖»的唱段它就是个调式骨架不完全的音

乐结构ꎬ但从旋律走向看又属于一个五声羽调式的形态结构ꎬ其调式的音乐形态

特征游离、非常不确定、不明显ꎮ (如图 ２)
(三)旋律特点

级进、三度小跳是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的主要旋律ꎬ音乐具有非常明显的五

声调式音列特征ꎮ 它将土家族的鼓舞、民歌与宗教音乐融入进来ꎬ使音乐表现力

更加明显ꎮ 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中还有几种样式较为特殊的旋律:(１)级进与

连续级进ꎮ 不管是在傩堂戏、阳戏、花灯戏、木偶戏中还是南戏、柳子戏中都有明

显地体现出来ꎮ 旋律在进行中一直保持着级进的开始ꎬ有时候会加入八度ꎬ这种

有可能是人声也有可能是乐器打造出了这么一种快要超越极限的效果ꎬ这种是

比较特殊的ꎮ (２)同音重复交替ꎮ 鄂西土家族的戏曲音乐中ꎬ多数旋律的走向

是呈级进式的同音交替重复出现ꎬ如傩堂戏、阳戏的旋律在交替重复中就得到较

好引申ꎬ使旋律音乐丰满多变ꎬ这种旋律的同音重复交替也是鄂西土家族戏曲音

乐较为鲜明的特点ꎮ (如图 ４)
图　 ４

上例旋律中ꎬ在三声音列的结构上发展ꎬ将旋律不断地延伸展开ꎬ引申了一

个大二度ꎬ每个音慢慢有更多的重复使用ꎬ初始出现的音不断重叠ꎬ推进引申音

乐ꎬ如“６６”“１１”“２２”“３３”这四组同音相叠的音乐结构ꎬ以三度、四度、五度上行

级进不断地连续出现在旋律中ꎬ是主骨架音前后呼应相对肯定起到稳定性的作

用ꎮ 在傩堂戏的唱腔中ꎬ相同音乐的旋律重复、变化以及交替是土家族土司戏曲

艺音乐的主旋律ꎮ〔５〕许多民族音乐学家认为ꎬ傩戏唱腔的重点在于调式的主音ꎬ
强调主体结构音的稳定ꎬ这与本地区其它音乐在色彩结构上是有区别的ꎮ 同音

重复交替是鄂西土家族曲艺音乐一定会用到的旋律表现手法ꎬ但土家族戏曲音

乐交替变换的手法有很多ꎬ为了发展旋律ꎬ扩大声腔ꎬ乐句和乐段变化重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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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成不变的ꎮ (３)音列序进ꎮ 鄂西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最基本的行进方式

二、三声音列序进ꎬ唱腔旋律音依次向高、向低序进呈回旋形态ꎮ 二、三声音列序

进也是鄂西土家族戏曲音乐发展最基本的创作手法ꎬ其旋律形态表现单纯ꎮ 由

于二、三声音列旋律是来源于鄂西土家族人的生产和生活ꎬ简单明了地反映了鄂

西土家族人勤劳乐观的生活态度、丰富深厚的人文情趣ꎬ所以它对鄂西土家族的

语言和声调产生了较大影响ꎮ (如图 ５)
图　 ５

傩戏«白旗»唱段其平稳的唱腔ꎬ节奏起伏跳度不大ꎬ但中间有松、有紧的节

奏变化ꎬ通过级进和小的跳进穿插ꎬ使整个乐曲较为自然平和ꎬ具有明显的“三
音列”旋律特征ꎮ

(四)板式与形式

鄂西土家族传统的民间戏曲艺术以坐唱为主要形式ꎬ有说有唱ꎬ边说边唱ꎬ
一个人可扮演多个角色ꎬ生、旦、净、末、丑是剧目的主要表演角色ꎮ 演唱时伴奏

乐器为竹筒和简板ꎮ 竹筒质料是三节打通的竹子ꎬ内空可容三指ꎬ并用猪小肠蒙

其底端ꎬ外加缠布的套圈ꎬ发音清脆ꎬ易起共鸣ꎮ 简板ꎬ艺人称作“竹片”或“靠
尺”ꎮ〔６〕由上窄下宽呈梭形的竹片制成ꎬ两块相击ꎬ发“尺”之声ꎮ 有时在简板上

方加系铃ꎮ 唱者怀抱竹筒而坐ꎬ左脚搁在右腿上ꎬ左手执简板ꎬ右手击竹筒ꎮ 鼓

和板是竹琴的重要伴奏乐器ꎬ并且有多种多样的击法ꎮ 艺人在传徒授艺时ꎬ把板

的声音读作“磁”ꎬ鼓的声音读作“乓”ꎬ滚奏读作“嘟儿”ꎬ鼓、板合击读作“砰”ꎬ
一板一眼是板的常用法ꎬ一板一眼的唱腔可在强拍上击一板ꎬ也可每拍击板或每

拍击两板ꎮ 鼓单击时每拍击一下ꎬ双击时每拍两下ꎬ亦可每拍击三下ꎮ〔７〕 击三下

时ꎬ前半拍单击ꎬ后半拍双击ꎬ此外ꎬ还可以滚奏、连奏(鼓、板同击与鼓连击)ꎬ这
也是很多少数民族戏曲曲种的板式结构与形式ꎬ所以说各种艺术品种中都有互

通的共性与个性特点ꎮ

四、鄂西土家族“非遗”戏曲的活态化传承保护

当下鄂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音乐的传承与保护ꎬ一是应政府主导及时抢救ꎮ
广大群众要参与到传承传统音乐文化队伍中来ꎬ合理利用现有的保护资源及人

力共享ꎮ 二是区域保护ꎮ 土家族人应该自觉积极地保护本民族的音乐文化遗

产ꎬ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ꎬ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土家族人自己的积

极行动和重要觉悟ꎮ 如云南某些地方ꎬ设立了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ꎬ土家族人民

是否可以学习借鉴呢? 保护区不是封闭ꎬ更不是为经济利益而破坏它的生态平

衡ꎮ 三是学术保护ꎮ 应使用更多的渠道开展学术研究ꎬ研究如何科学的传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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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域下传统戏曲的原生性与活态化



新ꎬ又能保护好土家族戏曲音乐文化的根本特征ꎬ加深和扩大土家族戏艺音乐文

化的影响力ꎮ 四是教育保护ꎮ 通过学校教育ꎬ让更多的人了解鄂西土家族的传

统戏曲音乐文化ꎬ学校也要开设相应的课程ꎬ使当今时代的学生能多少了解一些

鄂西土家族的传统戏曲音乐文化ꎬ目前有些高校开设了素质拓展课程ꎬ如三峡大

学把鄂西南传统音乐引入音乐类专业及文化素养课课堂ꎬ使传承和保护工作落

到实处ꎮ〔８〕

如今民族民间音乐走向广阔的大众舞台ꎬ从生活中提炼上升到艺术境地是

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创作发展的趋势ꎬ在这条道路上想要更好更快地适应由传

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发展ꎬ传承和保护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根基势在必行ꎬ高度

的认识发展与传承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真正内涵和重要性ꎬ传承和保护的目的

是要继续发展它ꎬ拒绝发展、永恒不变并不是传承目的ꎬ坚持不断创新ꎬ不断改变

才是艺术生命发展的灵魂ꎮ

五、结　 语

“非遗”视野下鄂西土家族地区戏曲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ꎬ从它的发展原

因、历史亲缘关系等方面反映出土家族的文化历史进程、社会生活、经济制度、风
俗习惯、道德伦理、审美理念、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ꎬ土家族的人文底蕴精神和文

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ꎮ 在迅猛发展的科技时代ꎬ现代文化与大

众传媒日新月异ꎬ民间传统音乐艺术经受着残酷的考验和挑战ꎮ 鄂西土家族的

“非遗”戏曲音乐也不例外ꎬ正处在衰退、变异、濒危消失的边沿ꎬ保护鄂西土家

族传统戏曲音乐文化已是不容有怠ꎮ 呼吁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立法保

护与合理管理ꎬ完善保护运行机制ꎬ建立专项资金ꎬ让更多的音乐文化学者参与

进来给予更好的建议与方法ꎬ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保护和传承ꎬ使保护和传承中华

优秀的传统音乐艺术成为人们的自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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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田世高:«土家族音乐形态论»ꎬ«天津音乐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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