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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宗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系统、翔实地记录和整理扬州地区曲艺

历史与现状有科学研究价值的资料，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曲艺改革的成就及其理论研究成果，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

化艺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曲艺事业，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一、本志时间上限不限，下限至公元一九八九年底截止。

一、本志按《<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的要求编写。分综述、

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并按此顺序排列。

一、志略大体上按《(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设置门类，其

中，缺舞台美术，增设书会(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扬州曲

艺举办和参加各种书会、会演史实)，并将谚语、口诀改为行话术

语。
’

’

． 一、传记是为本地区曲艺活动中有成就、有影响的演员、音乐

设计和伴奏人员、作家、教育家、理论家、活动家等人物立传。立传

人物分曲种以生年先后为序排列。说评话《水浒》、《三国》的人物较

‘多，分别集中排列，其中仍以生年先后为序。凡本志所记时间下限

以后去世者，均不在本志列传，其艺术活动及成就在有关部类中记

载。．一 ．

“

．一

一、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以朝代及其年号为

先，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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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周卫国．

一’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富有特色的文园、，艺苑中，曲艺是一丛

璀璨耀目的花朵，是植根于民间，长期与人民群众保持精神联系

的艺术瑰宝。 、．

’·三百多年来，扬闸迄为曲艺名区。在清代特别发达的继承宋

元讲史的评话·，’扬州始终是中心地区。以扬州方言说唱的弹词、道

情、鼓书等，同为驰誉大江南北的曲种。古老的扬州民间小唱，经

融汇南北俗曲兼吸收其它艺术营养，加工提高，形成为广受赞扬

的扬州清曲’，其影响远及辽东半岛。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等地。。

扬州是明末清初大说书剥P敬亭：现代评话艺术大师王少堂
的故乡。自柳敬亭以来，。扬州曲艺人才辈出，名家迭起。据有关。

史籍记载和艺人传述，扬州历代著名说唱艺人总数在三首人以上。

其中，扬州评话人才尤盛，各个发展阶段都是诸家荟萃，群星争

辉。其主要传统书目在绵延不绝的传承中。，形成了支系颇多的传

授系统，各具特色的艺术门派。《清风闸》一书，自清乾隆初期浦

琳始创以来，．今已传至十代。(--国．》、《水浒》．等书的传承世系亦

有七至八代。7连续传承的时间之长，在全国曲艺界少见。
‘

、

扬州曲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厚的艺术遗产。．据

不完全的调查统计，扬州评话、弹词历代上演的传统书目总计有

八十部，、扬州清曲传统曲目有四百多首：．仅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

八十年代先后抢救记录的即有三千多万字；其中有传统书目三十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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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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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部，传统曲目一百多首，．书头笑话和艺术表演经验等资料数百

篇。．
‘

现代，扬娴曲艺在抢救遗产、培养新人、继承传统、努力创

新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通过举办、参加各种艺术活

动和进京演出，通过出版一系列整理、创作书(曲)目和专著，通

过报刊、广播、电视的评介和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其声誉

不仅流布海内，而且远播国外。俄罗斯、美国、法国、挪威等国

均有学者对扬州曲艺进行研究，分别在本国发表论文，作学术报

告，给予高度评价。 ·

i 一
一。．

为系统地、翔实地记述扬州瞌艺的历史和现状，汇集具有科

学研究价值的衄艺资料，用以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推动社会主

义曲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促进文化艺术交流，我们编纂出版了

《扬州曲艺志》。全书共收条目释文308篇，附录十一种，图片百

余幅，近三十万字。书中记述了扬州曲艺由古及今发展情况和新

中国建立以来的建设成就，详介了扬州曲艺的曲种、书(曲)且、

音乐、表演、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书会i文物古迹、出

’版专著、轶闻传说、行话术语等，-为八十多位艺人、作家、理论

家立了传，另以《提名录》的方式简介了330多位知名艺人。所

用材料_部分是历年积累的资料，更多的是最近调查、征集所得

的资料，对新旧资料都作了考析、核实，审慎取用。

国家艺术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中国曲艺志》编纂工

作的开展，为我们编纂。《扬州馥艺志》提供了动力和条件。在编

纂工作中，得到《中国曲艺志·江苏卷》编辑部的指导和帮助。在

征集资料过程中，口头提供忆述资料的有康重华、高再华、徐幼

良、夏少庭、，夏筱台、．尤德祥等；书面提供忆述资料的有余又春、

王筱堂、张慧侬、戴步章、李信堂、．张仲、刘一飞等；参加选录

史籍、报刊中有关资料的有诸祖仁、顾维俊、韦明铧等。陈午楼

2



先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曾据采访所得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

有关扬州曲艺报道、评介文章，我们从中选用了部分资料。扬州

各县、市文化主管部门委定专人深入调查；提供了曲艺普查资料。

本志初稿编印后，扬州曲艺界和镇江市艺术研究室成贻顺主任详

加审阅，提出不少订正、补充意见。广陵古籍刻印社邱数文曾在

编排业务上给与帮助。在本志出版之际，我们谨对热情为本志编‘，．

纂作出贡献的诸位先生、诸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纂《曲艺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无先例可循。我们从

事这项工作的人手又少，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

方家教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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