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老搖滾樂古老搖滾樂 唱腔慷慨激昂唱腔慷慨激昂

據了解，西安目前演奏長安古
樂的有14個古樂社團，17個古銅
器樂社，共500多民間藝人，他們
幾乎都是非職業的，國家和省市
認定的傳承人僅6人。從2005年
開始，西安市變散弱為專強，市
場化推介長安古樂，在各類文藝
演出和活動中頻頻獻藝，長安古

樂被更多人熟知。
李鎧表示，長安古樂保護現狀不

容樂觀，老藝人很少，許多古譜沒
有得到深入研究，長安古樂歷史、
學術和文化沒得到整理、研究和好
的傳承。長安古樂保留了1200多
首曲子，由他負責的一社兩團能演
奏110多首，而其他一個樂社不超

過30首，有的甚至不超過10首。
漢唐時演奏有幾百種樂器，現在只
有不到30種，雖然他本人對歷
史、文化傳承有研究，可演奏司
鼓，但不熟悉古譜翻譯，這也成為
長安古樂傳承中的一大問題。因
此，他建議政府將現在對藝人的個
體保護，提升為群體保護，這樣更
加符合文化遺產保護的原則，有利
於長安古樂傳承。

一 千 多 年
前，大唐盛世
讓長安成為世
界 政 治 、 經
濟、文化的中
心。一千多年

後，在世界音樂領域唯一直傳與保留的唐代音
樂長安古樂，則讓西安成為世界唐樂愛好者的
聖地，也確立了長安古樂唯一正宗傳承的地
位，從而斷了日本人試圖確立長安古樂傳承人
的念想。正在進行的「絲綢之路申遺」中，長
安古樂成為唯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春節剛過，記者如約來到長安古樂傳承

人李鎧的工作室，正巧他為奧運射擊冠軍
郭文珺準備的十幾套長安古樂CD剛剛送
來。李鎧告訴記者，這是郭特意向他索要
的，準備在集訓和參賽時送給世界著名的
射擊運動員。因為郭文珺認為，長安古樂
對穩定射擊隊員心緒、調節心理有幫助，
有利於提高射擊精確度。

自小接觸 拜師學藝
李鎧告訴記者，他最早接觸長安古樂是

1965年，那時正上小學，在學二胡時老師
教過長安古樂的曲牌，也曾參加過古樂社
演出。後因一好友投到長安古樂大師余鑄
先生名下，加深了他對長安古樂的了解。
1995年，一件偶然的事情，讓李鎧徹底全
身心投入到長安古樂的事業中來。當時，
李鎧聽到日本歷史、音樂學者口稱他們保
留傳承了世界最古老的音樂文化遺產——

從中國唐代長安傳來的宮廷音樂。聽到此
論調後，李鎧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因為
在他看來，世界最早的古代音樂文化遺
產，應該是陝西現今西安地區保留的長安
古樂。之後不久，回到陝西的李鎧，與原
西安城隍廟古樂社社長武文斌合作，協助
其出版中國第一部有關長安古樂的學術專
著《西安鼓樂曲選》，從此開始進入西安
鼓樂學習傳承領域。並正式拜師，成為余
鑄先生的關門弟子。余先生毫無保留地將
古樂有關的文化、曲譜、演奏技巧傳授給
李鎧，特別是將目前已知世界唯一的唐大
曲曲譜和長安佛樂的曲譜全書遺留給他。

拚命鑽研 全心傳承
愛上長安古樂的李鎧拚命鑽研，成為西安

城拔尖的古樂社團掌樂司鼓樂師之一。他業
餘彈阮，將阮的歷史與秦琴、漢琵琶、唐阮
融匯比較，撰寫學術論文，並與當代阮樂大
師林吉良教授、寧勇教授三人合作研製恢復
了唐阮。十幾年來，李鎧耗費個人及家中多
年積蓄190餘萬元，全身心投入長安古樂保
護和傳承，力推長安古樂申報世界非遺。他
恢復了佛教古樂社，還創辦了陝西長安龍族
妙音古樂藝術團和長安大漢古樂團。2004年
起，他又成為西安市長安古樂保護開發領導
小組辦公室專家委員會主任，2009年，長安
古樂（西安鼓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
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李鎧自豪地表示，他們的努力可以說是徹底

根絕了日本人妄想，保衛了中國音樂文化主權。

保護長安古樂 杜絕日本妄想

古樂藝人需群體保護

唐代宮廷交響樂 唯一絲路唐代宮廷交響樂 唯一絲路「「非遺非遺」」小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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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嘆為觀止 電影《白鹿原》採用
秦聲秦韻秦聲秦韻((下下))

華陰老腔、長安古樂、秦

腔……這些發源自秦人秦地的

古老戲曲，歷經歲月磨礪，其承載的中華文化，神韻愈

現。起源於西漢的古老劇種華陰老腔旋律，為電影《白

鹿原》採用，去年上映時大放異彩，令無數海內外樂迷

折服；而保存完整的長安古樂，則讓現代人有幸穿越千

年，夢迴大唐。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 陝西報道

長安古樂是以打擊樂與吹奏樂混合演奏
的一個大型樂種，自唐朝迄今已流傳逾
1300年。長安古樂曲目豐富、內容廣泛、

調式風格各異，曲式結構複雜龐大，流傳至今的用唐
代文字古譜「半字譜」記載的上千首漢唐古曲和金、
石、土、絲、竹、匏、革「八音和鳴」樂器編制的唐
樂隊，及「散樂」、「宮樂」、「行樂」、「贊唄」
等大唐演奏原生態形式，保留着唐、宋、元、明、清

各種曲牌，堪稱一部完整的中國音樂發展史，被世界
音樂界和史學界稱之為「世界音樂活化石」、「盛唐
遺音原生態」、「中國唐代宮廷交響樂」。

2009年10月，長安古樂（西安鼓樂）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是唐代音樂文化在世界音樂領域的唯一直傳與保
留，是目前「絲路申遺」中唯一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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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景區藝人華山景區藝人
在聯合國教科文在聯合國教科文
總部大禮堂演出總部大禮堂演出
華陰老腔華陰老腔。。

■老腔在香港荃新天地演出。■王振中在家中即興演奏月琴。 熊曉芳攝

■長安古樂在絲綢
之路起點紀念碑落
成典禮上演奏。

據《華陰縣誌》記載，老
腔俗稱「老腔影子」，發源
於位於黃、渭、洛三河匯流
處的泉店村，該村是漢代長
安的糧倉基地，也是西通長

安的水路碼頭。相傳，該村自漢唐以
來，由於交通發達，船工雲集，且有
護倉駐軍，勞動之餘，為了消除疲
勞，就以船工號子為基礎，以軍事故
事為題材，並吸收當地一些民間藝
術，創造出這種說唱形式，藉以自
樂，這就是華陰老腔的雛形。

老腔孕育於宋元，成熟於明代。其活
動領域以陝西東府為中心，輻射到晉、

豫、甘肅一帶。老腔演奏曲牌有20多
種，唱腔有花音、哭音之分。其唱腔慷
慨激昂、磅礴豪邁，音樂風格粗獷而雄
壯，音量寬洪而敦厚。演奏起來樂句多
重疊，常用堂鼓、暴鼓、大鑼相配。
「拍板」亦叫「擅板」、「 拉坡」，
為老腔的獨特風格，拉坡的出現表示劇
情發展到高點，一領眾合，演唱中常用
「哎」、「嗨」、「啊哎」等語氣詞，
兩個聲部相互交替，起伏悠揚，大有兵
山將海之勢。

2006年6月，華陰老腔被列入首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國外觀眾稱
之為「東方古老的搖滾樂」。

在位於陝西的西岳華山腳下，形成於西漢時期的老腔，仍然在
鄉野裡傳唱。十來個人操着板胡、月琴、手鑼等十幾種樂

器，有絃樂，有打擊樂，甚至還有板凳。唱着，喊着，敲着，亢
奮激越，鏗鏘有力，展現着古戰場上的刀光劍影，看得人激情四
射，蕩氣迴腸，忘記了身在何處。

樂迷譽「東方古老的搖滾樂」
近年來，華陰老腔從幕後走向台前，足跡遍及全國二十多個城

市，曾赴美國、德國、法國、台灣、香港等地演出，在國內外引
發轟動效應，國外觀眾稱之為「東方古老的搖滾樂」。金庸先生
曾在觀看了老腔皮影戲後，興奮題詞：「喜觀老腔皮影戲，精彩
無比，嘆為觀止。」
民間文化學者靳之林，則稱老腔為「中國戲曲的活化石」，
音樂家趙季平、電影導演張藝謀、話劇導演林兆華等，對老腔

亦情有獨鍾，電影《活着》、《白鹿原》，電視劇《桃
花滿天紅》、話劇《白鹿原》的音樂設計，均借用了老
腔的旋律。
王振中是華陰老腔兩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之

一，已有77歲高齡，因生來鬚髮雪白，被稱為「白毛」，
他對老腔有出奇的領悟力。從十五六歲開始喜歡老腔，至
今已逾60年。他依然清晰記得，學的第一本戲叫《柳河
川》，講朱元璋滅元朝的事。因為天資聰慧，王振中入行6
個月就學會拉月琴，這讓當時的許多老腔師傅驚嘆不已。
雖然老腔以武戲見長，但王振中喜唱文戲，最喜歡的是
《好了歌》，除了表演老戲，還自創了《取明州》、《劈
山救母》等6部戲。

傳承後繼乏人
因為年齡和身體原因，王振中現在主要以教學生和帶徒

弟為主，為方便教學和傳承，他親自整理出老腔打擊樂演
奏譜和月琴演奏譜，把以往沒有記載的都記下來了。他表
示，要多教年輕人，也歡迎任何人前來學習，將毫無保留
免費傳授。
記者在採訪中也了解到，老腔自古以來主要在雙泉村張

氏家族傳承，家族保守的傳承制度，雖然讓今人可以看到
原汁原味的老腔藝術，但同時也局限了流傳範圍，讓老腔

後繼乏人。
多年來，一直推廣老腔藝術的華山國際文化傳播公司總經理李衛業表示，老

腔傳承確實是個大問題，年輕人幾乎沒有願意學的，一是學老腔只有愛好不
行，還要有一定天賦和功底，二是演出待遇低，學了也不能養家餬口。
「好壞就那幫人了。」是當地百姓對老腔後繼乏人的調侃。老腔領軍人物之

一、另一位傳承人張喜民也表示，已經在教自己的孫子唱了。
據悉，為解決傳承人的問題，當地政府已經設專項資金成立「華山老腔藝術
團」和「華陰地方戲培訓學校」，鼓勵老腔藝人帶徒弟，希望能更好地將老腔
藝術發揚光大。

■李鎧展示恩
師遺留給他的
《唐大曲》。

熊曉芳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