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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状元煤，。布景设计图 设计黄凯

闯王旗一布景设计图设计沈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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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舒志超
●

‘●

，

志或称书．考，是纪传体史籍的一种体裁．方志．是记述地区历史的史志．可分为全

国性总志和地方志两类．源可追溯到《尚书·万贡》，《周礼·职方氏》．真正逐步完备形

成志书还是经过《史记》到《汉书》．我国编写地方志约有两千年的历史．有编纂方志的

传统和经验．·但是，作为戏曲专志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的．1983年国家把编纂中国戏曲

志作为一项重点科研项目提ilj来．以1982年我国省．直辖市．自治区行政区旦n的方域屯

卷．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戏曲志的编纂是方志学、戏曲学科的结合．也可以’髓．在

戏曲学科的门类中增加方志学的项目。而在方志学中增加了一门新的系列．新的内容的志

书，填补了我囝编纂志书和社会科学艺术门类的历史空白．通过实践．越来越清楚看iIj一

门新兴的学科即戏曲方志学正在建立．这是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工作．1983年11月．湖北

省文化厅召开了全省艺术学科规划暨戏曲．文物．文艺志工作会，制定了我省编纂戏曲志

的规划．并组建《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编辑部．随后．有关地．市．县文化主管部门动

员组织专业人员．分别建立了编写组．六年来，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瓴导小组统一部署

下，在我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省戏剧家协会的支持下．戏曲志编纂人员奋力拼搏．通过

省内外调查访问．搜集整理，查阅历史文献．并经过鉴别研究．先后编出汉剧志、楚剧

． 志．荆州花鼓戏志．黄梅采茶戏志等四个剧种志和鄂西自治州(南剧)，孝感．襄樊．沙

市、咸宁．郧阳．广济(武穴)．远安地市县的地方戏曲资料汇编本．’在此基础上．湖jE

卷编辑都按照《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规定的体例和出版计划．又特邀了一百四十名戏

曲专家编写了九百多条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湖北不同声腔系统的22个戏曲剧种的历史

与现状．概括体现了沏北地方戏改革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完成了编辑一部资料翔实．具有

科学文献价值的专著一《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的任务．这部戏曲专志将于今年底完成
国家终审付排出版． 。

。

汉剧、楚剧．荆州花鼓戏．黄梅采茶戏的源流沿革．声腔．剧目。表演艺术特色．艺

术革新、名老艺人传记等，在《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的综述篇以及各部类篇章中都有简

要或有所侧重的记述．但是．鉴于以上剧种在我省地方戏曲发展历史上态势各异．各自有

突出的贡献．各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汉剧．过去首创皮黄合奏．从而形成皮黄声腔系

统．艺术传统深厚．对我省地方戏兴起影响甚大；楚剧是湖北花鼓戏中发展最快的杰出的

．代表性剧种；荆州花鼓戏富有江汉平原艺术特色；黄枥采茶戏对打锣腔系的形成有砸要的

．贡献，因此．从历史的宏观高度，有必要独立设置专志，全面系统地记述这四个有代表性

的剧种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剧种志的框架体例。仍遵循《中国戏曲志》编委会的编纂原

L●t{●-I『I一



则．结合各剧种的实践．项几设冠．不尽相同．大致分为源流沿苹．大事记，剧只，表

演．音乐．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

说．谚语．口诀及其它．通过记述．排列翔实可靠的资料。透视_}Ij本剧种的概貌、脉络和

发展规律；体现出戏曲艺术综合性的特点．综合体中各个艺术吱份钧联系与区别；以及戏

曲艺术与其它各类艺术的共性与个性．戏曲艺术如何进行纵向继承，横向借鉴，不断创

新；通过准确i己述历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现论家．教育家所作出的贡献．对他们予以科学

的评价．

可以肯定．戏曲志湖北卷和四个剧种志的编纂出版。集中了建国以来我省戏曲历史资

料溺查、搜集和理论研究的成果．体现了广大戏曲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水平。但在i己述戏曲

剧种之问渊源，流变关系复杂的问题上．由于有关资料不足．对有的学术问题开展讨论不

够充分，还存在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问题和不同的观点．志书采取了诸'兑并存的方法．提

供线索．有待今后深入调查研讨．我们深信．我省戏曲志的出版．将对科学地继承我省戏

曲艺术遗产和革新戏曲艺术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有助于戏曲堡论的研究和教学．有利于

繁荣戏曲创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建设戏曲方志学．逐步丰寓发展和完善这一新兴学

科．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戏曲事业，建没社会主义辅神文明作出贡献．

∥篪锄％麓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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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志高

经过几度春秋的艰苦奋斗，湖北《汉剧志》和读者见面了．
‘

汉剧乃是湖北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戏曲剧种．汉剧历史悠久．首创皮，黄；它不仅对

地方戏曲的发展具有帮助．而且对京剧艺术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乃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宝．各个戏曲剧种在历史的发展中都积累了大

量的艺术财富，这不仅属于历史，而且更应属于今天和未来．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

繁荣戏曲艺术．我们要对各个戏曲剧种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探寻．要对优秀的传统艺术遗

产进行抢救．继承，而通过剧种史志的编纂工作使剧种的历史和现状成为翔实的文字记

录．为今人和后代研究戏曲理论．继承传统遗产。繁荣戏曲艺术捉供可资借鉴的科学依

据．这便是从事戏曲剧种史志编纂的意义和作用．

史志的编纂在我国已有两千年历史。但具体涉及到戏曲这门传统艺术发展史的编纂则

由于历史的原因．始终是个空白．即使散落民问的一些史料也大多是[1碑佚闻．且寥若星

晨，散乱无章，这就使史志编纂这项求实．求真且具科学性的文字工程增添了很多困难．

1983年国家把编纂中国戏曲志及戏曲剧种志作为重点科研项目提出之后，在全国艺术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组织了汉剧的专业人员通过广泛调查访同．查阅搜集

文献．考证鉴别汇总．分类排列编纂．《汉剧志》在框架体例上．我们既遵循《中国戏吐缸

志》的编纂原则．又根据剧种自身的不同特点．力求通过剧种源流沿革。不同时期的大事。

记及剧日．音乐．表演．机构．舞美，报刊。专著，轶闻．传记等史料，勾画_}J：剧种发展

的慨貌和脉络．同时．对在农演艺术及理论．教育等方面做出贡献的艺人也给予了客观科 ，

学的评价． ．‘

鉴于历史的原因。加之我们又缺乏戏曲史志的编纂经验．故在一些涉及到剧种渊源、．

变革中尚存在的无法考证的学术问题则只能采取诸说并存的方法；对于尚有争议的问题． ·’

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分析定论．

史志的编纂工作是一项造福千秋的事业．我们坚信，《汉剧志》的完成．将对湖北地、

方戏曲的发展．戏曲事业的繁荣．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也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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