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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甘肃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落实公民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发展的权力，体现

“以人为本”，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

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开拓传统文化资源与艺术生

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本土化提

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建构当代艺术发展的途径，

就显得意义非常。

甘肃是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性和多民族特性的文化

资源省份，为特色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甘肃是

中华民族、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既是古代中外

文化的交汇点、汉唐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历史上

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在现代，甘肃是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经过的 11个省之一，陇东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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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纪梨园

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甘肃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

展。因此，甘肃的古代文化资源、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革命文化资源、当代文化资源丰富密集，特色独具，利

用产业手段、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将古今文化资源进

行统筹规划，整合开发，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

重要战略。但甘肃究竟有哪些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拥有

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评价它们的特色和价值，如何将分

散于全省的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归类、整合，以推出甘

肃的特色文化品牌，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研究。

如何系统研究甘肃文化资源的内涵、价值、类型和特色，

研究甘肃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和品牌创新的途径，使甘

肃的文化资源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能够得

到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是甘肃文化建设的关键问

题。甘肃文化艺术研究丛书的推出，将在甘肃文化建设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目标任务，

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深入学

习贯彻十八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于甘肃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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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来说，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推

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加强文化艺术研究，

回答甘肃文化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创新的理论

研究成果支持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文化艺术研究的价值所在。

特色文化是一个地方文化发展的品牌。没有特色的

文化，就没有精品文化。因此，以特色文化为切入点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从基层实施区域特色的文化精品

战略。近年来，甘肃文化艺术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以文化艺术研究为中心，完善艺术科研学科建设。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综合研究，根据

甘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文化建设的理论与

实践问题，确定研究选题，推出了一批较高的学术价值

和推广应用价值、代表甘肃乃至全国艺术科学研究先进

水平的文化艺术优秀成果。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作为我省文化系统的科研单

位，承担着文化艺术研究的任务，要以丛书出版为契机，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为文化建设服务。丛书出版的前

提，关键在于推出有创新程度、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

研究成果。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围绕全省文化建设的

中心工作，开展文化艺术研究，以丛书为载体推出科研

成果，强化科研成果的推广和使用。艺术科研人员要有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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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多出

针对甘肃文化建设实际，并且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应用研

究和基础研究成果。

当前，甘肃省文化工作面临着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繁荣艺术创作、保护文化遗产、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和发展文化产业等多重任务，对于文化艺术研究来说，

理论创新的任务非常艰巨。文化艺术研究单位要充分发

挥职能，凝聚研究人才，整合研究资源，创新研究体制

机制，推动全省文化艺术研究工作的开展。理论创新是

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要构建科

研载体，改进科研手段，提高研究水平。争取国家社会

科学艺术学研究项目立项，争取成立甘肃省艺术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设立省级艺术学研究项目，提升艺术科研

的规模和层次，为推动甘肃文化大省建设服务。

20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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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魏千乙

生命如烟，世事如梭。我的家乡甘肃省秦安县，历史悠久，人文

荟萃。汉辖成纪县，元置秦安县。这里相传是“始画八卦”、“抟土造

人”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史称“羲里娲乡”；距今 7800

多年的大地湾遗址，在向人们昭示着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我非常敬佩我的祖先们能坚强地生长在这块虽然贫瘠但却深

邃倔犟的黄土地上，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地创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间奇迹。

我们要深度了解家乡，就必须向历史祈求，在时间车辙匆匆碾

过的生活旷野上，看那些非同寻常的脚印是如何踩出了撼魂动魄、

可歌可泣的神话和传说，那些在精神文明和物质生活地平线上交

相辉映的踪迹，将我们的寄托和精神带到了如梦如幻、如诗如画、

如云如烟的幻境之中，只有在这种时刻，也许我们才能找到祖先和

我们自己各有千秋的影子。读了《成纪梨园》一书，或许我们会从一

个地域戏剧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到庄重的历史在岁月的苍茫和时

光的犀利中是如何横扫着无数的生命个体和文化碎片，最终将其

置于必然的栖所的原因。这或许能帮助读者从一个侧面去更深刻

地了解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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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人们平常的印象里，秦安

人往往是淳厚勤劳、正直刚毅的象征，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讲义

气不分贫贱富贵，重情意常常忍辱负重，修德性总是坦诚憨厚。秦

安的山山水水，养育了秦安人难能可贵的秉性和风骨，当然也造就

了由秦安人所建树的特有的文化和风俗。记得甘肃省戏剧家协会

主席王正强先生在为《秦安老调》光盘发行时写的“出版序言”中

说：秦安老调“既具古吴越之娴雅，又显河陇之苍迈，可谓是南腔北

调融合互鉴而就的地方化曲种。明代的胡缵宗、清代的张思诚等，

都曾以此为乡音，填词于宴飨，传歌于民间，《皇姑出家》《重台离

别》《戏牡丹》《大捡柴》等，词之雅丽，曲之柔美，堪可感人肺腑，沁

人心脾”。的确如此，秦安老调以厚道的品格，古老的方式，在其故

土为自己的子民播洒着欢乐。尽管“传统”已很遥远，“现代”就在眼

前，但它与先辈及其后世子孙共同缔造的千年情结，足以抹平历史

镌烙的时代鸿沟。秦安人历来酷爱秦腔，是由于秦腔的很多剧目都

是表现我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忠奸斗争、反压迫斗争等重大的或

富有生活情趣的题材，由于秦腔表演朴实、粗犷、豪放，这和秦安人

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和淳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相吻

合，所以，源于古代甘肃、陕西一带民间歌舞的古老剧种秦腔，几百

年来在秦安大地上广为流行，经久不衰。加之秦安历代的秦腔艺人

在实践中逐渐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表演技巧和音乐特点，因而

秦腔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对秦腔的发展和

成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者李应魁先生长期从事秦腔打击乐，操鼓剧目近百出，在秦

安县剧团 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对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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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历史、理论、秦腔艺术有较深的研究，先后在省市级刊物中发表

专业论文十余篇；敬业精神不衰，创作热情依旧。他将这本辑录的

集子取名为《成纪梨园》，是说明秦安汉辖成纪县，秦腔“形成于秦，

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演变，蔚

为大观”，这个相当古老的剧种在秦安流传已久；“梨园”，原是唐代

都城长安的一个地名，因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在此地教演艺人，

后来就与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成为艺术组织和艺人的代名词。这

本书中作者重点介绍的是活跃在秦安大地上的艺术团体的演变发

展过程以及历代秦安艺人的生平经历和表演风格。《成纪梨园》一

书，由“追昔抚今”、“群星璀璨”、“戏曲艺术”、“秦腔音乐”、“戏剧杂

谈”、“论文摘编”六部分组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在秦安表演流行

的戏曲剧种和秦腔流入秦安后逐步发展流行的漫长历程，详尽地

记述了秦安县剧团五十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农民，不断从生活的

泥土中汲取艺术创作的营养，在艰辛中发展壮大、在发展中屡创辉

煌的成功之路，描述了秦安艺人在戏曲的传承、创新、发展的道路

上所付出的艰辛和各自演艺的特点。与此同时，该书还就秦腔的传

统剧目、艺术特点、表演程式、音乐曲谱、脸谱化妆、绝技要领、服装

道具等基本的戏剧常识做了逐一介绍，并且配以简图加以说明。此

外，书中还收录了秦安庙会、演出习俗、舞台布置、戏剧楹联、论文

选编等内容，让读者对秦腔从角色行当、板路乱弹的入门常识到表

演技巧、程式套路的专业要求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作者利

用所积累资料和新搜集的资料，将秦腔戏曲在当地流传发展的历

程和其基础知识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为更深入地研究

当地戏曲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基础性资料。因此，《成纪梨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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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但是一部记载当地戏曲流传发展的志书，也是一部导引戏

曲初学入门的必读书。不仅对初学者有益，对于戏曲爱好者和研究

戏曲的人也有参考价值，是一部雅俗共赏、深受读者欢迎的好书。

史志述沧桑，人物表盛衰。就是这方土，就是这方人，创造了难

能可贵的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三国文化。当新的世纪迈着矫健

的步伐跨入新的历史纪元时，我倏然惊喜地发现，深深挚爱着的家

乡，竟是一座巍巍耸立在陇原大地上的巨大丰碑。碑上镌刻满了那

些先哲交叠覆盖的脚印，让人在对历史和往事的追念之中，禁不住

感到作为一名成纪人的骄傲和自豪。我甚至听到了家乡风的呼啸

和雨的呐喊，听到了父老乡亲们一声声悠扬婉转的秦安老调，他们

正在用古老的秦腔把热爱家乡的一腔激情播洒在秦安的山山水

水。

2011年春天

（作者系秦安县人大副主任，散文家、中国散文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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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戏曲史话

（自序）

甘肃省秦安县古称成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人

文氛围浓郁；是伏羲、女娲的诞生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羲

里娲乡著称于世，是陇右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历史名人辈

出，有汉代飞将军李广、唐王朝开创者李渊、李世民，名相权德舆，

著名古文家李翱，著名诗人、书法家胡缵宗，关陇三诗杰之一的胡

静庵，陇上铁汉安维峻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史上著名的“失街

亭”故事就发生于此，素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必

经之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成纪大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

了普遍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

在成纪大地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步伐迈得更好、更快、更稳。文化

事业也是百花盛开，硕果累累，成纪梨园的鲜花绽开得更红、更艳、

更加光彩夺目。

艺人们过去被称之为“戏子”。据历史记载，从三国时代起民间

便有一种说法叫“三教九流”，“戏子”被列在了“下九流”里面，和

“叫花子”并列。戏曲向来有个别称曰“梨园”，戏曲演员又称“梨园

子弟”。究其“梨园”的出处，免不了要知道唐玄宗李隆基与“梨园”

的关联。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

秦安戏曲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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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

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院。”任半塘先生在其著《唐戏弄》中

专作一篇《梨园考》来探究“梨园”称号的产生和演变，得出“终唐之

世，串演戏剧一事，实与‘梨园’二字无涉”的结论。公元 705年，唐

玄宗李隆基在一个开满梨花的院落里创办了一个戏园，名曰“梨

园”（西安华清池有“梨园”）。李隆基亲自担任教导（校长）。这便是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艺术学院”。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凡从事演

出职业的人后来都称之为“梨园子弟”。“开元盛世”的“梨园”造就

了一大批那一时代的艺人。但是，在大唐盛世，艺人们的地位和职

业仍只是取悦于人，三十六行里，唱戏的被排在了第二十六行。唐

代从事演出职业的人，同样地“老无所养，吃无所靠”，经济根本没

有保障，更没有政治地位，多数命运悲惨。“梨园子弟”的下贱生活

和悲惨命运持续了千余百年，艺人们常为宫廷王府演出，稍有不慎

就会遭到摧残，宫廷王府折磨艺人的事例举不胜举。但是，艺人们

的艺术造诣就是在这样的厄运中，不断从草创向成熟过渡，他们的

一生造就了艺术的辉煌，使艺术从不成熟走向了成熟的道路，艺人

们在戏剧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文艺事业的重视程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

过的，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都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很

多著名艺术家（艺人）被选为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

人民参政议政。令世界惊讶的是在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伟大时刻，天安门城楼上还站着一位“戏子”，那就是著

名京剧大师梅兰芳。成纪梨园———秦安县剧团原团长、国家二级演

员姚常德同志就是秦安县政协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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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春，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县专

业剧团，由县委宣传部和县文教科负责筹建工作。同年底，正式成

立“秦安县建设剧团”，1956年元月，建设剧团改名为“秦光剧团”，

隶属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1976年，经天水地区批准正式成立“秦

安县文艺宣传队”，定员 30名学员，隶属中共秦安县委宣传部和县

文教局。1981年，将秦安县文艺宣传队改名“秦安县剧团”，隶属县

文教局。由此可见，“成纪梨园”艺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在不

断改善，并越来越好。在羲里娲乡神奇的土地上，我们见证了“成纪

梨园”艺人们的光荣与梦想，收获了他（她）们的艰辛与辉煌。

秦安县剧团成立 55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县委县政

府及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大大激发了“成纪梨园”———秦安县剧团

演职人员的演出热情和创作激情，先后筛选、改编、整理历史、传统

剧目 300余本（出），现代剧 100余本（出）。把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促人奋进、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作品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用

“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高尚的情操塑造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出人、出戏、出精品，创作与演出“贴近时

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先后荣获省、市、县级奖励 100余项，为

秦安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亮丽的风景，为秦安人民获得

了荣誉。

随着戏剧从业人员的“青黄不接”和“人员匮乏”及观众越来越

少，对戏曲的冷淡、疏远、甚至陌生，是社会青年中普遍存在的现

象，这种现象若是得不到彻底的改变，戏曲在将来就有可能因为失

去从业人才和广大青年观众而走进“艺术博物馆”，成为只有极少

数人参与和观赏的“艺术古董”。因此，激发当代青年对戏曲的参与

秦安戏曲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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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纪梨园

学习和观赏兴趣热情，就成为振兴戏曲、培养戏曲人才和观众的一

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要使当代青年对戏曲产生学习、观赏和参与热

情，就必须使当代青年对戏曲有透彻的认识。《成纪梨园》就是从这

个角度出发，本着“弘扬戏曲历史文化、继承戏曲传统艺术、普及戏

曲理论知识、发展戏曲艺术事业、展示秦安艺坛精英”的宗旨而编

写的。它的问世，必将对广大青年了解戏曲、认识戏曲、学习戏曲、

观赏戏曲、热爱戏曲起到促进作用，从而为广大青少年参与戏曲学

习与观赏戏曲艺术搭建有效的平台。

“成纪梨园”彰显了秦安艺人的艺术造诣与活力。我们一定记

住，并且要深深懂得：“光有经济的发展，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

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真正复兴的！”

李应魁

200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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