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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古老的表演形式
又称“逗幺妹”“跑旱船”

渐行渐远的
车车灯

□谭竹

车灯，是一种古老的表演形式，又称“车车灯”“逗幺妹”“跑旱
船”，以四川方言演唱，表演者载歌载舞，主要在春节前后演出。
随着鞭炮、年画、庙会、花灯等越来越少，人们觉得过年没有年味
了，其中消失的车灯，也曾是营造过年热闹气氛的一个重要节目。

1
唐代已有，民间自娱自乐的农歌

车车灯在唐代就有了，后来演变成车灯，20
世纪50年代在成渝两地和西南其他地区广为流
传。在车灯艺人的努力改进下，以四页瓦、竹板
和二胡等乐器伴奏，说唱曲调由单乐段发展为
多段式，内容更加丰富，也不再局限于只在春节
演出，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曲艺曲种。2008年，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网上关于车车灯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
是唐朝时，有妃子失宠逃出京城，一边走一边按
当地风土人情改编故事演唱；一说是北宋时期，
宫女被奸臣所害，与姓王的翰林逃出京城，也是
边演唱边逃命。

曾经很流行的车车灯，随着时代的变迁已
经没落，能演的艺人也不多了，身为车灯国家级
传承人的谭柏树，是为数不多的车灯大师。他
认为网上关于车灯来历的说法不准确，唐代已
经有元宵灯会，举办灯会是百姓的娱乐方式，有
灯会就会有车车灯表演，这是为了热热闹闹过
年，也是为了庆丰收。“初一不放灯，上九才出
灯”，上九就是初九，过完十五就烧灯。《辞海》上
是这样定义车灯的：农民唱的农歌。所以，它最
初应该只是一种民间自娱自乐的方式。

2
明明是船，为啥叫车车灯？

过去车车灯的演出形式，前后都有灯，中间
反而没有灯。

前后的灯有四排，人们提着圆灯或方灯，起
到开路和维持秩序的作用。中间是男扮女装的
车幺妹，前面是一个戴草帽拿桡片（船桨）的老
头，像个船长在指挥，老头一走，车幺妺就跟着
他走。伴奏只有锣鼓，没有别的乐器，锣鼓在彩
船后面、灯的前面，在锣鼓前面有一个拿大蒲扇
的老婆婆。这个队伍排列的顺序就是：灯、老
头、车幺妹、老婆婆、锣鼓、灯。车幺妹身上挂着
个纸扎的彩船，摇摇晃晃地走着之字形，模仿彩
船在水中行进的样子，并不唱，而是由老头和老
婆婆唱。唱的时候锣鼓不打，唱完再打，彩船要
随锣鼓荡起来。就算队伍不走了，彩船仍要一
直荡。

车幺妺男扮女装
并不是因为重男轻
女，而是因为女的体
力不够。扮演车幺妺
的演员要自己提着船

一直走之字形，
虽然那船

是用纸和篾条扎的，但也有一定的重量，全城都要
走遍，边走边舞，女的累不下来。要走遍全城才能
祈福，祈盼来年风调雨顺。

明明是船，为啥叫车？因为用船来表演比较飘
逸。车不如船，车的两个轮子比较死板，舞不起来，
不好看。最早的车车灯表演是车和灯，所以叫车车
灯，后来改成船，名字未改仍叫车车灯，也就一直沿
用下来。

车车灯唱的时候很自由，没有规定一定要谁
先唱谁后唱，老头和老婆婆可以自由发挥，如果正
好同时唱，谁大声就抢在前，小声的就让了。车车
灯的音乐形式也较简单，调子是差不多的，只有四
句，往里面即兴填词，一个基本调可以包罗万象，
非常灵活，具有群众性。第一句是开头起腔，中间
第三句叫行腔，第四句叫放腔，最后是帮腔。唱的
时候拿灯的、打锣鼓的和在旁边看的群众都可以
帮腔，一起唱“金钱梅花落，荷花闹海棠”。

3
融合改变，农歌成为曲艺曲种

现在的车灯和原来的车车灯已经不一样了，
如果仅仅是过去那样简单的表演和演唱，不能成
为一种曲艺曲种，也不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从一唱众和到走唱曲种，是由
曲艺家唐心林把车车灯发展到舞台上，使之成为
了一种艺术，被称为车灯调。因为现在的表演已
经没有了车，所以去掉了一个车字，称为车灯。

曾经车灯也叫四川车灯，但当时各地都有，演
出时喜欢冠以当地的地名，比如涪陵车灯、宜宾车
灯等。后来重庆直辖，再叫四川车灯就不太合适
了。车灯在重庆发源和推广早，但叫成重庆车灯
也不合适，狭隘了。所以最终确定就叫车灯，这样
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也符合《辞海》里的定义：由农
歌发展而成。

车灯的乐器四页瓦是唐心林发明的，就是四
块竹片，向里微弯，如同四块瓦片，使之互相撞击
发出清脆的声音，车灯艺人拿在手里边唱边伴
奏。我以为竹块要拿绳子拴在一起，谁知并没有，
我连拿都拿不稳，一拿就滑掉了，更别说还要撞击
出声音和节奏。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才发现
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熟能生巧。

车灯大师谭柏树介绍，四块板要背靠背，一
块是死板，一块是活板，大拇指控制死板，中指控
制活板。可以单打，也可以双打、结合打，还可以
一只手打，一只手摇。可用四个字总结：打摇碰
抛。意思就是打板、摇板、碰板、抛板。打板是同
一只手的两个竹板相撞击；碰板是两只手的板互
相碰撞；摇板是两块板快速碰撞，敲击出一连串
细碎的声音，像下雨一样；抛板是两只手把板对
抛，有点杂耍的味道，难度就更大了，接不住就得
掉地上。

除了对道具和歌词的改革，唐心林把原来单
一的帮腔也改成了十几种帮腔，不是只有“金钱
梅花落”了，旋律改变了，融合了民歌进去，比如

“栀子花儿茉莉花儿喷香舍，花莲花四季花儿
红”。帮腔一丰富，内容就更丰富了。加上舞蹈
和锣鼓也进行了改革，就让车灯不再只是
一种农歌，而成为了一个曲艺曲种。以
前的车车灯虽然很热闹，但内容单一，
看到姑娘唱姑娘，看到小伙唱小伙，看
到高山唱高山。后来的车灯没有了
船，演出的服装也变成了打腰鼓穿的
那种，但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比原来
容量更大。改变后的车灯，一年四季
都能唱，很适合在开幕式表演，不再是
过去只在春节时表演的车车灯、跑旱
船、车幺妹，被称为了车灯艺术。

4
后继乏人，传统技艺期盼新生

谭柏树出身很苦，他的母亲一个人带着六个孩
子，饭都吃不起，根本不可能供他读书。为了减轻家
庭负担，谭柏树小小年纪就去茶馆卖瓜子、橘子，也
正因如此，他有机会在茶馆听了很多戏，卖完东西就
躲在椅子下面听戏。谭柏树的第一个老师叫陈自
由，是唱荷叶的，现在唱荷叶已经消亡了，没有传人
了。跟着陈自由学艺的时候，日子依然过得很苦。
陈自由表演时，谭柏树便在下面打杂，到了吃饭的时
候，他去舀饭，被人把碗夺过去将饭倒了回去，说他
没上台，不准吃饭。

后来谭柏树进入了曲艺队，学唱的第一个节目
《没有过不去的山》，写的是修成渝铁路的故事。师
高弟子强，谭柏树继承了唐派“三好三合”的演唱特
点，“三好”就是指唱好、打好、演好；“三合”是指心合
口、口合手、脚合锣。具体来说就是要唱好车灯的唱
腔，起、行、放、帮，打好车灯的板，四页瓦打、摇、碰、
抛，演好车灯的故事，人物和对白。三合是心里想的
和口头唱的一致，口头唱的或者说的要和手上打板
相合，脚要和锣鼓或音乐合，舞蹈、表演动作要协调。

谭柏树的代表作有《老城门》《欢迎你到山城
游》《小两口争灯》等，在全国和全市获奖无数，他创
作的《欢迎你到山城游》在2012年举办的重庆市首
届车灯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车灯腔少词多，是听内容、故事。比如《懒汉和
鸡蛋》，内容很有趣，讲的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懒汉，整
天想发财，有一天捡到了一个大鸡蛋，梦想着鸡蛋孵
小鸡，小鸡长大又生蛋孵更多鸡，有鸡肉吃还可以换
一只小羊，羊长大又有羊肉吃、羊皮衣服穿。羊多了
用来换小马，姑娘跟在马后面爱上他，给他生一对胖
娃娃……正想得美时突然摔了一跤，鸡蛋摔碎了，这
一跤摔得他倾家荡产，美梦破灭。生动的语言，适当
的帮腔衬词，幽默风趣，很适合车灯表演。

如今，已没什么人愿学唱车灯了，因为老师只
是引进门，动作要自己排，要会写，又要唱又要跳，
还要自己创作，太费力了。车灯还在，但没有艺人
了。不过谭柏树却认为，其实车灯的市场并不小，
可以作为一场演出的开场和收场，在演出中间可以
起尖，就是起一个高潮。一场演出的节目要悲喜交
替，车灯热闹，可以起到调节氛围的作用，使之有张
有弛、有收有放。

车灯这种民间说唱艺术，集文学、音乐、表演、打
板于一体，内容丰富，欢快活泼，极富表现力，地方特
色和艺术特色浓厚，是我国的传统曲艺，是一种悠久
的文化艺术，也是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车灯并不是没人喜欢，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机
会看到，如果能够在春节以车车灯的传统

形式演出，重现曾经的热闹与喜庆，相
信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希望将来有
一天，唱腔优美、易唱易传的车灯
能重新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恢复成群众业余演唱
活动中常见的表演形式，丰富我
们的精神生活，也给我们带来浓
浓的年味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图片由谭柏树和重庆市曲艺团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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