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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山脉自东向西绵延伸展，到了庄浪县南坪镇境内，被当地人称为南山。在南山山腰，山势瞬

间变得平坦起来，形成八块扇状坪地，人们称之“八扇坪”，远近闻名的刘坪村就坐落在八扇坪上。

初冬的清晨，晨雾散去，在刘坪村升起无人机，借助镜头从空中俯瞰，只见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瓦红墙白，庭院整洁，村巷硬化成水泥路面，天平高速公路从村前伸向远方，车辆来回往复，炊烟袅

袅升起，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村里人，时刻不忘寻找根脉，守住乡愁，为美丽乡村铸魂。

陇
上
故
事
荟

庄浪县地处关山西麓，自古民风淳朴，历

史积淀浓厚，庄浪小曲，形式多样，曲牌丰富，

曲调节奏自由，旋律悠扬婉转，悦耳动听，易

学易唱，脍炙人口，流传经久不衰。

庄浪曲艺与所有民间艺术一样，根植于地

方的文化土壤中，绝大多数都是取材于民间老

百姓的生活故事，以曲子戏、小曲、民间快板等

形式体现。其中曲子戏占比最大，曲子戏在庄

浪曲艺的另一个名称就叫“故事”，把演曲艺叫

做“唱故事”，看演出叫做“看故事”，由此也能

看出它是以曲艺演唱为载体，讲述庄浪这块土

地的人民社会生活历史的诸多方面。

曲子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时期的

曲子词，更接近于元杂剧。起初是由落第文人

写出唱本，然后由民间艺人在都市的“瓦肆勾

栏”中演唱，以此而谋生；到后来流入民间，由唱

者在民间广泛传播，既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也

没有形成团体，随行就市、边走边唱，以此糊

口。我们在《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镇关

西》一回中，鲁提辖遇到的卖唱的金老和

女儿翠莲，就是这种情景。

由 于 这 种 大

众化的传播方式，曲子

戏就被更多的人所

接 受 和 熟

悉，成为

名副其实的民间文艺。待到明清之际移民活

动完成后，老百姓经过休养生息，有了相对稳

定的生产生活的环境，对以民间文艺为载体的

精神生活也产生强烈的需求和欲望，于是，人

们所耳熟能详的、带着浓郁的“山陕味”故土曲

子戏就重新被捡起，成为当地生产生活之余、

节日期间老百姓文艺娱乐的主要形式。

庄浪曲艺与其他“非遗”品类一样，也有

其传承人。在庄浪千百个村庄中，都有这样

的人物存在。当地人称为“社火头”“戏模子”

等。他们不仅是庄浪曲艺的教练及辅导者，

而且是演出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他们都

是出于对曲艺的挚爱，都是在劳作之余，凭着

天生的好记性，将平时乡间零星演唱的曲子

戏、小曲等默默吟唱、品味，以至烂熟于心，然

后传授给更多的爱好者。在庄浪，人们把这

类传承人称作“芦生匠人”，意思是没有师承

关系、自学成才的行家。

小曲、民间快板的传唱和演变过程与曲子

戏大同小异，只是演唱方式更为方便、快捷。

所不同的是，起初的曲艺演唱，更多的是民间

艺人谋生的手段，演唱的方式也比较单一。

当曲艺进入民间“社火”活动、民间文艺

娱乐的阶段后，则把地方曲子戏、小曲、民间

快板（熟嘴子）融为一体，相互交叉，使民间曲

艺的表演方式更为丰富多彩。庄浪曲艺以前

在农村的演出场地以“地摊”为主，“地摊”也

叫“夜社火”“唱故事”。即选一个比较开阔的

场地，悬空绑了几根麻绳，上面吊两三

盏马灯（上世纪六十年代用上了“气灯”）；道

具和服饰都很简陋，一村的社火，除了一只

“社火箱子”几件必备的服饰、头面外，其他的

道具及服装等，都是东倒西借、临时凑合。即

使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人气依然很旺。每

到演出的时候，一村的男女老少几乎倾家而

出，有拿小凳坐着看的、有站着看的，将地摊

围得密密匝匝，小孩子一般是在最里圈的土

地上席地而坐。表演者和观众融为一体，时

有互动与应和，欢声笑语、喜乐一堂。

说到“地摊”，我们还会想到在庄浪水洛地

区最为兴盛的一个品种“笑摊”。“笑摊”，顾名

思义，就是以逗笑取乐为目的，其形态与当代

部分“小品”相类似。从地域分，以现实生活零

星的琐事、趣事为素材，虽有传统的底本，但更

多的是临场发挥、插科打诨，多以调侃、逗趣的

语言抖出笑料，以博取观众的哗笑。

曲子戏在乐器伴奏上，以三弦为主，配以

板胡、二胡、笛子；打击乐以四页瓦、碰铃为

主，后来引入秦腔干鼓、铙钹、勾锣等；角色行

当与秦腔相似，有生、旦、净、丑四大类；就表

达感情上看，可分为苦音类和花音类；从内容

上分为正剧、喜剧和悲剧。曲子以《前月调》

《后背宫》曲牌开头，《月调尾》收场，在剧终唱

词中报剧名。

庄浪曲艺在春节期间的演出，不仅仅是

独立的、一村之内的文艺活动，常常演化为村

与村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村域之间团结和

睦的社交活动。常有村与村之间互相邀请演

出，或者本村与外村的“社火”同场交叉演出，

甚至邀请一至两个外村的“社火”来本村演出

等等，几乎是小规模的曲艺汇演。在这个演

出过程中，开始唱一段《进庄曲》，表达对邀请

一方村庄的赞美，多有夸张的溢美之词。当

演出结束之前，会唱一段《道谢曲》，以表达对

邀请一方热情接待的道谢之情。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文化多

元化趋势的形成，庄浪曲艺演唱的方式也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 。 无 论 是 演 出 场 地 ，还 是 服

饰、道具、设备等，都今非昔比。从场地的变

化看，已从纯粹的地摊演出方式向舞台演唱

转变。尽管至今仍部分保留着传统地摊表

演的方式，但电器化的灯光、音响设备，让曲

艺表演大增光彩。同样，在服饰、道具方面

也大为改观，都趋向于戏剧化方式购置，可

以说应有尽有。庄浪小曲是渗透在老百姓

骨 血 中 的 精 神 遗 存 ，是 挥 之 不 去 的 乡 情 乡

愁，也是慰藉心灵的良药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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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小曲寄乡愁

文化·生活12 2024年 11月 28日 星期四 责编：尹航

望乡台

从庄浪县城出发，沿着庄（浪）华（亭）公

路向东一路前行，大约 10 分钟车程，远远就

能望见刘坪村，经过一座简易的拱水桥跨过

水洛河，慢慢走进村里，刘坪村村史馆就出现

在眼前。

走进村史馆，迎面是一组雕像：一位面容

慈祥的老人，坐在磨盘石上，左手托起细长的

烟杆，磨盘石上有两个小男孩，一个双手扶在

老人的肩上，另一个双手支撑起小脑瓜趴在

磨盘石上，磨盘石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三

个孩子注视着老人，似乎在全神贯注地聆听

老人的讲述。

一 座 村 史 馆 蕴 含 着 一 个 村 庄 久 远 的 故

事。那么，村庄的故事从哪里点题？换句话

说，这部故事的题眼在哪里？

刘坪村坐落在川台上，居高临下。在村

子边沿，有一处叫作八卦台的地方，生长着一

棵枝叶繁茂的大榆树，树下闲置着几块磨盘

石。每每农闲，村民坐在大榆树下的磨盘石

上纳凉休闲，孩童们围坐在长者身旁，倾听长

者讲述刘坪村的前世今生。村里的青年外出

参军，学生到大城市上大学，村民就送他们到

大榆树下，止步站在磨盘石前，依依不舍地目

送 亲 人 远 去 ，直 到 他 们 的 身 影 在 视 线 中 模

糊。年关了，村民又站在大榆树下，盼望子女

返乡归来的身影。

年复一年的寒来暑往中，大榆树，也就成

了刘坪村的望乡台。每个村庄，都有它的望

乡台，它承载着人们共同的记忆，是人们重温

乡愁的地标，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底。2000

年，电视剧《黄沙下面是沃土》的剧组来到刘

坪村拍摄取景，村里的望乡台大榆树被拍进

电视剧画面。在刘坪村村史馆布设中，专家

和学者数易村史馆方案，最终确定在村史馆

正门之内塑造一组雕塑，意思是由一位老人

讲述刘坪村的村史，作为村史馆的题眼,村史

馆内还陈列了《刘坪村志》，分为建置、地理、

村落文化、风土人情等 14 卷，共 40 万字。馆

内能播放刘坪村村史专题片《耕读传家》。

代代传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在乡村里

挖 掘 和 传 承 传 统 文 化 ，需 要 懂 得 传 统 文 化

和 热 爱 传 统 文 化 的 人 。 在 刘 坪 村 ，刘 顺 先

老人就是一位乡村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

播者。

在刘坪村村史馆内，发现一本馆藏的《小楷

练习簿》，小心翼翼地翻开，只见一个个隽秀、规

整的蝇头小楷毛笔字映入眼帘，让人爱不释

手。这本《小楷练习簿》是 78 年前刘顺先在庄

浪中学上学时使用过的作业本。

从庄浪中学毕业之后，刘顺先先后在乡

村教书，在乡镇政府担任文书。他热爱传统

文 化 ，又 毫 无 保 留 地 把 传 统 文 化 奉 献 给 乡

邦。他写得一手为人称赞的毛笔字，每到新

年，家家户户的春联基本都由老先生书写，从

农历腊月初八一直到大年三十，经常一写就

是一整天。他还经常给村民撰写家谱，阅读

和代写书信。时至今日，在刘坪村提起刘顺

先老人，人们无不满怀深深的敬重和感念。

秦腔是西北农村盛行的戏曲文化。改革

开放之后，刘坪村的秦腔戏剧就是刘顺先带

动发展起来的。村民刘居昌是刘顺先带出来

的戏曲传承人。在刘居昌眼里，刘顺先在秦

腔艺术方面无所不能，他既是村里戏剧班的

导演，又是主要演员；他编写了几十个秦腔剧

本，绘制了一本秦腔花脸脸谱。

那时，村里戏剧班缺少戏衣，购置新戏衣

又凑不齐钱。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擅长绘

画的刘顺先，到裁缝店里购买便宜的布料做

成新戏衣。然后，他对照旧戏衣上的图案，在

新戏衣上绘制图案。他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为

村里的戏剧班添置戏衣。在刘顺先的言传身

教下，刘居昌后来也创办了秦腔自乐班。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刘顺先不仅

在十里八村传播乡村传统文化，还以实际行

动向村民传递耕读传家的思想。当听到村里

谁家孩子不好好读书，他不怕得罪人，就跑到

那户人家去劝学，苦口婆心地给不用功学习

的孩子举事例、说好话、讲道理，规劝他们用

功学习，考上理想的大学。

移 步 至“ 金 榜 题 名 ”板 块 前 ，浏 览 考 学

榜，榜上收录了自 1973 年至今 50 年里刘坪

村考上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学生，共

计 480 多名，平均每户培养了一名大中专学

生。其中，还有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的学生，也有出国留学的学生，小山

村里人才辈出。

家国情

“你要申请加入党组织，走向更加光荣的

历程，成为一名永远听党话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刘坪村村史馆的“家书情深”板块前驻

足，端详一封书信的翻拍照片，被书信中这样

一句话语感动了。这是刘顺先写给前线的儿

子刘满勤的书信。

刘坪村，是西北地区一个普通的村落。

在这个村子里，刘顺先心怀爱国深情，他经常

引用“无国家自破，无家身难安”的道理，引导

教育子女一定要时时处处爱党爱国。

1985 年，他鼓励儿子刘满勤参军入伍，成

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后来，获悉儿子奔赴烽

火前线，他深明大义，写出了 124 封饱含深情

的书信，劝勉前线的儿子要英勇冲锋、保家卫

国。2005 年，这些书信全部被中国国家博物

馆 永 久 收 藏 ，收 藏 证 书 展 陈 在 刘 坪 村 村 史

馆。在这些书信中，《你梦不算，我在放心》这

封书信被编入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

心编著的《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一书。

在刘坪村村史馆“光荣历程”板块前，浏

览一面面荣誉证书，重温刘坪人的光辉时刻，

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深刻体会：每个走出家乡

的人，以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赢得人生的出彩，

是深爱家乡的完美诠释。

2008 年，从刘坪村走出去的运动健将刘

浩军，在第 17 届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男子 23

岁以下组比赛中勇夺金牌，在亚洲铁人三项

锦标赛历史上，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刘浩军的夺冠，改写了中国男选手

在该项目上与洲际冠军无缘的历史。

在解放军某部参军的刘坪村青年刘博，

刻苦训练管乐，熄灯后经常在被窝里默背曲

谱。经过层层严格选拔，刘博入选中国人民

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先后参加了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阅兵式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演出。

刘坪村，人们的浓浓乡情和乡愁都浓缩

在村史馆里，定格在村前的大榆树下，定格在

一张张尘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也定格在

一封封车马很慢的发黄书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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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坪村史馆 李晓斌

村史馆内陈列的民俗文物 李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