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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体例按《中国曲艺志·安徽省卷》体例编排，对应条头

无实质性内容或稀少者。采取依顺序删、并或紧缩的办法处理。

二、本志记述重点放在具有本地地方特色的曲种上，如锣鼓

书、四弦书、小调胡琴书、皖西大鼓等。因此，各部类条头也主要围

绕这一重点设置。全国流行的曲种，如快书、相声、评书等不专列曲

种释文，但在其它部类中兼顾到与本区相关的有价值的内容，其余

均概括在综述中，原则是：重点不厌其详，非重点力求简明。

三、曲艺音乐不再收编音乐谱例，因《六安地区曲艺音乐集成》

业已付梓，可互为补充；舞美部分未编撰的原因是考虑到本区没有

多少特色，如道具，除将打击乐临时移用，一般无专设；灯光随时代

发展，大体经历香油灯、煤油灯、汽油灯和电灯的一般变化过程。其

功用基本用作照明，只是现代才出现布景灯和效果灯，但也比较简

单；服装在表演部类中有提及；装置和化妆更无特别之处，故同样

予以省略。

四、本志在突出地方曲种的同时，还把本区红色曲艺活动作为

记述的又一重点。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其它资料记载中绝大多数混

杂在红色歌谣中，本志根据其演唱的曲牌，按小调胡琴书加以辨

析、正名、归类。带有理论研究色彩，敬请读者注意。

五、资料来源：六安地区和各县市文化志、部分县市补报的曲

艺资料、六安地区文联曲艺档案、六安市文物管理所资料、《六安地

区曲艺音乐集成》、艺人口述、专家访谈、知情人回忆等。

六、本志记载年代，上限一般为清末、民国时期，个别的追溯到

，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986年，但对后来发生的某些有关

乃至本志出版之前。



综 述幺不×￡

六安地区地处安徽省西部，大别山东麓，历史悠久，文化资源

十分丰富。在皖西人民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中，根植于这片土壤的

皖西曲艺也在民间艺术的百花园中独放异采。

据《寿县文化志》记载，早在宋代就出现了“宝卷”。1987年，在

寿县城东“报恩寺”原小和尚(建国后已还俗)处发现一手抄本，据

传系寺内主持所抄，是正楷书写的韵文故事。寿县报恩寺建于唐

代，据小和尚周乔修说，他唱的《叹骷髅》词，传为苏轼所作。但从唱

词看不似宋词，恐为后人据苏轼原作改编而成。宝卷系宋、元以来．

继唐代俗讲、变文之后，记录僧侣说经、道士布道所用的说唱本。由

此看来，寿县宝卷可能是宋、元时期传下来，但不能确定。然而从地

方方言看，寿县宝卷地方风格十分鲜明，有别于其它，起码说明这

一曲艺品种在我区流传已有相当一段历史了。

清顺治辛丑年，即公元1661年《霍山县志》记述道，“立春先一

日迎春，东郊诸技艺各结彩演故事，村邑男妇，沿街充巷纵观之⋯

⋯”、“上元，自十三13至十八日，沿街张设灯球如白昼，或遇时和年

丰，民庶乐业，则有龙灯狮子灯相率至士庶家，绕舞索赏⋯⋯”在

“诸技艺”、“绕舞索赏”的民间传统文艺活动中，很难想象没有民间

曲艺的参与，尤其少不了给龙灯狮子灯作垫场的花鼓。如此论成

立，那就说明早在300多年前，我区民间就有花鼓的演唱活动了。

记述最为详尽的应为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编修的《霍山县

志·风土篇》载写的，。上元前后，乡民多张灯结彩，打十番，唱花鼓

词，为舞狮游龙之戏，彻数夜不息⋯⋯”可见，当时的花鼓词已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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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于城乡了．
’

皖西民歌十分丰富，有山歌、茶歌、秧歌、牛歌、情歌等，同时还

有叙事性的民间小调，这就给以唱为主的皖西曲艺提供了滋生繁

衍的肥沃土壤。在传统的曲艺形式中，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是四弦

书、锣鼓书和小调胡琴书。老婆歌、淮词虽说也是地方特产，但是基

本局限于寿县沿淮一带，未能在整个皖西乃至更大的区域形成气

候。大鼓是从外地传来的曲种，由于流入时间较长，加之众多艺人

一代一代创造性地发展，亦烙上鲜明的皖西印记，自立起门户。其

余外来曲种，如评书、渔鼓道情、坠子、小铙子书等，都在长期与皖

西人民相伴中入乡随俗了。至于快板书、数来宝、相声、对口词、山

东快书、天津快板、三句半等传入，绝大多数已是建国以后的事，其

中一部分作为特定历史的产物，只是昙花一现，未能给皖西曲坛留

下多少影响，故粗略记之。 ．

据统计，曾在六安地区出现的曲种约二三十种。传统曲种约十

多个，且分布各有倚重。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四弦书、锣鼓书、小调胡

琴书盛行于南边的六安市(含原六安县)、霍山县、舒城县、金寨县，

在地理位置上都以大别山为依托，共有山的灵性和特点，这也是六

安地区地方曲种有很强的歌唱性的地域文化渊源。北边的寿县和

霍邱县，则与淮北曲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皖西曲艺在发展进程中，还积累了丰富的曲目，造就了一代又

一代曲艺人才，如四弦书艺人刘应才、李文全，皖西大鼓艺人辛树

公、任教山，小调胡琴书艺人陈玉清，都是技艺超群的民间曲艺演

唱家。不幸的是清末民初之际，民族危机加深，内战频繁，人民生活

极度痛苦，曲艺人几乎贫同乞丐，这从锣鼓书主要作为沿门乞讨的

工具就足以说明。

建国前，皖西曲艺虽然历经磨难，受尽屈辱，但也在历史上留

下值得骄傲的几笔：在反帝斗争中出现过四弦书《张正金打洋人》

等；在反封建斗争中出现过光棍溜子《万三姐打奉军》等；尤其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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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皖西曲艺——特别是红色小调，唱彻整个

苏区，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又二有力武器。

建国后，人民获得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曲艺事业也有了全

新的发展环境。当然在社会前进的风风雨雨中，走的是一条曲曲折

折的道路。1986年，在地区文联成立曲协的前期准备工作中，曾对

本区建国以来曲艺发展情况作了一次较全面的调查，获得大量第

一手资料，现整理出一根主要线条，作为对这段曲艺史的回顾。

五十年代，新政府一开始便抓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基础建设：

其一，建立演出团体。六安县城关曲艺组、霍山县曲艺组等相继建

立，到六十年代，各县基本上都有了专业演出团体；其二，兴建演出

场所。六安县(现六安市)在北门和西门各建一座，霍邱等县也有了

专业曲艺场。这两项工作的开展，把流散的艺人基本组织起来了，

使他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和从艺的场所。这样，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就

有了一支基本队伍。后来有些县的曲艺协会也成立了，从而从专业

到业余、从创作到演唱在更大范围内把有利于曲艺事业发展的各

种力量凝聚到一起。在这一阶段，皖西曲艺界不但恢复了传统演

出，而且产生了建国后第一批贴近现实生活的创作曲目，并分别在

刊物和其它传播媒体亮相。如小段《智擒匪特》在《皖北文艺》上发。

表；故事《布谷鸟》、《奇袭平塘》，锣鼓书《卖余粮》，快板书《早婚害

处大》，坠子《春香送牛》，四弦书《高玉珍献金办工厂》，鼓词《铁打

英雄汉》等分别在《中国少年报》、《说说唱Ⅱ昌》、《大家演唱》、《安徽

青年报》、《安徽文化报》、《安徽民间故事》、《萌芽》等报刊上发表；

另有唱词《放菱秧》、《张永顺服兵役》等在省电台播放。

六十年代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如小段《还是毛主席体

贴咱》、快板《回娘家》、对口词《毛主席挥巨手》、故事《跳出苦海见

太阳》、《一步一个脚印》等，分别在《安徽日报》、《安徽文化报》、安

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代仇》上发表。

七十年代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曲艺同其它艺术一样，



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普

及。文艺宣传队遍及城乡，曲艺节目占相当比重；业余演出队伍远

远超出专业演出队伍，成为曲艺队伍的主体力量。第二，多种曲艺

形式被广泛地引入。主要是北方曲种和小型多样的新生曲种。第

三，群众业余创作活动活跃。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增加

和提高。如故事《赵铁头》、《公社书记一日》、《春江和春华》、《毛遂

自荐》、《翻草堆》、《朝阳红旗》、《不死的红军》、《取枪记》、《回民水

手队》，唱词《送代表》、《战河滩》，对口词《我们是主力军》，快书《砸

手表》、《引棉种》、《戒辣椒》、《小张迎战》，锣鼓书《俩队长》、《闹新

房》，四弦书《立夏节暴动》、《革命理论映丹心》，相声《司务员之

歌》，数来宝《小行长》，琴书《老红军送女务农》，大鼓《把关》等34

篇作品，分别在《安徽日报》、《安徽群众文化》、《安徽群众演唱》、

《工农兵演唱》、《工农兵文艺》、《人民前线》、《前线文艺》、《解放军

文艺》、《文艺作品》、《合肥文艺》、《文艺轻骑》、《新苗故事集》和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骨肉情深》上发表，部分在省电台上播放。第

四，对曲艺形式的改革和创新作了有益的尝试。这期间在曲改上成

就最大的是对锣鼓书和四弦书的改革，将传统的演出方式和唱腔

、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并推向全国舞台，在晋京参赛中获得专家和观

众的肯定。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六安地区八十年

代的曲艺事业进入鼎盛期，主要表现为创作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

提高。截止1986年，已有故事《听月楼》、《前大山》、《泪水泉》、<一

箱金子》、《还魂棒》、《跳神》、《望母寨》、《雪冬梅斗诗》、《宝玉镯》、

《三妈斗诗》、《金江武工队》、《占凤梅》、《能媳妇》、《谁当家》，唱词

《没有拍成的全家福》、《追女婿》，快板书《惊梦》、《青蛙咯咯叫》，四

弦书《关怀》，大鼓书《劈波斩浪救亲人》，锣鼓书《三难新郎》、《赌

祸》、《两申请》．快书《山村新事》、《谜中谜》等50多篇作品，分别发

表在《安徽日报》、《安徽文化报》、《安徽青年报》、《安徽农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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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保险报》、《富民报》、《安徽民间故事报》、《安徽女英烈》、<文

化娱乐》、《欢天喜地》、《群众演唱》、《江淮文艺》、《艺术天地》、《民

间文学》、《曲艺新作选》、《神龙珠》、《乡音》、《山风》、《人生》等省和

国家级刊物上，部分作品还参加省以上调演。

据不完全统计，自建国至1986年，我区在地市以上报刊发表

及电台播放的各类曲艺节目达200余篇，其中省级以上100余篇l

在我区举办的16次文艺调、会演中，每次都有曲艺节目参加，其中

以曲艺为主或专题调、会演有7次，如1954年工农业余会演、1958

年曲艺会演、1956年和1972年戏曲曲艺会演、1973年歌舞曲艺会

演、1981年职工曲艺调演、1986年曲艺调演等。这些会、调演大都

在全国和省会调演推动下，并在县、区会演的基础上举行的，因此

质量较高，每次都出现了一批较好的曲目，其中有不少作品被推荐

参加省和全国的会、调演，并多次获得奖励。

在大力发展群众曲艺创作和演出的同时。我区文化部门没有

放松对民间艺人的引导和管理。各县曲艺组织恢复后，重点做好两

，件工作：第一，对现有的民间艺人进行整编、登记、发证，并制定组

织章程和演唱规则，购发演唱材料，举办演唱交流会等，组织起一

支共463人的专业水平较高的曲艺队伍。第二，推广新曲目和培养

新生力量，不断向曲艺队伍输送新鲜血液。如1973年6月，地区举

办曲艺学习班，学习内容是准备推广的lO个曲目和两个表演唱，

历时10天，分大鼓、琴书、数来宝、山东快书、相声等。10个组，培训

表演骨干87人，推动了全区曲艺事业的发展。

通过对建国前后我区曲艺事业发展状况对比，不难看出以下

两大不同点：其一，建国前的演唱者多为职业性的民间流散艺人，

队伍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建国后把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了，并尽可

能地提供固定的演出场所，纳入政府管理，新加入演唱队伍的大多

为业余爱好者，曲艺也随之得到普及。演出场地也扩大到舞台，甚

至于电台、电视台等现代化传播载体。其二，从曲目上看。建国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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