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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通海戏曲志》：审稿

．赞滇戏花灯
，l、 ，

滇戏花灯两朵花；

。‘。流长源远最堪夸．

城乡遍布戏窝子，

倒板声飘百姓家．

饶饶梨园开金凤，
●

‘

巍巍云岭放山茶．

文明传统当承继，
一

礼乐名邦著迩遐．

唐尚贤

97．11．26日

。倒板”滇戏花灯唱腔，
‘

。金凤，山荼’：将花灯比为金凤花，开放在普通百姓

家．将滇戏比为山茶花，在云岭高原满山遍野皆有．



(通海县戏曲志'

审待会议人员合

影(19q7lI 26’

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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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在疽蜊

(高仃摘印)中

扮演的潘洪。

(1956)

2花灯《蔽莱汗)

演出剧照(1960}

3滇剧《嫁身娶蝗)

第一场剧照(1986

4现代滇剧‘情

与爱)在玉漤

地区调演会上

向观众谢幕f1989



序 言

《通海县戏曲志》几经审稿，现已成书．这是我县文化

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通海县的戏曲活动源远流长，虽明代以前已不可考，

但从清顺治年问起，先后有秦腔、。昆曲、弋阳、皮簧、湘

剧、邕剧等剧种艺人、。戏班子”入县献艺．清成同年间，滇

剧、花灯传入且有演出班子活动；此间，京剧也相继入

通．滇剧、花灯、京剧、歌剧、话剧从三十年代始，·在通

海城乡广泛演出，并为支援前方抗日将士．组织义演，‘既鼓

舞了士气，又教育了民众，振奋了民族精神．建国前，一通

海有。戏窝子”之称．
’1

建国后i由于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戏曲艺术

长足发展．专业团队、业余演出队伍活跃城乡，戏曲人才荟

萃，演出剧‘目丰富，既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锻

炼了队伍，繁荣了城乡文化，陶冶了人们的情操．尤其是党
～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海的戏曲艺术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专业、业余的戏曲演出活动，至现空前繁荣景象，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戏曲志，是国家列入重点科研项目的十大集成卷之
J● ，

．

⋯ ’

?
i



一。通海历届县委、政府十分重视《通海县戏曲志》的编

修工作．于1984年9月组建的领导小纽、编纂纽以马列、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遵照《中国戏曲志》的条例要求，编

修人员旧以继夜地深入城镇、乡村采访、收集、整理、编

修；在广大戏曲，爱好者的鼎力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仅用了两年多时间i形成了十六万字的《通海县戏曲志》

送审初稿．

党的十五大以后，根据县委、政府的要求，宣传部、

文化局、县志办领导、有关专家，以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

精神为指导，对《通海县戏曲志》全稿再次核实、增删、

修正，形成了由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彳大部分，．，7个

项目，129条目组成的较科学地、客观地、翔实地记述通海

戏曲活．动的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通海县戏曲志》。它的成

书，对弘扬民族戏曲艺术，促进通海文化艺术的发展将起

着借鉴、资治的作用． ．

在这里，我对为《通海县戏曲志》倾注心血的主编张

家别同志、各位编委、审稿的全体成员以及关心此书并为’

之凝供资料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何学俊
一

1

1997．12．于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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