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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

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

《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

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

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

《往 事如烟》《美 文小札》《佳作欣赏》

《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

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民族精神为宗旨，展 现 我省各级政协

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

史 话》《史 海 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

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

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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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神话：悟空》带火的陕北说书
□ 曾德超

梦圆桓公陵园
□ 张书省

今年 8 月，伴随着首款国产 3A 游戏

《黑神话：悟空》一起火出圈的，是一段苍凉、

激越、粗犷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

曾是关外富饶地。一朝鼠患凭空起，乌烟

瘴气渺人迹……”陕北说书为什么和游戏

这么搭，这么具有感染力？细究起来，还得

从陕北说书的渊源说起。

陕北说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

前周代瞽人（即盲人）的“百戏”与“散乐”，

在其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先后吸收了

隋唐时期“俗称”“转变”的精华，继承了宋代

“话本”“陶真”与各种技艺的格体，在元、明、

清发展成熟，兴盛于清末民初，通常是艺人

采用陕北方音，手持三弦自弹自唱、说唱相间

地叙述故事的一种表演艺术。

与学术研究不同，民间更愿意相信

有故事情节的渊源。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

陕北老汉生了三个儿子大黄、二黄、三黄，长大后

卖给奴隶主赶牲灵，奴隶主因为他们劳动

过程中的小事而发怒，让人把大黄的一只手

剁了、二黄的一条腿打坏了、三黄的眼睛扎瞎

了，然后赶走了三个残疾兄弟。兄弟三人只

能流落陕北，以乞讨为生。一天，大黄拾到两

片烂木板，发现敲打木板说吉利话乞讨的效

果很好；不久，他们捡来羊肠子晒干绷在木板

上，就能弹出声音来，二黄给这块木板配了

个头，做成了土琵琶；再后来，二黄又挂了两根

小木棍让大黄敲，这就成了梆子。从此兄弟

三人相互配合，边打、边弹、边唱，成为靠说唱

演出谋生的艺人。后来二黄又灵机一动，把

两块木板绑在腿上自弹自打，这就是最初的

甩板。三兄弟在此基础上相互学习，继续

改良，可以做到独自一人手拿乐器弹、腿绑甩

板打、随意开口唱。后来大黄、二黄去了

山西，三黄留在了陕北。兄弟三人后来分别

有了独门技艺：莲花落、琵琶、三弦，并都把

各自的技艺传给后人。特别是三黄收了十八个

徒弟，徒弟们出师后，在行艺的过程中改编

曲调，形成了陕北说书的“九腔十八调”。

这段悲壮的故事说明陕北说书诞生并深深扎

根于穷苦劳动人民中。经过历史长河的积累

和创新，形成了陕北说书唱词短小精悍、通俗

易懂、生活气息浓厚，曲调激扬粗犷、优美

动听、富于变化的特点。

传统陕北说书是以三弦乐器加甩板

（绑在小腿上）伴奏，艺人说唱为主的曲艺

形式，所以最初的陕北说书也称“三弦书”，

以艺人走村串乡说唱传播；后来，陕北说书

发展成一人同时用5种乐器进行伴奏的曲艺

说书形式。再后来，将民歌、眉户、秦腔、小曲

巧妙地穿插、融合在一起，从单人说唱到多人

说唱，被称为陕北民间艺术中最耀眼的技艺

之一，深受民众喜爱。

在古代，识文断字、学习文化一直是小部

分人的专利，与在乡村的广大老百姓距离

甚远。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只能通过“听”了解

和感知世界，于是，那些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的说唱艺术是乡村里目不识丁的人们了解世

界的窗口，也是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渠

道。在极度闭塞的陕北，说书艺人的教化作

用凸显，在一代又一代的教化中，形成了陕北人

独特的秉性。“先生”是对有文化人的一种敬

称，陕北人把说书人也叫先生，由此可见说书

人在陕北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可窥见说书人

对陕北民众的教化功能。

2006年，陕北说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说书是渊源深厚的说的艺术。

“说是骨头唱是肉”，同其他说书形式相

似，陕北说书的内核在于“说”。由于说书艺

人流动性比较大，在行走的过程中见多识广，

各地的家长里短、奇闻趣谈、朝政大事等等，

都是说书艺人的好素材，所谓看山说山、看水

说水、看人说人，说书艺人能根据现场的实际

情况，将经典传奇、百姓故事，甚至生活哲理

等活灵活现地说出来。对广大听众而言，这

些逸闻趣事，被说书者娓娓道来，能自然浸润

其中、回味无穷。陕北说书在“说”上有鲜明

特色，那就是对假、恶、丑的无情嘲笑和鞭挞，

对真、善、美大加赞美与颂扬；陕北说书很少

有悲剧的结局，也没有颓废或泄气的东西，这

在其他艺术中是很少见的。说书艺人在娱乐

民众的同时，也给这片土地上生活艰辛的

民众以信心和勇气与希望。这种独特的“说”

的艺术也反映了陕北人想象力丰富、艺术

表现力强和鲜明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

个性特点。

与其他说书形式相似，陕北说书也有

开场白，往往是这样的：

弹起三弦定准音，

我把众乡亲一声请。

我请大家都坐稳，

听我给乡亲说分明。

……

陕北说书按内容、篇幅长短，可分为书

帽、小段、中篇和长篇。

书帽：顾名思义，即开正本前加唱的部

分。书帽可独立成篇，一般为吉庆套语、古代

英雄事迹的串联或带有劝世意义的唱词，如

《二十点将》《珍珠倒卷帘》《八百里秦川古长

安》《十不亲》等。下面一段书帽采用比兴手

法劝世人读书，和陕北民歌歌词手法有异曲

同工之妙：

春天桃花隔岸红，

夏日荷叶满池中。

秋菊丹桂香千里，

冬雪寒梅伴老松。

家有黄金用斗量，

不如养儿送学房。

黄金有价书无价，

书比黄金万分强。

小段：包括仪式小段和独立成篇的短篇

故事。知名的有《包公夸桑》《鸿雁捎书》《懒

大嫂》《九子图》《女娃妨汉》等，往往唱词整

齐、内容生动、语言幽默风趣，堪称陕北说书

的精粹。其中传唱度极广的《刮大风》，语言

夸张、感染力强。

中长篇：是陕北说书的主体。“短为段，

长为本”，很多民间故事往往编成中篇和长

篇，需数场连说，有的甚至说数十场才能完

成，长度可媲美单田芳等人的长篇评书，题材

包括历史演义、侠义、神怪、民间故事等。

流传较广的如《五女兴唐传》《金镯玉环记》

《劈山救母》《包公案》等。这些说书用词

贴切、生动传神、雅俗共赏，被誉为中国民间

说唱文学的“活化石”。千百年来，说书艺术

慰藉了一代代陕北人的心灵，也渐渐造就了

陕北人率真、乐观和敢作敢为的性格和秉性。

陕北说书是兼蕴各派唱的艺术。

虽然说“内容为王”，陕北说书的“骨头”

是内容，但“形式制胜”，没有丰富多彩的表现

形式，陕北说书也会枯燥无味。所以陕北

说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将“唱”表现得丰富

多彩、淋漓尽致。《黑神话：悟空》中的说书被

国内外游戏玩家称为“独具特色的陕北Rap”

就是明证。

陕北说书曲调激扬粗犷，富于变化，常用

的有“单音调”“双音调”“西凉调”“山东腔”

“平调”“哭调”“对对调”“武调”等。说书艺人

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曲调来描摹人物形象，

表现人物的情绪。

陕北说书的演唱形式是由艺人手持三弦

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分为“三弦书”与

“琵琶书”两种。一人可同时操 5 种乐器伴

奏：大三弦或琵琶、梆子、甩板、名叫“麻喳喳”

的击节木片、小锣或钹。

陕北说书在唱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不拘

一格。陕北说书的曲调很多，几乎不加任何

限制，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好的民间艺人

在演唱时大量引用陕北民歌、陕北道情、陕北

秧歌剧、陕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户、信天游、

晋剧、京剧的曲调，可以说是熔各种唱腔

于一炉。特别是近年来甚至与苏州评弹

结合，效果极佳。

它在唱法上的另一大特点是激扬粗犷。

陕北说书唱起来通俗流畅，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曲调丰富、高亢激昂、气势雄浑，感染力

极强。

横山说书在陕北说书中独树一帜。

说起陕北说书的代表，离不开有“说书窝

子”之称的横山。横山是榆林市的一个区，地

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明长城脚下、无定河中

游。境内自古自然环境封闭，使传统民间文

化得以较好存留，并以横山老腰鼓、横山说书

为代表，2011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特别是横山说书在陕北说书

中独树一帜，说书人才层出不穷。

横山说书的早期代表人物当数韩起祥，

他生于1915年，逝世于1989年，3岁时因天花

导致双目失明，13岁学艺，30岁就能说唱几

十部书，是陕甘宁边区著名的盲演员。他自

编自演了500多个新段子，热情讴歌新人新

事新风尚，被誉为“三弦战士”。他还创造性

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融于说书中，

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代表作有《刘巧

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我给毛主席

去说书》等。1946年8月，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

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说书，听完

书后，毛主席称赞“韩起祥的书说得很好，很

会用群众语言，今后要为工农兵多说新书”。

另一位横山说书艺人张俊功（1932年—

2008 年）是一位改革者，一生致力于民间

说书，是陕北说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把坐场改为走场，把一人改为多人，自成

一派，使这项民间艺术得以大力发展。主要

作品有《说唐全传》《金镯玉环记》《对鞋记》

《观灯记》《杨家将》等。

当代最有名的横山说书艺人则是为

《黑神话：悟空》说书的熊竹英。他自幼喜爱

说书，刻苦用功，在实践中不断尝试添加新元

素和新的表演方式，曾于2016年在央视综艺

频道与喜剧演员宋小宝合作表演《小宝

说书》，深受欢迎；与苏州评弹合作，为动画片

配说书唱段，好评如潮。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在2020年获得了曲艺界的最高奖——

牡丹奖，今年8月，更在游戏《黑神话：悟空》

中火速出圈。

陕北说书根植于黄土地，新一代说书人

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带动下，传承着非遗，也

改变着非遗。近些年，陕北说书借助网络平

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

种古老而又不断创新的说唱艺术形式，必将

与时代同行，为世人不断奉献出饱含黄土深

情的说书精品。

朋友，你来过陕西八百里秦川的华州么？

你看到了华州西关街上的郑桓公陵园么？

你知道每年的陵园祭祀大典有多气派么？

如果你真是没有来过，那我就请你找个

机会来上一趟，我可以保证，你绝对不虚此行！

史书记载，郑桓公姓姬名友，西周时周宣

王之弟，宣王二十二年封其于郑，时在今华州

靠东的柳枝一带。桓公由于治国有方，在百

姓中极具声望。古郑国不仅农耕、纺织、医

术，而且铸造、军事、商业、经济、社会文化等

都有了长足发展，百姓和合、国泰民安。然宣

王后期的日渐衰落，特别是之后周幽王的昏

庸腐败，使周王室天下摇摇欲坠，洞察时势的

郑桓公真是心焦如焚，而他更看到西北部游

牧部落的虎视眈眈，遂举国东迁至今日郑州

以南新郑一带立国，大大保护了西周乃至中

华民族的文化文明传承。后桓公被幽王诏命

护周，于乱军中罹难。桓公尸身被部下兵士

死命护送至古郑华州，遂安葬于此。

我们民族的千载文明，是很讲尊祖敬祖

祭祀先祖的，这几乎是传承之首。据史书载，

当年桓公之墓建筑辉煌香火不断，虽历经战

乱而屡坏屡建。及至到了近现代，国之中心

东移，地方财力不济，桓公墓终于衰落成了一

个小小的土墓堆。

那真是一个土墓堆，和乡间老坟古墓

几无差异。我十五岁在县城参加工作，每每

从县政府回村子要途经西关街，当第一次

听说这就是郑桓公陵墓时，我瞪大了眼睛。

真的么？

读书翻书查经典，咨询长者问老人：

真的！

之后去了省城西安上学工作，一晃就是

半个世纪，当几年前乡党邀请我回家乡参加

桓公陵园大典时，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拉直了，

如痴如醉、如梦如幻，这就是当年那个土墓

堆么？

面向大街的一行石牌坊，四根主柱撑起

三门洞三层石匾的高大门楼，雕梁画栋，晴空

高耸，须仰视才能目睹郑桓公陵园几个大字

的石匾额，气势太大了！四立柱前是四个活

灵活现的大石狮，威势凛凛，两边则还有两行

护墙绵延，石刻浮雕，蔚为大观。街沿本来

古老高大的老槐树，倒被这大牌坊挤成小

儿科了。

从牌坊下迈入不几步，就是横十几米的

高大的照壁，前后石刻着郑桓公的史迹和陵

园修建过程。宽阔的大广场上，有三根直插

云天的大旗杆，郑字大旗就在旗杆顶上飘扬。

远远就看见宏伟的桓公大墓了，墓前

是高大的石碑，碑前有偌大的祭桌。我这

几年年年参加季秋大祭。那些丰盛的大菜

大碗、活鸡活羊就从供桌上延伸到两边很

远。而供桌前台阶下，就是敬香焚纸的焚

祀大炉，每每香火燃起，烟雾冲天而起，烟

火味氤氲久久。

高大的墓堆上绿草层叠郁郁葱葱，一圈

用石砖围起一人多高，当年的小土堆，终于恢

复了桓公墓冢的气势恢宏。

大墓之后，又是高十多米左右沿墓冢而

绕的照壁围墙，大书“华夏郑氏之根”几个大

字。墙壁之后，则是宏伟的大殿了。

大殿之雄浑阔绰，四角彩檐高翘，周边

金碧辉煌，跟宏伟的牌坊大门一样给人

印象深刻，只是更加气象卓绝，让人过目

难忘，甚至刻入眼帘。十几级的石阶上，是

红木高耸的殿门，门楣之上是好几幅匾额

簇拥着郑桓公大殿的金字竖匾，仰视大有

耸天之势。

殿内巨大的供桌和香火大坛之上，就是

比真人还要更大的桓公全身塑像，金光四射，

威风而慈祥。

郑桓公九天有知，俯视这辉煌的陵阁和

大殿，目睹自己金身端坐，那是何等欣慰啊！

百十年来曾目睹桓公墓只是一丘小墓

堆的过来人：华州人，特别是郑氏后人，更是

何等的欣慰、何等自豪啊！

我近年来几乎年年参加陵园的秋季大典，

上千人的宏大场面，身着一身黄色祭服的列

队，整齐的祭者，队首举着的木牌上写着北方

南方各省各地的祭祀团队，更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亚洲欧洲美洲的祭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郑姓华人后裔。在主持人的号令声中，列队依

次烧纸焚香，三跪六拜九叩首，末了还绕墓一

周表达虔诚的恭敬情意，真是不远万里，不忘

祖宗，一片真情，一片赤诚啊，让我这个异姓人

深深被感动！

祭祀的第一次高潮是开场鼓乐和鞭炮

齐鸣，穿着蓝黑色祭服的陵园祭灵人，在几面

郑氏大旗的引导下，整齐入场，顿时炮声鼓乐

喧天，烟雾笼罩在广场上空，那震撼的声音

几乎让整个地面震动，更激荡得人人心腑

震颤……

最后的高潮则是收尾的大合影，以高高

的三根郑字大旗为背景中心，半圆形竖起高

达十多层的铁架子，半个广场站满了来祭祀

的祭灵人。数十甚至上百的摄影人高举相

机，几台移动的摄像机绕场半周，录刻下这难

忘的瞬间。

好热烈好红火好气魄的郑桓公大典啊！

中华姓氏家族教千，张王李赵、赵钱孙

李，大姓家族何止数十，怎么就唯独郑氏家族

如此传承有为、独树一帜呢？

这里我不能不点赞造就这辉煌的华州乡

党郑全欣先生。

今日之陵园，正是他从梦想到构思、从

酝酿到起步、从投资到集资、从投入到投身，

几多不眠夜，几多辛酸泪，历经千辛万苦、

千磨万击才结晶出这宏伟的大作啊！

十年多了吧，年年清明节本地人在陵园

公祭，秋十一月则是全国乃全球大祭，其实前

后酝酿、协调、操作的即郑先生矣。当然，今

天能梦圆桓公陵园的天下郑姓人、华州当地

人，特别是陵园周边乡里乡亲，皆功不可没，

皆可赞可颂！陵园的兴修人，乃至近多年大

祭岁岁投资人多是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郑姓

企业家和大家族，这才使每年秋祭红红火火，

声震全球。

更有桓公墓的呵护者，几千年虽兴兴

衰衰而初心不改，特别是近几百年，从明末

华州大地震的十室九空，史载死亡83万人，

到近代的列强入侵，战乱不止，而慈禧西逃

至长安也是从这小墓堆旁的国道上过的

呀！直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国军和东北军

对阵，真枪实弹开火的，就是在这华州城，而

这些竟没有伤害到这个土墓堆的依然故

我！这是何等不易，何等的奇迹啊！华州人

街坊人真要是没有这点文明传承，没有这点

文化素质，没有几千年封建文化农耕文明的

孝亲敬老祭祀先祖的民族习俗，能创造出这

千古奇迹么？

据专家学者考证，几千年前商周王室数

百近千的天子王子的陵丘墓冢，名副其实遗

留至今的就是这郑桓公陵墓。这能不让我们

思绪万千、感慨良多么！

巍巍哉，郑桓公千载梦圆，重辉煌今日

陵园。

朋友，倘有机会，还是来趟华州的郑桓

公陵园看看吧！

在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的 发 展

历程中，唐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和深远的文化内涵照亮了整部

中国文学史。王国维在《人间

词 话》中 将 唐 诗 作 为 唐 朝 的

“一代文学”，认为唐诗可以代表

唐朝的文化特色。《唐诗中的节令

民俗》一书，正是王士祥先生对

唐朝与唐诗文化挖掘与研究的

成果，通过对特定节令下的唐诗

作品进行细致解读，展现了唐代

社会的风俗习惯、节庆活动以及

人们的生活情感。本书不仅是

对唐诗艺术的赏析，更是一次对

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入探讨。

《唐诗中的节令民俗》一书，

精心选取了众多唐诗佳作，以元

日、清明、端午、中秋、七夕等传

统节日为线索，从节日庆典、农

事活动、自然风物等多个角度切

入，如杜甫的《立春》、张祜的《正

月十五夜灯》、林杰的《乞巧》等，

通过对这些诗篇的细致分析和

对创作背景的解读，揭示了唐诗

中所蕴含的丰富民俗文化和深

邃哲理。作者引经据典，从诗中

的某一点说开去，不仅对每首诗

的背景、创作意图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还通过诗与诗的

对比分析，揭示了不同诗人笔下的节令景象所反映出的

时代特色和个人情感色彩。书中既有宏观的文化脉络

梳理，也有微观的情感细腻捕捉，展现了唐代社会的多彩

面貌。

以代表团圆的传统节日中秋为例，作者从“赏月”引入，

带领读者欣赏了唐人笔下的中秋月，其中尤以刘禹锡和

白居易对中秋月为痴迷。如刘禹锡《八月十五日夜桃源

玩月》，作于其被贬朗州期间，然而面对陶渊明笔下的仙

境桃源，“赏月”竟变成了“玩月”，在尘世间看到明月，不

由得让人心生喜悦之情。刘禹锡后又写了《八月十五日

夜半云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之景寄呈乐天》，白居易回信

一首《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两人相互唱和，分

享对明月的喜爱和赏玩当地景色的悠然自得。

中秋当晚，月色正明。这与古人多爱赏月、玩月的风

俗习惯相关。每逢中秋，古人往往在庭院里摆出月饼点

心，一边欣赏皎洁的月色，一边吟诗作赋、宴饮畅谈，丝竹

之音不绝于耳。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

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

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刘禹锡在夜半云开

“开城邀好客，置酒赏清秋”，白居易在《华阳观中八月十

五日夜招友玩月》中说“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赏意如

何”，皆是呼朋引伴，好不热闹。

清明节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在唐诗中同样

有着丰富的表现。王士祥先生先是通过寒食节与清明节

的前后延续，在唐诗中辩证分析了两者的关系。作者以

诗为证“寒食、清明慢慢合并成了一个节日”。如白居易

《清明日送韦侍御贬虔州》，题目写清明，诗中却“留饧和

冷粥”，“这又是寒食的习俗”。寒食节禁火，两个节日合

并以后，清明节就有了开火的习俗。作者专开一节讲取

火。因为这火不是随便生的，要“钻燧取火”。古时皇帝

要将新火赏赐大臣，以示恩宠。赐火是皇帝的权利。所

以，一些诗人便在诗中进行歌颂，或是感恩皇恩浩荡，或

是委婉地向皇帝表达希望得到恩宠。

书中对于一些常见但往往被忽视的节令习俗给予

了特别关注，如寒食节的禁火传统、重阳节的登高望远

以及赏菊等，这些细节的挖掘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唐代

节庆文化的认识，也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敏锐

的观察力。

王士祥先生的笔触既严谨又不失生动，他以平实而

富有文采的语言，将深奥的学术探讨转化为易于读者理

解的内容，使得这本书即便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

次愉悦的阅读之旅。书中穿插的历史故事、诗人轶事，更

是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让读者能够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增长知识，感受唐诗的魅力。

总的来说，《唐诗中的节令民俗》是一部兼具学术性

和可读性的作品，其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不仅为唐诗爱好

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

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通过这本书，我们仿佛跟随诗人

的脚步，穿梭于唐代的四季变换之中，品味那个时代特殊

的节令风情，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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