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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秧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
民间艺术，包含了多种形式，主要包
括以下几种：一是曲调形式。晋中
秧歌的曲调丰富多样，有小调、杂
曲、牌子曲等。这些曲调往往旋律
优美，易于传唱，反映了当地的生活
习俗和情感表达。二是表演形式。
包括舞蹈秧歌、歌唱秧歌、戏曲秧歌
等。三是内容形式。包括生活小
戏、故事秧歌、时事秧歌。四是伴奏
形式，晋中秧歌的伴奏乐器多样，常
见的有二胡、笛子、笙、锣鼓等，这些
乐器的使用增加了秧歌的音乐性和
表现力。五是流派形式，晋中秧歌
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格和流
派，如祁太秧歌、榆次秧歌等，各具
特色。晋中秧歌的曲调具有丰富多

样性、地域特色鲜明、旋律优美流
畅、节奏明快活泼、情感表达细腻、
即兴创作、功能性强、传承与创新等
特点。这些特点是其艺术魅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能够流传至今
并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然而，目前晋中秧歌在文水
面临着传承问题，历史上留存的
300多个祁太秧歌剧目中，现在能
演出的不足 10%，能够坚持活动
的秧歌班子也仅剩方圆村、西宜
亭、南关等寥寥无几了。秧歌曲
调唱词的整理收集尚不完善，有
的剧目没有得到有效的记录和传
承。许多经典技艺已经失传，演
艺人员也出现了断层，特别是年
轻 一 代 的 演 艺 人 员 数 量 严 重 不

足。这就意味着将会影响到这一
艺术的未来发展。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需要采
取措施促进晋中秧歌的传承和发
展。当然传承的前提是要“去粗
取精”，在传统剧目中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并加以创新。加强对现
存剧目的记录和保存，鼓励年轻
人学习和表演秧歌，以及通过教
育和文化活动提高公众对这一传
统 艺 术 形 式 的 认 识 和 兴 趣 。 当
然，还需要采取立法保护、资金投
入、文化项目、公共宣传、档案保
存、加强交流、政策激励等措施。
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确保
晋中秧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以保存并继续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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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历史悠久，是有着三千
年历史的文化名城，1971 年吕梁设
立之前属于晋中管辖，东与祁县紧
邻，可以说文水是晋中（祁太）秧歌
发源地之一。文水秧歌就是以祁太
秧歌为基础，融入了更多的文水地
方文化和方言而形成的，成为了晋
中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晋中秧歌
的表演形式最初是元宵社火中的踩
街秧歌，通常由两位分别扮演俊扮
和丑扮的公子领头，后面跟着女演
员和男演员，分两行走街，无弦乐伴
奏，仅以轻敲边鼓和轻击锣镲来掌
握节奏。

从元朝“劝农立社”以来，乡村就
有元宵节期间搭坛习俗，每个社都在
街头用木制甲扇搭坛，供奉十殿阎
君，举行祭祀和社火活动。坛前有用
煤糕垒成的塔塔火，并用席子搭成围
墙，供人们围坐烤火、说书、听唱。这
些活动中最活跃的莫过于祁太秧
歌。有的在本社演，有的从本社出
发，一个社接一个社地演出，活动甚
至延伸到邻村。活动走到哪里，人们
跟到哪里，前呼后拥，鞭炮欢迎，到处
充满乡村烟火气息。

晋中秧歌拥有丰富的曲调，是
一个既能登台表演又适于在生活中
随时哼唱的歌种。它所反映的内容
广泛，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生活气
息和乡土风味。歌词朴实无华，趋
于生活化与口语化。因此，秧歌深
受文水广大人民的喜爱。秧歌的唱
腔曲谱按句式分为七种，包括二句
式、三句式、四句式、五句式、六句
式、垛句式和花句式。这些曲子的
语言生动活泼，唱词多为排比句式，
包含了许多虚字衬词。

早在嘉靖年间，文水就有自己
的地方秧歌。曾有“采街秧歌”“碰
板秧歌”和“古曲”等形式。逢年过
节，敬神还愿，闹庙会以及农闲娱乐
都演唱秧歌。演唱的剧目有“偷南
瓜”“小切帽”“送徐庶”“韩信打卦”
等。到了清末民初，“祁太秧歌”盛
行一时，由祁县的秧歌艺人“老双
龙”“四杆旗”等在文水传授祁太秧
歌，所以“文水秧歌”也统称为“祁太
秧歌”。据统计“祁太秧歌”的剧目
约 300余个，在文水流行的有 120多
个。晋中秧歌之所以深受人们喜
爱，其显著特点就是风趣幽默。

随着时间的推移，晋中秧歌逐
渐发展，吸收了晋剧的元素，提高了
其艺术水平。秧歌逐渐成为文水县
农村群众喜闻乐见、流行最广的一
种民间艺术形式。

民国期间，文水县几乎村村都
有秧歌班子，尤以方圆村的秧歌班
子流传甚广，人们叫“秧歌窝子”。
一次，方圆村的秧歌班子到汾阳演
武去演出，一个个土里土气的庄稼
汉形象让人家看不起。开场前打了
一段“二通”，打得人们提起了劲儿，
接着一出《买胭脂》让观众目瞪口
呆，半天才反应过来，本来准备喝倒
彩的人们变成了热烈的掌声。村里
马上送来兑久峪的煤、汾阳的油糕、
杏花村的酒热情招待。

方圆村的秧歌一炮打响，特别是
在汾阳、交城、祁县、太谷等晋中一带
很有名气，涌现出来许多秧歌名角，
人们把方圆村叫作“秧歌窝子”。他
们请太谷的秧歌大师法海师傅为老
师教授秧歌，同时还请晋剧大师四杆
旗教授晋剧，当地人把方圆村的秧歌
班子叫“风搅雪”，既能唱秧歌，也能

唱晋剧。据说，一道纸王宝银与水仙
花梁廷昌演唱的《回家》《算账》很是
精彩，配合得天衣无缝。娃娃声王守
信一口童声，长得可爱，演出后下了
台，小媳妇们争着给他衣服布袋里塞
糖块。方圆村秧歌名角梁廷昌、王宝
银曾进入晋中秧歌剧团，鼓师吕淑善
进入交城秧歌剧团。

吴村有个秧歌高手马宏图，也称
马升图，字如麟，艺名改门风，是一名
以演唱和传授秧歌为生的职业艺
人。马宏图擅长自编自演，现编现
演。其演唱的秧歌剧目《换碗儿》，演
唱十次十个样，现编的唱词，押韵顺
口，形象生动。一次，在西城村唱秧
歌，舞台是用大门扇搭建的。马宏图
一上台，就被大门扇上的门搭续儿绊
倒了，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马宏图
毫不慌张，趴在地上啊呀一声就叫起
板来，他边往起爬边唱道：“老汉我今
年七十出，走两步道儿不利索。搭台
台的人儿坏了心，门搭续儿放在当当
中，把老汉绊了一跤，你们心痛不心
痛。”马宏图现编现唱，震得台下观众
先是鸦雀无声，继而大声叫好。

南关老艺人杨万保，艺名松鼠旦，他不仅演
唱，还编写秧歌剧本，《偷山药蛋》《卖柴记》《捡麦
根》等，至今流传。祁太秧歌在里洪村这一带很受
人们欢迎，唱秧歌的人有任卯儿、王全维等。村里
有个常年进城卖硬柴的人，名叫王有恩。有人就
编了秧歌《卖柴记》，开头唱道：“家住在文水里洪
村，我的名儿叫王有恩……”梁林儿在太原送黏
土，那时候城里人也是烧煤泥，要用黏土和煤搅和
起来烧。走街串巷的梁林儿把太原街巷名称记得
滚瓜烂熟，正月里在村里就给人们唱《游太原》。
宋家庄村的秧歌班子不仅在本村演唱，还去邻村
演出，宋怀瑾还自己编了《捡麦根》。苏家堡村有
个编剧苏长树，编写过《编组》等剧本。新堡村的
康天清多才多艺，民国期间太原一戏台倒塌，压死
的人中还有个新堡村姓康的。康天清编了段《塌
戏园则》跌杂则：“年代多，木头旧，烂的螺丝没丝
扣；人们只顾台上瞅，不觉顶棚往下走……”解放
太原期间，他又编了《打太原》，深受大家欢迎。后
来他成了太原三晋栈的正式演员。

流传很广的秧歌《洗衣计》是方圆村成大业创
作的，分《逃难》《投案》《下南京》《开店》《游地狱》

《团圆》等十几本，能演几天几夜。正是受方圆村
“秧歌窝子”的熏陶，该村姑娘王奴儿嫁到交城山
张氏人家，生了两子张早科、张海科。当时交城山
吃的是山药蛋，骑的是毛驴驴，于是诞生了著名的
民歌《交城山》。

吴村“改门风”马宏图不仅能演能教，而且是一
个难得的秧歌剧作家。他编写了一大批优秀的秧
歌剧目，其中有不少富有时代气息和教育意义的进
步作品，如《水漫东村》《游晋祠》《九一八》《逃难》

《决心赶走小日本》《换碗》《卖柴记》《奶娃娃》等。
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他爱憎
分明的思想感情，深受观众的喜爱。

民国期间，崖底村的张月儿是
秧歌名角，他唱《把鹌鹑》：“清早起
来没做的，提上箩头捡粪的，一直走
到磨道里，看见鹌鹑打架哩，上去一
把逮住啦……”村里人都喜欢听。

南武度村爱好祁太秧歌的人很
多，赵壳山演唱《苏三起解》很有韵
味，深受人们喜爱；马生才唱《张公
子回家》嗓音洪亮；王书翠艺名水鲜
花，演唱的《捡麦根》以鬼巧闻名；王
书六唱的《打花鼓》架势好看；段来
全唱《割田》、马连成唱《打冬凌》、王
广玉扮演老生都有名望；王书翠、王
书六兄弟合唱《十家排时闹得见了
血》，逗得观众大笑。

穆家寨村穆怀元是个秧歌通，
一天去庙会上卖甘草，卖完甘草便
来到戏场看人家唱秧歌。这时，台
上的演员忘词了，鼓乐声不断，急得演员台上乱转，
台下的穆怀元大声唱了一句，这一提示，让台上的演
员马上想了起来，接着唱下去。演出结束后，剧团还
请穆怀元吃了饭。

西北安村的秧歌班子请交城温家寨的秧歌名
家温耀高当师傅，冬天农闲时间进行培训，涌现出
了一批秧歌高手，如人称赛圪抿壶的丑角张振成，

“能叫跑得喘死，也不能误了双喜儿的哭煞”的耿
双喜，还有张肇熙、张超德、张时建等。东北安秧
歌也比较活跃，村里王骏曾在太谷车铺里打铁，学
得很多太谷秧歌，回村后经常给村里的秧歌爱好
者传授秧歌，并组织演出。他能文能武，可演三花
脸，也可扮正旦。村里人说：“肉娃子的胡琴云忙
的板，瞎来多唱起来睁大眼。”肉娃子是孟祥顺，云
忙是刘昱，瞎来多是孟束孔，是位盲人，秧歌唱得
有模有样。

民国期间，上曲村的秧歌手郭汝儿给孙子郭拉
成过三周岁，请得上段村的二侯眼等来唱秧歌。郭
汝儿听着听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火柴，划着火柴
在地下寻找着什么，人们问他在找什么。郭汝儿说，
在找调儿。原来，台上唱的秧歌跑了调儿了。

晋中秧歌，又称为祁太秧歌，是一种流行于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太谷县及其周边地区的民间戏曲艺术。这种艺术
形式融合了小曲、杂说、歌舞和戏曲的元素，是一种综合性民间艺术。晋中秧歌以农村生活故事、民间习俗和传闻轶事
为题材，通过优美的曲调和表演形式，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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