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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朱老师，请问青海地方曲艺
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朱嘉华：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

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

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

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青海地方曲艺

有 20 个曲种，其中包括汉族曲艺青海

平弦、越弦、河州贤孝、快板贤孝、西宁

贤孝、道情、搅儿、倒江水、下弦、下背

工、太平秧歌、说书、官弦，藏族曲艺格

萨尔、白嘎尔、仲勒，蒙古族的图吉那

木特尔，土族的道拉，撒拉族的撒拉

曲，回族的宴席曲、曲儿等。其中，青

海汉族曲艺主要流行于河湟地区。

记者：青海汉族曲艺具有哪些艺
术特点呢？

朱嘉华：青海汉族曲艺均以便装

坐唱形式见长，加之用青海方言演唱，

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平弦为例，

曲调平缓典雅，旋律优美柔和，表达波

澜不惊。唱腔既委婉动听，又拖沓冗

长。曲目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古典名著等。演唱时三五人、十数

人不等，主唱者手拿“月儿”(小瓷碟)，
以竹筷击节而唱，其他人以三弦、扬

琴、二胡、板胡、笛子、琵琶等伴奏。伴

奏者在中间或结尾处伴唱，谓之“拉梢

子”。

传统青海汉族曲艺的一个显著特

点就是自娱自乐，因为青海历史上没

有专业的曲艺团体，所有艺人都是民

间曲艺爱好者，他们闲暇时汇聚在茶

社，既欣赏别人的演唱，又可以登台切

磋技艺。随着旋律的递进从容抒发感

情、说唱历史掌故，从而达到自我欣

赏、自我陶醉的境界。最初的演唱一

人、一把三弦足矣，后来才发展到小型

乐队伴奏。当然，倒江水和后来形成

的搅儿均以即兴说唱见长，可以与大

众曲艺的相声、快板相媲美，发挥着曲

艺短平快的优势，也是现代群众比较

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

记者：欣赏青海平弦，那优雅的唱
词不禁让人联想到江南水乡的昆曲；
而气势雄浑的青海官弦又有着关西大
汉手持铜琵琶、铁绰板慷慨而歌的意
蕴。青海汉族曲艺中，似乎总是荡漾
着江南的波光、中原的麦浪。有人说，
青海的汉族曲艺是历史上随着汉族移
民的到来而从内地传入青海的，寄托
着青海汉族先民对内地故土的乡愁，
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朱嘉华：青海汉族曲艺种类不是

很多，但它们的形成年代、背景有所不

同，我以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曲种

的发展历史为例谈谈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青海地方曲艺里

的阳春白雪——“青海平弦”。青海平

弦，早期称作“西宁赋子”。青海平弦

的形成渊源没有史料记载，但平弦研

究者们对其渊源的看法大致是：清代

同治末年，随着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外

地官员、军队和大量京、津、直隶、山、

陕商人往来于西北各地，清代岔曲“八

角鼓”牌子杂曲随之被带入青海，构成

了青海平弦的基础，后来逐步发展演

变成青海平弦。还有一种观点是南北

兼容说，平弦曲调温柔典雅，近似江南

风格。明初以至嘉靖、隆庆时由南京

一带随移民传入。至 20 世纪初，以八

角鼓牌子杂曲为代表的北曲也在青海

流行，为南北曲兼容创造了条件。后

来又广泛吸收了本地以及外地的民歌

小调、戏曲以及宗教音乐，相互融合，

逐步发展成青海平弦。

以上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探讨了

青海平弦形成的历史渊源，虽然没有

形成统一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明确：

明末清初随着江南、中原人口的迁徙，

移民们进行传唱的江南、中原民间口

头文学，到达青海高原后，在与高原文

化相互碰撞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

新的说唱形式——青海平弦。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大曲种，“青海

平弦”的姊妹——“青海越弦”。青海

越弦大致上是清代中期由陕西传入，

主要曲调的名称、唱词的句式规律等

与陕西眉户基本相同，流行于湟水流

域 各 地 。 曲 牌 及 主 要 曲 调 有 五 十 多

个，伴奏乐器为三弦、板胡、二胡、盏儿

（碰铃）、梆子、笛子等。

越弦以表现民间生活故事题材见

长，这也是越弦在群众中广为传唱的

主要原因之一。它的曲调流畅、动人，

表现力非常丰富。越弦段子有着比较

严谨的格律，要求曲词合辙押韵，唱词

要求通俗、生动，口语化。

越弦的主要曲调如 [五更][西京]
[岗调][紧诉][慢诉]等，基本上都能在陕

西曲子中找到踪迹。由此可以推定，

青海越弦就是由陕西眉户戏派生出来

的。它在青海的发展过程中，艺人们

又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小调和古代小曲

儿，从唱腔、道白、语言、风格等多方面

经过长期的演唱实践，加以丰富和改

造，才形成了今天独具浓郁地方特色

的地方曲种。

另外，我们来看“青海道情”。“道

情”是全国各地普遍流行的曲种，流行

在什么地方的“道情”大致上就以当地

地名来命名。“道情”源于唐代的《九

真》《承 天》等 道 家 诵 唱 的 经 文 及 曲

调。远在南宋时代，就有了“渔鼓简板

唱道情”的记载，现在流行全国各地的

道情都受到当地不同曲艺曲种、戏曲、

民间小调、牌子曲等的影响，并与它们

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形成了本地特

有的道情及其风格，青海道情也是如

此。

记者：青海虽然地处偏远，远离中
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这里却
保留了很多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这
些中原文化与青海的土著文化相互激
荡融合，形成了今天的青海文化。青
海汉族曲艺就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典型
代表之一。那么，具体说来，青海地方
曲艺的哪些方面显现了与内地曲艺的
文化交流与融合？

朱嘉华：青海汉族曲艺中江南文

化、中原文化的影子随处可见。首先

是它的曲牌，比如[皂罗袍]是昆曲唱腔

曲牌；[凤阳歌]为淮红戏中的重要曲

牌，来源于扬州清曲中的同名曲牌，山

东琴书里有广泛应用；[银纽丝]是山东

地方风格的筝曲；[背工调]是四川清音

里的核心曲牌；[清水令][小开梅]是古

曲[新水令][小开门]的音变，都是元杂

剧的著名曲牌；[柳叶青][梵王宫]的曲

调出自越调；[钉缸调]出自山陕民间小

调；[佛号][偈子]来自《宝卷》等宗教音

乐。这些音乐被青海的民间艺术家们

稍加改变，吸收在平弦中，风格统一，

浑然天成。

青海平弦不仅曲调优美，而且唱

词文雅，如《展春元捎书》中的唱词：

“暑退金风觉夜长，雁过南楼思故乡，

凄凉最难当”，是不是带有明显的宋

词元曲风格呢？青海平弦的曲目文字

体裁以齐言韵文为主，也有少量混合

体，平弦因唱腔曲牌结构多样，唱词的

词格也随之多变。词格有两句、三句、

四句、五句、六句等。

又如西宁贤孝的传统曲目内容比

较广泛，大部分为劝人向善，与从唐代

寺院俗讲演变而来的《宝卷》有一定的

渊源关系，如《白鹦哥吊孝》就直接从

《鹦哥宝卷》移植而来。

再比如岔曲作为一种独特的京城

传统艺术，它起源于满族的单弦艺术，

清代在八旗子弟中流行，主要曲调有

[平调韵][荡韵]等，所插用的牌子有[罗
江怨][银纽丝][剪靛花]等，青海平弦则

有[正荡韵][反荡韵]以及[罗江怨][银纽

丝] [剪 靛 花]等 ，岔 曲 的 传 统 曲 目《春

景》《秋景》《踏雪寻梅》在青海平弦中

全部存在，是不是高度相似呢？

青 海 曲 艺 名 家 刘 钧 先 生 曾 经 说

过，老西宁人遇到婚丧嫁娶、生子满

月、乔迁贺喜、生辰祝寿、店铺开张、金

榜题名等大事，都要请曲艺艺人来唱

曲儿助兴，最特别的要数丧礼中的“醒

灵”仪式。醒灵是家中老人去世后，要

在出殡的头一天晚上，等外家说话、送

亡、入殓程序完毕后，请曲艺艺人唱曲

儿，一是超度亡灵；二是亡者的亲属在

灵堂前彰显自己的贤惠孝顺；三是借

此机会让亲友、后人在听曲儿的过程

中受到启迪教化。在山西吕梁地区也

有醒灵风俗，可见，山陕商人带来中原

文化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记者：从演唱形式来说，能否看出
青海曲艺与内地曲艺的关联？

朱嘉华：就演唱形式而言，与江南

的“苏州评弹”一样，传统的青海地方

曲艺的表现形式也为坐唱艺术。比如

青海平弦，它就是在城市的茶社里进

行的，是一种高雅的艺术。越弦一般

在乡村盛行，农家院落、河滩树林都有

它的声音。贤孝与浙江“莲花落”一

样 ，一 般 是 盲 艺 人 走 街 串 巷 进 行 演

唱。这些表现形式已被历史潮流所打

破，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百姓生活得到

保障，街头巷尾和公园里盲艺人讨生

活的场景已然绝迹。另一个繁荣景象

是，青海地方曲艺在城市、社区的舞台

上大放异彩，从坐唱形式逐渐转变为

形式多样的表演唱。

拿“道 情 ”来 说 ，全 国 各 地 的“道

情”，无论曲调上有着怎样的不同，但

都是以渔鼓和简板这两件乐器伴奏，

形成了“道情”这一曲种别具一格的

特色。“渔鼓”就是“八仙”中张果老手

里 拿 的 那 个 长 筒 状 的 乐 器 。 这 两 件

乐器的存在也说明了“青海道情”形

式古朴、渊远流长，是从内地传来的

无疑。青海民间文化源流探讨中，道

情 的 流 传 也 是 中 原 文 化 传 播 的 一 个

活例证。

记者：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
省份，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十分常
见。在青海地方曲艺中，是否也存在
汉族曲艺与少数民族曲艺交流互融的
情况？

朱嘉华：青海有多个世居民族，青

海曲艺还存在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

化交流互融的情况。比如，青海的“互

助莲花落”有用土语演唱的。再如回

族的筵席曲、曲儿，土族的道拉等，也

有某些曲目与汉族曲艺的曲目高度相

似。

记者：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青海汉
族曲艺这种熔融南方与北方、高原与
内地的文化特色的形成？

朱嘉华：青海曲艺与外省曲艺的

这些相同、相似之处足以说明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源远流长，说

明 青 海 各 民 族 具 有 博 大 的 胸 襟 和 包

容开放的人文情怀。汉代实行的“屯

兵、屯田”政策，唐朝时唐蕃古道上的

人员往来，明代人口大迁徙等，在巩

固边疆、开垦荒地的同时，也为文化

的相互交融提供了机遇，尤其清末民

初山陕商人将北方戏曲、小调带入青

海，使本地的民间文化得到了空前的

发展。

——访青海省曲艺杂技家协会副主席朱嘉华

□辛元戎

荡漾在青海曲艺中的江南波光

多年前的这个季节，我曾在北京
待过一段时间。当时，一位在北京有
房的朋友把房门钥匙交给我，自己转
身回了青海。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
返乡前，我把他屋里的米面油等消耗
物品都做了补充。朋友知道后，先是
怪我过于客气，然后说“你买都买了，
那我就笑纳了啊。”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但他电话
里的那句“笑纳”听起来却怪怪的。
何谓“笑纳”？应该是“尽管我的礼
物微薄得让您见笑了，但还是请您
不要嫌弃，收下它。”这样的话应由
赠送礼物的一方而不是接受礼物的
一方来说。

还有一次，某人向我讲起，他有
事到同学家登门拜访，谁知刚见面，
同学的父亲就来了句：“你是‘无事
不登三宝殿’啊！”一时间，让他既错
愕又尴尬。客人说“无事不登三宝
殿”，既是对主人的尊敬，又有对久
不登门，一登门就有事相求的自我
解嘲，这样的话由主人来说好吗？

这两个故事，实际上都涉及汉
语中敬词与谦词的使用。

什么是敬词？是表示恭敬的用
语。什么是谦词？应该是表示谦抑
的词汇。它们的使用原则应该是

“卑己而尊人”，即敬词是用在别人
身上的，而谦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
千万不可以用反了，否则，要么会被
视作傲慢，要么会闹出笑话。

吐槽第三个故事：有一次，笔者
到省内知名文化学者王老先生家串
门，发现他家悬挂着一幅林锡纯先
生的书法作品，落款上写着“请某某
兄惠存”，某某即是王老的名讳。笔
者随即请教王老：“林先生称您为

‘兄’，您比他年长吗？”王老先生随
即纠正道：“林先生称我为‘兄’，并
不是说我一定比他年龄大，而是表
示尊敬的一种称呼。”哦，原来如此！

后来，笔者读《范长江传》，看到
毛泽东主席在写给著名记者范长江
的信中，称对方为“兄”。一些文章
据此推断，毛主席比范长江大16岁，
却称他为“兄”，这是高度重视范长
江的明证。这个结论虽不错，但论
据却有问题，这种不考虑实际年龄，
敬称对方为“兄”的，是使用敬词的
一种表现，而且这种用法以前还是
比较普遍的。

在古代，敬词和谦词有很多。
即便贵为九五之尊的君王，也谦称
自己为“寡人”，意思是“寡德之
人”。普通人更是称自己为“鄙人”，
自己的妻子为“拙荆”，自己的房子
叫“寒舍”，自己的儿子是“犬子”，很
少有像电视连续剧《三国》（陈建斌
版）中的吕布那样，将自己的姑娘叫

“虎女”，把别人的儿子叫“犬子”的。
谦词和敬词绝非汉语所独有，

以笔者浅陋的识见，也知道很多语
言——比如英语、法语和日语——
中都有谦词和敬词。无论在哪种语
言里，谦词和敬词的使用，都可以起
到柔化语气，表达敬意，润滑人际关
系的作用。“谦”与“敬”都属于

“礼”的范畴，“礼者，敬而已矣。”其
核心是“尊敬”。人人都有被尊重的
需要，人人喜欢与谦恭有礼的人打
交道，因此，无论哪个年代、哪个国
度、使用哪种语言，谦抑自我和尊敬
对方的谦词与敬词，都有其存在的
必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谦词和
敬词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如果
现在还有人文绉绉地称自己的妻子
为“拙荆”，不免会被视作迂腐的秀
才。但是，还有不少谦词和敬语，依
旧驻留于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既然
还要使用它们，就要用得恰当，知其
然并知其所以然，方不至于闹出令
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来。

辛元戎

从“笑纳”说起

一把二胡，一架扬琴，聚三五好友，河湟地区的农家庭院
中就能传来悠扬的平弦和越弦。 刘鹏 摄

导 读：
青海汉族曲艺主要流行于河湟地区，是河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河湟谷地，无论是城市的茶社、农户的庭院，还是公园的林荫下，都可以听
到河湟曲艺悠然的唱腔。无论走到天南地北，脑海里那伴着三弦、扬琴和
渔鼓响起的曲艺唱腔，总能勾起河湟人浓浓的乡情。近日，记者就青海汉
族曲艺中有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问题，采访了青海省曲艺杂技家协会副主
席、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嘉华女士。

曲艺爱好者在演唱曲调优美、唱词文雅的平弦。 辛元戎 摄

以渔鼓和简板为伴奏乐器的青海道情。 辛元戎 摄

近日，青海摄影爱好者利用红

外相机在格尔木市南山口的一条海

拔 3800 米的山沟里拍摄到了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雪豹的高清活动影像，

影像拍摄地与格尔木市城区的直线

距离大约有三十多公里。

格尔木“沙漠拍客”团队的摄影

师张德才曾在野外发现了疑似大型

猫科动物留下的脚印和粪便，判断

这很可能是雪豹留下的痕迹。为了

证实这一点，从 2020 年 3 月开始，摄

影师同海元、张德才先后自费购买

红外相机并在相关区域进行布设。

红 外 相 机 多 次 拍 摄 到 狼 、猞 猁 、赤

狐、岩羊等野生动物，但遗憾的是仅

仅 捕 捉 到 了 雪 豹 后 半 部 身 体 的 影

像 。 为 了 拍 到 雪 豹 的 完 整 影 像 ，

2021 年元月团队重新调整了红外相

机的位置和角度。3月 21日，摄影师

们取回相机卡时，发现红外相机拍

摄到了雪豹刨坑以及出于好奇心凑

近红外相机等影像。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 研 究 员 连 新 明 常 年 从 事 雪 豹 研

究，他认为，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

旗舰物种，能够在南山口这个人类

活动非常频繁的地方出现，一方面

是由于南山口属于昆仑山脉，与传

统的雪豹分布区连接；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了随着保护野生动物意识的

提高，当人类活动局限于道路和居

民点附近，对野生动物干扰较小时，

雪 豹 可 以 适 应 并 接 近 人 类 活 动 区

域，形成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

现象，这为拍摄到雪豹影像提供了

前提条件。

架设这些红外相机的是青海省

第二大城市格尔木一个名为“沙漠拍

客”的民间摄影团队，“沙漠拍客”自

成立以来一直用镜头关注着当地的

生态环境，其成员同海元的作品曾在

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师年赛上获奖。

□辛元戎

格尔木城区外约三十公里处发现雪豹

用红外相机在格尔木南山口的山谷中拍到的野生雪豹影像。同海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