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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背上的大师——靖边跑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有万访谈录

榆林市国家级非遗榆林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访谈（三）

靖边跑驴是流传在靖边民俗社火中的一种歌舞
形式，以其表演技巧丰富，风格独特，充满乡土风情
和生活情趣而深受人们喜爱，是陕北地区的代表性
艺术表现形式，具有独特的民俗艺术价值和传承价
值。2008年6月，靖边跑驴成功入选中国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人张有万的艺术
实践活动不断地推动着跑驴艺术的发展，他的艺术
经历及从艺心得值得被记录。此外，对于如何突破
当前跑驴面临的保护、发展、传承的困境，我们也试
图从对张有万的采访中得到一些启发，找到一些有
价值的答案。

邓煜（以下简称“邓”）：张老师，请问您是什么
时候开始接触跑驴这门技艺的？

张有万（以下简称“张”）：正式开始介入这一行
当是 1978 年，但是从脑海里头想这个东西就早了。
最初“骑驴”，我的动作老是不像。后来，我注意观察
在田间、公路上真正骑驴的人，我发现大人、小孩、男
人、女人骑驴的姿势动作各不一样。于是，我就从中
注意掌握其基本特征，并把它分为散走 （自由走）、
急起、小跑、急跑、撒欢、打前脚、下滑、上山、下坡、尥
蹶子 （踢腿）、过河、卧倒、猛起等几个部分。掌握
了“骑驴”后，还要使人、驴的动作明显分开。要做
到这样，人的上体和下肢要表演两套动作，这才能使
观众感到人的动作在跟着驴的动作变化，显得真
实。为达到这个效果，我常常假作骑在驴背上，看见
有人骑着驴跑，也跟在后边假作骑驴追赶。有一次
被别人发现，说我是个疯子。我对这些都不在意，还
是要学。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边看边学，我真的
把驴和人明显地分开了。

邓：那您是什么时候起有了演出的想法呢？
张：1978年春节，靖边县举行全县秧歌会演，我

代表物资局参加全县财贸系统的表演。当时，财贸
系统秧歌队的领队张景兴找到我说：“听说其他系统
的秧歌队有骑驴的，如孟占雄、侯占权，你能不能也
把骑竹马变成骑驴，这样就更有咱陕北特色了。”我
觉得这是个好点子，回到家里就仔细琢磨，凭着自己
多年木匠的手艺，自制了表演道具———木模毛
驴。道具做成后，我又开始琢磨表演形象。我认为
婆姨们骑驴比汉子们骑驴好看，我化装后扮相又特
别像女人，所以我就专门模仿婆姨们骑驴摇摆的感
觉练习跑驴。后来还流传出这样一句话：“满脸胡子
张有万，探亲路上扮老旦。”

邓：我听说您后来把自己的跑驴表演改编成了
秧歌剧，在很多重要场合表演过，您能具体说一说
吗？

张：我觉得单纯把跑驴当成小丑表演还远远不
够，于是我就自编自演秧歌剧《老两口参加三干会》，
1979年获得了榆林地区民间文艺会演一等奖。后来
将这部剧修改成《探亲路上》，1980年参加陕西省文
艺调演，得了一等奖。然后被选送参加全国农民业
余艺术调演，得了全国优秀奖，并到中南海怀仁堂为
中央领导汇报演出。1982年，又给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亚洲地区民间舞蹈研究代表团做了专场演出，当
时，各大报纸、杂志上刊登了许多报道和评论。

邓：这些成就对您后来从事跑驴表演有什么影
响？

张：影响很大，我根据民歌《兰花花》的故事改
编了《拉毛驴的小女婿》；创作了展示陕北人骑驴娶
亲场景的舞蹈喜剧《娶亲》；1985年，根据民间传说

“张果老倒骑毛驴”创作了民间舞蹈《蓝采和嬉戏张
果老》，获得陕西省优秀舞蹈创作奖。1987年，《跑
驴》参加陕西省第一届艺术节，获得艺术表演一等奖
和道具奖，当时陕西省舞蹈协会主席吴萍评价说：

“张有万的跑驴跑得真，跑得活，跑得美，具有技高一
筹、另辟蹊径的艺术创造魔力，达到形神兼备、情景
交融和完美精湛的艺术境界。”1988年，跟随榆林地
区艺术团去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艺术节，陕西电视台
还专门报道了这次活动，就叫“张有万骑着毛驴逛
欧洲”。后来，其他电视台也陆续有些介绍和报
道。

邓：您可以就跑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状况具体
谈谈吗？

张：跑驴这一表演艺术形式自古就有且世代相
传。侯马出土的元代砖雕中就有“跑驴砖雕”。在
陕北，跑驴原本流传于民间闹社火中的秧歌尾子，服
装道具动作都比较简单。据编纂于光绪二十五年
的《靖边县志稿》记载：“上元灯节前后，数夜街市遍
张灯火，村民亦各鼓乐为傩，装扮歌舞，俗称社火，义
取逐瘟。”社火的形式丰富多样，跑驴便是其中之
一。县志的记载足以证明，跑驴在清代已很盛行。

当地有关靖边跑驴的说法不一，一说靖边跑驴
最早来自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中的“张果老倒骑
毛驴”，后来民间艺人根据这一故事编创成型并流传

至今；一说在明成化年间由靖边民间艺人姚福有根
据当地盛行的“跑竹马”改编发展而成；一说在清朝
末年由从河北移民到靖边东坑镇的跑驴行家孟源清
发起。还有一说是从民国初由定边、安边流传到靖
边的。这几种说法虽未在当地志书、碑文及其他资
料中得到明显印证，但看起来都有一定的来历和依
据。从现在靖边民俗跑驴的艺术水平、普及程度、舞
蹈本身的古朴风韵，以及靖边群众世代春节“闹社
火”离不开跑驴的习惯来看，这是一种古老且传承至
今的艺术品种。可以说，靖边跑驴是受独特的地理
环境影响，在悠长的历史中被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
催生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我更愿意认为陕北跑驴舞蹈
来源于陕北人的生活。旧时的陕北乡间，毛驴是普
通百姓的主要生产、交通工具，农活用驴，运输用驴，
迎亲送嫁、走亲访友、拜神看戏也要骑驴。陕北人在
长期的生活中和驴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这种感情又通过艺术得以表达，比如陕西绥
德出土的汉墓石刻中有人骑驴的艺术作品；陕北信
天游、剪纸、画作中也有驴的身影；秧歌舞蹈的队伍
中也少不了骑驴表演。

要说跑驴的发展繁荣，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始重视民间艺术的整理
与发掘工作，跑驴舞蹈因深受群众喜爱，逐渐不再局
限于岁时节令的场地表演，开始由民间的广场文艺
向舞台艺术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一步重视
文艺工作，跑驴得以在诸多场合展演，甚至被搬上银
幕。80年代，榆林民间艺术团成立，这对陕北跑驴舞
蹈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艺术团的组织领
导和老艺人们的努力下，跑驴在学徒培养、节目创
作、表演水平、道具改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靖边跑驴不仅在榆林乃至陕西各艺术团体
里得到普及，在省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上海、山西、
吉林、青海、新疆等地的艺术团体都曾多次派人来榆
林向老艺术家求教。

邓：张老师，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跑驴表
演，您认为靖边跑驴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哪？您能大
致总结一下靖边跑驴的特点吗？

张：靖边跑驴在服装、道具、表演形式上都有自
己的特点。比如服装方面，表演者身穿红袄青裤、黄
衣绿裤或红白相间等颜色鲜艳的服装，象征热闹喜
庆，红红火火。赶驴的男表演者常常头扎白色毛巾，
就是我们陕北的羊肚手巾，腰间别着一支旱烟锅和
绣着山丹丹花的旱烟袋，一手挎着柳筐，一手拿着赶
驴的红缨鞭杆，表现的是典型的陕北人形象。

骑的“驴”更是有其独特之处。我们经常看到
的道具毛驴，其结构主要是用柳条绑扎出一个驴骨
架，外部裱糊几层麻纸或包上布，根据需要的颜色画
成。驴身是中空的，绑扎时，在驴脊梁中部留出一个
大口，供表演者戴在腰间进行表演。由于这种道具
毛驴绑扎为一个整体，又固定在表演者身上，因此演
出时非常死板。靖边跑驴改进了旧道具的不足，将
传统的毛驴道具由一个整体变为三部分，即驴头、前
半身和后半身。先用竹条、竹片绑出三部分的骨架，
既轻便又耐用，又有弹性与韧性。再用麻纸与粘上
胶的布糊住，外面粘上油黑明亮的黑兔皮，真实感极
强。各部位独立制好后，用活动转环、压簧、扭簧、撑
杆连接为一体。驴头用弹簧控制，与脖子巧妙连
接。头上的耳朵、眼睛、下巴，以及驴尾也都连接有
操纵绳。这样一来，表演时驴头可以上下、左右自由
摆动，富有灵性；驴的耳朵可以前后扇动，眼睛、嘴巴
可以自如开合，尾巴能任意甩打，能活灵活现地表现
驴的情绪；腰部的转环可以帮助表演者完成正骑、倒
骑、侧骑等姿势，表达细腻、逼真的动作。驴屁股后
内装一个能升降的带滑轮的架子，保证双人骑驴也
能出彩。我的跑驴道具前前后后经历过五次大的改
变，细节处的修改更是不计其数，1995年，道具“毛
驴”获得了民间艺术表演道具国家专利。

靖边跑驴表演的形式也灵活多样，可以是单人、
双人或多人表演。多为双人表演，一男一女，男赶女
骑，有时扮夫妻，有时演兄妹，有时还可以是恋人、亲
家、邻里……表演时，人物根据特定形象、特定场景
跑出多种变化，嬉戏逗趣、诙谐幽默，动作既调皮，又
带调情、调戏，有喜、有愁、有乐、有怒。过程中，有时
像大海行舟，有时像仙姑坐轿，有时又像皇后上下楼
台。对表演者脖子、腰胸、腿脚的功夫都有极高的要
求，需要“闪腰”“揉肩”“抖”身”“摇头”四功有机
配合。

驴的神态与动作也模仿陕北当地特有的滚沙驴
和大骟驴进行表演。滚沙驴个头较小，四蹄粗短，适
合在沙漠中行走，表演时步履急促，小巧灵活；大骟
驴个头较高，四蹄修长，适合在山区丘陵行走，表演
时步履较缓，步距大，节奏明显，动作起伏较大，较夸

张。“上坡步”“下坡步”“自由步”“过河步”“小跑
步”“大跑步”“撒欢跳”等都是表演跑驴的基本动
作。上坡时，缓步如牛，有太空步的感觉；下坡时，驴
身前倾，人身也随之前仰，时起时伏；过河时，深一脚
浅一脚，谨慎小心；大跑步潇洒不羁，小跑步欢快俏
皮；撒欢时向前蹿跳，尥蹶子时向后倒栽……此外，
还有表现毛驴暴躁个性的“惊驴打斗”“张飞出城”
表现其陷入泥坑竭力挣扎的“陷泥救驴”及表现其
走路途中甩动被草根缠住的驴蹄等技巧动作。快慢
动作、技巧动作配合细致化、人物化、情感化的表情。

人与驴之间也有动态的映衬，动作与道具互动
互补。上半身表情，下半身表技，上半身塑人形，下
半身塑驴形，达到情景交融，神形兼备的境界，让观
众看得眼花缭乱，喜不自禁。

邓：张老师，靖边跑驴现在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您是代表性传承人，给我们分
享一下您对靖边跑驴价值的认识吧！

张：首先，靖边跑驴在陕北民间舞蹈中占有独特
地位，而且具有代表性。它在表现“人”与“驴”的
关系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一方面，将“驴”拟
人化，将驴子摆头、动耳、抖身、甩尾、弹蹄、过河、打
转、颠、跳、踢、惊、犟等动作和神态形象生动地加以
展示；另一方面，将赶驴者与骑驴者、赶驴者与“驴”
之间的互动用诙谐的表情、搞笑的方言、故意拉长的
拟声词、大幅度夸张又不失真的动作配合起来，既传
神又传情。“人”和“驴”的形象经过艺术的升华，表
现出极强的感染力。

其次，跑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传递着强烈的
文化信息。之前我说过，驴与陕北人的生活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它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人文情感、表达
陕北人真实性格的艺术形式，极具地方特色。跑驴
艺人塑造的角色大都是普通的陕北农民，有农村小
夫妻，也有农村大爷大妈，他们或热情率真或憨厚淳
朴，或勤劳善良或重情重义，或幽默机灵或风趣滑
稽，彰显着陕北人的性格、精神、价值取向。情节上，
跑驴表演贴近农民生活，和红火热闹的娶亲、田间地
头的嬉闹都是农民生活朴素而真实的写照，具有人
文研究价值。

第三，近些年来，靖边跑驴频频在国内国际艺术
节上获奖，受到各国人民和艺术家的欢迎和好评，为
祖国赢得了荣誉。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靖边跑
驴已走出国门，扬名海外，这些成就为弘扬我国民族
文化、促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邓：下面我想跟您谈谈靖边跑驴的传承问题。
目前，许多非物质文化都深陷传承和保护的困境，靖
边跑驴的情况如何？

张：不容乐观。与许多其他民间传统舞蹈一样，
靖边跑驴在传承与保护上也面临诸如艺人创作能力
有限、演出作品脱离时代、受众群体局限、演出市场
萎缩、传承人断层等许多的困难。

邓：您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张：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艺人本身来

讲，跑驴表演者多为民间艺人，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
高，自己不能很好地创作、编写剧本，有时有了想法
只能口头描述给编剧导演或其他创作者。这样听者
稍加修改利用，民间艺人的成果就会被他人窃取。
久而久之，无疑会打击传承者创作的积极性，也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新颖度，更不利于跑驴的推
广宣传。

其次，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网络等娱乐方式
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民众审美追求
和审美品位也都在改变。社火文化、跑驴文化在现
代化进程中遭到强势文化的激烈冲击，受到的关注
大大降低，生存空间也一再被时尚的“新舞蹈”挤
占，出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大部分年轻人对传
统文化不了解，很少有人能“亲密接触”到非遗，更别
说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年轻一代价值取向转变，追求
的是时尚娱乐，失去熟悉和喜爱，也就失去了欣赏、
传承传统舞蹈的热情。只有年龄稍长的才人会对跑
驴、秧歌等感兴趣。跑驴表演没有经常性、长期性的
展示平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下的生存条件，受众群
体缩小，生存空间萎缩。

再者，跑驴传承人出现断层。几十年来，向我学
习过跑驴的人不少，我教出的跑驴弟子有二三十人，
其中也不乏有影响有成就的，但是更多的学习者很
难能坚持下来，总是乘兴而来，半途而废，学成后专
门从事跑驴表演的更是寥寥无几。

这门技艺学会容易但学精很难。传统的陕北跑
驴是和道具一起配合表演的，老艺人表演跑驴舞蹈，
往往会根据陕北的地形地貌进行即兴表演，既有上
山，又有下坡，还有过河，根据不同的特点，表演驴的
走、跑、跳、踢、卧、弹等各种姿态，各种情绪。在这一
点上，年轻人外出学习、经商、打工，脱离农村生活环

境，对陕北地形地貌和驴的习性不了解，表演时很难
把握到位，学起来就比较吃力。学精跑驴耗时费力，
经济回报却小，所以很多人对跑驴这一类的传统技
艺不感兴趣，觉得没出息，也不挣钱，不愿意学。

如此一来，青年跑驴传承者越来越少，爱好者和
传承者多为中老年人，而他们的体力、记忆力、身体
状况等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他们对跑驴文化的有效传
承。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跑驴艺人锐减，传承人
后继乏人，出现断层，跑驴技艺处于失传的边缘。

邓：对于靖边跑驴的保护和良性发展您有什么
切身的经验和可行的建议吗？

张：就我个人而言，我保护它的方式就是身体力
行、不遗余力地推广它，让它为更多人所熟悉和喜
爱。退休以后，我自己成立了“榆林市信天游艺术
团”，近些年来，我与靖边文化馆、靖边县第九小学等
单位合作，多次举办跑驴培训班，培训学员共 60 多
人。我还到榆林市煤海艺术团给学员们进行指导，
到榆林学院艺术系给舞蹈专业的学生们上了一个学
期的跑驴舞蹈课程。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
够的，要想让跑驴有长远的良性发展还需要政府、政
策的大力支持。

首先，非遗管理部门应组织人员对靖边跑驴做
全面细致的普查调研，积极征集珍贵的原始资料和
实物，妥善保管。将跑驴的道具制作、舞蹈动作、表
演曲目等用现代化的手段完整地记录下来，并将普
查所获的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存档，建立数据库。

其次，对跑驴进行全面宣传，让跑驴深入人心。
做好宣传教育，多开展非物质文化进校园、进企业、
进社区这类活动，让中小学生从小认识跑驴、学习
跑驴，了解跑驴的价值；让年轻人近距离感受非遗；
让非遗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展示。还可以借
助电视、报刊、广播、广告等传统媒介和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通过节目播放、舞台录播、网上交流等方法，
让跑驴走进百姓生活。

第三，完善收徒传艺体制，挖掘和培养跑驴人
才。提高表演、研究人才的教育层次，培养能编、能
演、能策划的复合型人才，鼓励他们积极创作既保留
传统韵味又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品，使跑驴具有鲜活
的生命力。培养具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传承人，多
开办跑驴培训班，以口传身授的方式提升传承人的
技艺，保证跑驴的精髓能活态传承。当然，也可以联
合地方文化部门定期组织跑驴竞演等活动，通过登
台表演交流技艺，进而激发传承人的积极性。

第四，联合当地其他民间传统文化，共同搭建文
化生态保护区，营造有利于民间文化健康发展的环
境，将跑驴技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融合，将其融入３
Ｄ动画、影视剧作等各种形式中，让古老的民间传统
焕发新的生机。

【采访后记】
张万友老师的跑驴传习所位于榆林老城内的古

街上，我们还未抵达，他已早早在门口迎着。原计划
两个小时的访谈，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其间，每
每兴致所致还会起身为我们介绍办公室墙上各个时
期照片的由来，如数家珍地为我们展示他的多年来
获得的奖杯、荣誉证书……访谈中，我们也看到了张
老师对跑驴技艺传承的深深担忧：艺人学艺不精、年
轻人兴趣偏移、跑驴演出市场受限都制约着跑驴的
发展……谈及传承人的身份，他说：“我跑了一辈子
的驴，跑成功了，也跑出名了。但是，成为靖边跑驴
的传承人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只要时间
允许、身体状况允许，我就进学校、走广场，谁愿意学
跑驴，我就手把手地教谁。”将自己的跑驴技艺传承
和发扬，让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后继有人，是张
老最朴素也最迫切的愿望。愿更多的有心人能全心
全意地爱上这项艺术，许跑驴一个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