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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戏曲志

综 述

一、自贡市疆域和建置沿革

向贾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地形属tp

浅丘地带。市境东邻隆昌、泸县，南连汀

安、南溪、宜宾，西接犍为、井研，北靠威

远、内江。现行政区戈Ⅱ辖冉流井、贡井、大

安、精滩四个区和和荣县、南顺县两个县。

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设在自流井区。

自贡市素阱生产井矿盐历史悠久而闻名

中外，被誉为祖周的盐都。据史籍记载，约

靠_；叉臀时期，劳动人民就存这咀勘凿井盐矿

藏，采肉制盐，节令已有’干九百年的Ⅲ

史。

现今fI漉井地为鹿置公井县所辖。赵熙

攘“浆县志·辐域》：“庸之荣州治公井，而

班官属嘉卅l，则来牟铺已(以)北一方俱

失。是时东赢而西绌，横如旺练，东南火抵

以三多寨为界”．“自似簪宋，公片或置

州、置县、置镇，fl流井竹在郊域之内。”

咸{‘、同治年问f 1 8引——1 875年)n

贡地Ⅸ井盐生一迅浊发艇，sl：,pq州j绛济1：

逐渐融为 休，建矗一个政治卜独H的经济

实体F1渐迫钉Jj^j要；¨廿此时，门贡带的

¨|剧活动¨趋繁荣。

R同．r七年j、Jj(1938年)，经叫川

省政府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狄年

(1039年)九月一几il]式节·：售成立门蠢，H

(自贡一l，乃r；流外与贞井上Ⅱ为 行政医之』0

称)，虚隶省政府管辖。

九叫九年4-：i月1i【1，自贞IH乖l甲解

放，柏继建直了擎管会和市人国政府，当时

Jlf南行政公署也设打此，不久即迁往泸州。

一九七八年鹏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批准，将荣县全部、富顺县何计『区划归

门贡r}J管辖。一九八王年j=月十五，经，"华

人民共和同困务院批准，将富顺县全部归划

自贡市辖属。①

市属荣县，位于市西北部，内乐公路横

嚣其中，境内山峦棋布，冲沟交镄，旭水、中

溪、越溪、沙溪流经仝县，为生产水稻提,iJ}充

足水源，是四川的主要产粮县之一；盐卤、

原煤蕴藏量大，农训产^“其它矿广：资源均

丰富。隋开皂十：年(59 3年)建县，唐高租武

德元年(618匀)设荣州，明洪武JL#I-：(1376)降

州为县。民圆初年脯建昌道，民鹤‘1‘八年

(1 93昀‘)县腻贡』|：、艾11卜敦障j个乡划归

门蝌h，1-4F人民共和劂成立质，属N Jil省

内{I：专【扎 儿L st／,,F鲢刚务院批准划为自

硪llrr属县。

泼县历史悠久．人i l梅聚， ·而环水。

城抱五峰。“隋{5·地州忠b裁：“莛地¨

塞，IIl J11mIll[，i E人蛾慧慕文学”。荣县足

义化发达，人才辈Itl，牟爱川剧之地。畦州

川年(1 915年)美陶地质学家就在县城之南

采得恐龙化石，是Ⅲ川第一个发现恐龙化石

的县。城东南之大佛、t，f^J有庸代石刻如米

佛像一尊．其高仅次于乐111人佛。寺内还有

高4．9米的并到彩装达摩遗像。南求爱国



诗人陆游任荣州州官iI．J，与苏尔坡、黄l【1备

等文化韩人常确交往，爿．化火佛寺内帅“啸

台”上留相亲笔待钔。消代荣县名人赵熙更

与、_时川剧名流交随深厚。

讲属官顺县，公，嘣0汁l址纪前属梁州，
夏、商、周归巴届。北周叫，武帝天和二年

设73111：县，于唐高宗时更名富义县。来太5r

*同元年(9 7 G年)又改名富顺县，漪月l

至今。

寄胍自北周建县以术，农、世为土。麓清

木【t韧尤以产盐著称，M时盛产BE糖。商、眦以

盐、特、粮、}】|{为{：，经济比较壤浆．古有

“金犍为，银钎顺”之称。⋯于地方经济发

展迅迎，引来Ji『剧班社过往频繁。其炎通历

来以沈经全县的沱江河为i：要干绒，镀溪河

为盐业运输之生肌道。沱}15,J上起贾“I|二，

下至k滩坝，仝K约二百多华里。建国前前

谢顺至隧吕公路，邓关节窗顺公路，均H通

行人力车。日Ik仅有小煤窑，l陶、十纸、．}：
洒、石灰等小工业作坊。建国话，仍阻农业

为主，经济作物盛产麻、蚕泵、片n#和内、

禽、蛋等副食品。地方主要轻化工业有化肥

厂、水泥r、缫丝厂等。交通运输也有较火

发展，乡乡通公路，区区行客车。且东到隆

}5，西击宜宾，北至内江，南达泸州，西北

{t门贡，车船均畅通无阻。

二、自贡戏曲的形成

戏曲枉门贡，汁推川剧，历史上有儿次

繁荣时jI}i。”Ⅲr全销林立，班社弛来频繁，

粥家辈H：，0l起了全省川剧界的曩视。

rI贞川剧mf呵道上J商于“资阳flII”，清

代中叶陶盐业必旺曾一度使自贡成丫本河道

戏曲活动的l}J心。清代至民陶时期，l臻川删

外，由炎有“端公班”等曲演jl；。氏旧以米

有不少乐戏演出谣动。建嘲后更_f『曲艺榭团

的演出活动。

川剧谢i远流K，南术未年，州川已存

2

n：“川杂l_；Il”的演出活动。南朱术大觉样师

的《·5^师‘j西堂百』滴泉玩¨*}学： “，cj}

III一蝴川杂删，神头鬼面1儿多般!夜深灿火

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遮诗第一句就

出现“川杂剧”的词语了。在明代朱年，

已出现了“川戏”的名词，如明人陈铎在

《砍碧轩稿Ⅺ中写有[北耍孩儿-嘲JiI戏)

曲套曲： “身K力壮无生意，办碜的谁人似

你?一置-ff五附追陪，不肴家阳散求食。

啦米 pfr骨头贱，席抡多造脸腑皮。攘动了妆

市戏，把张扪油篇章记念，花桑钏!t调攻习
(后衙九段：枣句椎)”。『Ⅱ她，明代已Hj现

了“川戏”遮一名称和一些活动，邢||-『的㈨

川戏和今天的川剧差异讯大，一学者JI：矾：研

宄。然if,j，甫术歧州代，门负有JAJil剧，难

存盘考。

“亚_fr川剧活功曲叫M，早姗尚不可

考。乾隧Ji年(1 7 3 o年)，跌符借商t

订淹井修建Ⅻ乡会镗，所十A‘r落成，脯内

有造型特殊的¨J年台，此会馆义称*帝庙，

西豢会馆。据传，此旆落成“寸，I!]】．fi-戏班踩

台庆贺，班名不可考，是否川剧班社也不一寸

考。这赢是自负有文物i寸迹可扣的戏刷“踩

台”活动之。

清咸丰十‘}?(18 o o年)以后，常来九

贡曲并名班社甚多，其中以“犬私班”|_|{J演

出活动最有影响。班车号称李十爷，篙字不

详。他曾与名家哥锌(人称戏，⋯队元)，肖

老＆(人称戏qt大凡)等人川办过“火粕

班”，奠定丁“资Ri河王吐”岂木的厚贸艟

响。《夫名班*蚺存在和活动，⋯I魁观以_jr

考帅l‘；贞早j{】j的川崩i一助。

翻贡一带的川剧掩动，经过前颦名家的

不断努力，经过发腱而达刊繁荣时』}【|，并』r‘

历史上形成丁’川剧的“资Ⅲ；q”沈派。

三、自贡戏曲的发展与繁荣

fl井的JIl剧活动与JiI剧“资剐河道”艺



术的发胜有关，』II刷“资阳河”f：E发展过程

巾，概女t地m，足经过所9 1 J二“阳县城隗

会”、“r{贡品仙白”、“老郎会”，0i

顺“川t会”渚种大型的川剧活动而渐趋于繁

荣，直至形成了川剧在川南的匿要涟派．

清代中叶术至光绪年蜘，m县(今资阳)

已逐渐出现了大规模的川剧演出活动，历来

这类活动X转移刘了舟贡，H．--度咀闩沈井

为巾心。故Ⅲ县0内贡、％州曲Ⅲ剧舛动，从

演员刊剧目等打面．拼{源颇深。

⋯璺会戏．是济代一种大州的川剧衍

动．列仝川艺几曲影响搿触。祚习f影响下，

絮县，n流井、}：f㈣县的城m会戏也1：平

凡，仿效了⋯县的些做法。椠次繁县的城

艘会戏，名7￡黄一‘i卅演Ⅲ《张聊下书》，颇

受五『渖，这戏I!!J被n滴外的“黄氏弟兄”：t

动学土。

{i顺县神?清代n0神会戏，则以“川l

会”筹备滴Ⅲ们较大规模曲川删，问名疆

逛。

’了顺县，浆县、rI流井帕一些神会戏，

}仑演员、}§剧目，都要受引m县神会戏的影

响，电是该地区定期的大型川剧活动。以上

会戏情况，详见本志“演出习辫”的记述。

“资阳河”会碱1芷随什|期．川剧艺人X

称自流井为品仙台。

“碥仙台”的内蠲是，米此演出成功可

得仙’i，将被评为戏tl，仙，足川剧艺术中

“上鼎”之意。

、!川“i流井有湖J1廊、南华订，}l。西mi

等L脑、以娃城镇兴Ill!。他这里!：|{J庙会多、

名角多、“轨友”多，义M户1盐驰名71t外，

富袱f{1于埘中。

Iii许多种脯会等类的川剧淀i{：，引起了

n流}}观众☆0“品”戏活动，有--观众品”、

“名角品、“自我品”等方式，都足口然形

唬。儿受到好的品浮蜘演员，即赦认为是“戏

中仙”了，令他们也喜出望外。

川剧的经常演出，多种“品”戏形式的

膳出不穷，艺人到I．1流井演出的成功愿望，使

当肘有此啦洼： “不|)}；j阳县城隍会，算不了

好先生；不到自流井唱戏，算不了戏中仙”

’、然想成为溅叶r仙的艺人颇多， 而“品仙

台”_三字电随之r|为流传了。

“老郎会”也是自流井的一利哙戏。在

每年腊』}】戏班扎冬班时演出。这叫除了本河

道名角，叉逝访外河道名角集中在1：【流井演

出一：天，演j¨各位名家曲拿f戏，埘丁继承、

发扬川剧传统艺术，具有积极意义。

清代至民J_I_幼年，自贡带还盛于了锣鼓

风。农饥J肼j扔酬九年十“，有一坡坡的

f；i4‘l锣鼓Lqf，比赛谁的锣鼓打得好。闹年

椤毁的式样多，请龇“炮火锣鼓”，“娃

锣鼓、⋯渝锣鼓”、“r样锦”等等。几十
坡锣鼓。}『，以芦篙冲、土地坡、上桥、大房

_了和太苍予“黄氏始兄”等为知名。周年锣

鼓t}l有不少川屠《锣鼓。这样的打锣鼓的风气，

，1。然有利于川剧打击乐的继承与发展了。至

于锣鼓风的详细情况，当在奉一占“演出习

俗”tp述及。

cc城隍会”、“川上会”，“老郎会”

“舳仙会”、“锣鼓风”等等，这些在门贡

一带川剧发腱过程中的主要活功，逐步把白

贡川剧艺术推向繁荣的阶段。

JImm请代的繁荣期(185卜1 909年j，

|：}{l县、自贡⋯带的川蒯活动中，已经出现了

和“上J!：i”等地域不柏刚的艺术永代表人

物，备_=fj区*-lI{(J声脏、伴奏’}等。这i时，

“甜Ⅲ¨’’的铝崩：已经}i：脱。“资Hl河”托

以、l-'ff．个^而l Hj观了下lⅢ的1陆M：

j、在艺术家代表人物上，“资阳W”

先后出现了肖老k(生)、黄炳南(生)、

彭弗延(鼓师)、左青云(鼓师)、唐金莲

(旦)、曹俊臣(文武小生)、潘云成(旦)

张明德(生)、张德成(生)、栅议章(鼓

师)等．



2、在地域上，“资阳河”指沱江流域

及其附近，即今内江、资中、资阳、岔顺、

自员、威远、荣县等地，其川刚活动伍所史

上先后以龋县、臼霓为tp心。

3、在声腔上， “资阳河”五种声腔的

戏都能演出，但常演高腔戏，这个河j酋的艺

术名家唐金莲、张德成等也以高腔见k}并

且，此河道演出昆腔戏之多，在当时仪次于

高腔戏。前辈川剧艺人说：“冉流并不仪

是货阳词的高腔窝子，也是川剧的足腔寓
手。”

4、在伴奏E，“资阳河”沸求锣鼓窑

打和帮、打、唱的紧崭结合，耍做到严谨柏

度、不乱规格。有乐师的代表人物彭华廷、

左青云等等。

5、在上演剧F1上，“资阳河”渐以高腔

戏居多，其中又常演“楼”、“院”、“瓤r

等类戏。诸如t《归正楼*、《欢嫂楼》、

“岳阳楼》、《矗云楼》、“蜃中楼"、

《夕研1楼》；“乌龙院》、“春庭院》、“藕花

院》，“乐春院》、《勾栏院*、“香粉院》；

《彩楼配"、“整珠配》、《痴儿配*、《

《菱角配b，《荷璩配*、《绿娥配*等。还

上演高腔戏“江湖十八本”(见“志略”中

的“剧且”)那时昆腔戏也常演出，如《拾黄

金》、《双下山"等。至于胡琴戏、弹戏、灯

戏也能演出。有本河道的曾以“情探"等剧

名世的剧作家赵熙等。

当Ⅲ剧发展到繁荣耐期，阳县、自流井、

荣县、富顺一带曲川剧活动，在“艺术家代

表人物”、“地域”、“市腔”、“伴奏”、

“常演剧日”五个方面1j“上坝”等地桐比

较．五个方if『『都i1；观了荠异，义各j。I县有本

¨道的炎m之址，川南}|(j川剧活动．在“’时

就逐渐形成了币錾曲派刖之一川剃“资
|5|1河”流征。

四、清代末叶自贡的戏曲活动

清代术州，n贡戏曲受|fH县城隍会影

t

响，又以盐业兴旺，地方经济发达为基础，

除大型班社外，中小型班社渐多。光绪元年

(1 8 7 o年)已有rr舒泰班”在贡井、眨

h艾叶濉、荣县一一带演出。“贵林班”在

自流井至内江沿途演出。自贡大盐商王星垣

一生酷爱川剧，他捐道台官职后，自办“文

娱班”作为家班。稍后，富商李斐成等，卡H继

点持办戏班，使成型的大戏班“风仪班”和

“甯春班”的衣箱更加华贵。有名的“三宁

科社”、“臣字科社”等常来自贡演出。盐商

胡汝修的盐抖办穿了，特邀有名的“风仪

班”、“富春班”来演出川剧庆贺，排场颇

人．人盐商为父母祝寿，常邀名班演H{枇舟

戏，一演至少三H，酬金甚丰。等等。都使

自贡川剧随盐业之兴盛而兴盛。常来自贡演

Hj之季i演员、名乐师有黄炳南(’l_)、J_If金

莲(旦)、李瑞成(H)、刘j风(旦)、

曾此君(旦)、蔡三品(小生)、杨华廷(小

生)、段宾成(小生)，王京成(红生)、曹

俊臣(小生)、董月清(小生)、傅三乾(丑)

蒲松年(丑)、杨和尚(且)、张金安(jI)

叶淑仙(旦)、彭’#廷(鼓师)、段焕廷

(鼓师)、左青云(鼓师)等等。当时文人

雅士，也好川剧成癖，坷；仪与川剧界名流来

}1：，而且自己执笔写剧本，如光绪二：十八

年．荣县赵熙改写旧剧为《情探》，即是一

例。

五、民国以来自贡的戏曲活动

民心初期，四川军阀内战，人民生活m

难。川犁在自贡“清收自贡神会庙产残业

价”，实际上是在搜括民财。人民忙于生

m几年I{|使川剧观众火量减少，川剧艺人

亦遭灾受苦。这一时嘲，名n州淑仙竟枉川

军、滇军作战之中困n流井新衡通街起火，

抱病大怖．仰l刻逝廿，致川剧艺术佟顿，I

能lhIIj订发展。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民心倾向进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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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比同心年(1 9l 5年)有王史琴(清束

秀才)ff!j议，ff流并巳{{j现“钧天茶同”，弋的

剧场，聘请名埔，拒内演小川i剧， 成旧耻

社的某些旧习。

由于“资阳河～带川剧出现的较长时
期的繁荣景象，使自贡、荣县、富顺县的

“玩友”座唱如雨后春笋，“玩友社”和JJl剧

t出类拔荦的人物，比比特是。加以一九i

：年JiI军一六j师驻防荣县，师k陈兰亭极

好川剧，常杠城隧和各乡镇组织“嗣鼓”，

睫川剧坐明更为频繁。清束民初以求， “资

阳河”的“玩友”世唱，以自流井的“停云

社”最知名．有署名鼓师杨敏庵与王月艘

(外号王和番)、濉星斗(外号温教子)、蔡困清

(外呼蔡FH告)、张有年(鼓师)以及“黄

氏弟兄”等等。l面以“黄氏弟兄”名扬全

川。拍：寓顺县城则以“八i肯堂”的坐唱，闻

明退迩。有鼓师曾偏颈、潘联三、胡联三、

简瑞占等．喁口有张秀之、杨若愚等等。在

荣县城区较有影l】向的玩发|}|=，一九三。年以

来订“钓天社”，{L K许润民(鼓师)。“集

义杜”，柏鼓蛐】钟仲纯。“齐民社”有鼓师

赵文俊o-儿四0年以米有“天有社”、“富

有社”、“盟胜俱乐部”等。其中以“天有

社”影响甚人。荣县各乡镇“玩友社”更为

普遍。

自贡历来的“玩友”活动情况，详虬本

志“志略”部份。

在辛幺革命影响下，“激进民}丰义者

就此发H{‘打倒孔家瓶’，的仃力¨0”。劫并

H{现了反对H建礼教、男女平等种剃，思想，

女子班礼应运而生。民Ⅲ十阳年(1”2 5

年)，陈荣久在自流井火山铺办“品玉科

社”，仝招女生，在自贡、荣县、资中等地

演：|{，很受群众砍娅。

这一时期，自贡不仅有川剧，民间曲岂的

“竹琴社”、吖t辈会”也存自贡、荣县、窗顺县

一椎演出，还打川北“新民讲演团”来到富腻

县演出时装川剧《徐向前打通、南、巴》，义

彳I“陕班”来柴县和订流井钧天茶园演出。

九：匕年乙』j LIl芦沟桥事变以耵，

发生抗¨战争，一九三八年十月武议失陷，国

民政府迁都蔼庆。此后，熏庆、成都等火城

市常遭i-I机轰炸。这一时期为逃避空袭，又

有许多名演员如阳友鹤、刘成基、庸彬如、

吴晓雷、付幼麟、筱牡丹、胡漱芳等来自贡

演出，扫贡川剧照于卒前活跃。这些名演员

迸与自贡的“黄氏兄弟”常在一起研究川剧。

抗战初， “新民讲演用”米荣县演出了

一批刘怀叙编写的时装戏如“太太的枪》等

等。抗战期中，地址在自流井的川康盐局内

已设“京剧俱乐部”，知名成员有王振机

(学梅派肯农)等等．从此，京剧在自贡经

常活动。

冯玉祥将军于一九肼一年来IJl贡募资抗

日，荣县“灭有社”为此义演了时装川剧

“武胜千秋*；不仅如此，～九口q网年，

y}将军再次来自贞，主持节约献金救嗣选

动，设有宣传车，rI贡曲艺艺人郭均等相

续登车演唱以献盒救同为内容的曲艺节日。

富顺县巾学更演出了纪念“七七”抗战的时

装川剧《遣将》等。稍后，荣县城关一批肯

年JiI剧爱好看，受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成

立“盟胜俱乐部”，取“盟军胜利”之意．

这一时期，F『贡的川剧或曲艺，无论在形式

和内容匕都在向前发腱，抗¨战争的烽炳，

赋予了自贡戏曲以时代感和战：}Ik极受广

大群众的欢迎与崭：赞。然而，刊了一九阴九

年，ⅢK党政权而临崩溃，j：政腐败，搜折

K财，比不聊生，艺人葑不班．’i，戏曲观众

大量减少，使翻贡戏曲随之衰落．

六、社会主义时期自贡戏曲的繁

荣发展

臼西市下一九四九年十．：Jj无R和甲解

放，相继建立了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解

放后，在共产党的*怀和“双百方针”、



“戏政政镣”的指导下，戏曲艺术不断发展

日趋繁荣．

解放初，各区、蛆都举办了艺人学习

班，宣传党的文艺方斜、政案，逐渐开展

“改人、改州、改戏”的工作，帮助他们提高

思想认识，加深对戏改政策的理解。市内』11

剧艺人成立了“艺峰川剧团”、“太安区JlI

剧团”、lb市文联、文化坼领导。荣县举办

了“荣县民竹5艺人联台学习会”，其叶1“¨

剧组”共十八人。富J啊县有“民问芑．凡、#·1

班”，“群力川剧团”。}1i文教局社教科还计

|开了“自贡rH首届民问艺人代表座谈会”。

一九五一年以来，为贯彻政务院颁布的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我计T区、且

的戏曲团体，都派了驰团干部，X派二F部刘

省‘g培}』』j，州时各戏曲刚体都人数不等的招

收了学生。市文化馆将业余川剧工作者组
成“市文化馆宣传队”，以川剧、曲艺形式

宣传党的政策。当时演出“白毛女"、《刘

胡兰》、《小二黑结婚》、《丁佑君》、《窃符

救赵》、《氯化钡》等剐[1，寓教于乐，推人

奋发，正是时代的需要，使广大观众耳目为

之一新。
随着闻腿经济的逐年发展，酗家对戏曲

事业的投资连年增加，我市陆续投资新建了

“自贡剧场”(川剧演出场所)、“订贡市曲艺

书场”(曲艺队演jn场所)、“富顺剧院”

(富顺县J11劂明演fj{场所)、“三荣剧院”

(荣县川删团演出场所)。H时，l{『川刷团、

京剧团和两个县川州跚还修建了宿禽，使波

职员有了较好纳他”，^蜒于排练和演m。

我市戏曲剧州^：当地党吐的领导下，认

真贯彻艘务院有关戏改的指示，抓了“改

人，改制、心戏”的丁作，l’{_九五三‘jI三【

n，，1：雕了槎蜘或曲川件：’日工作、训整了不适

t删川]J-锄诣目融、1豫啦．戚批地或个别地

吸收了戏i『11__o乜先后在捌团内建立了觉，

团支部、工会、妇女等组织，发展了各种啡

会、研究会拍会员，使他价的艺术积极性得以

充分发挥。在戏曲剧团里建立了新的分配制

度，由过去的分红估帔为工资制。在领导
体制上也有改革，废除了旧社会的班主制、

坐公堂等，建立了团委会、艺委会和相应

的业务、行政、编导、培训学员、剧场管理

等机构，把各项=I：=作纳入了正常的轨道。

从一九五三年起，剧团除设专职编剧如

黄景叽诲l，堆、魏明伦等之外，戏曲剧团已
有导演铷虚的建蕾，并对传统曲川剧音乐进

行了初步地改节。，¨I旧J团当时的导演程序

有集体读蜊木，演员}忆技师打“肉锣鼓”、

f：台州导、联排和采矧。_lliJIl剧团排演的

《柳荫记》(黄景明导演)、《煮海汜》(刘

大有导演)、荣县川例团排演的《嚣灯谜》

(程书端导救)、富顺县川I剧团排演的《红岩》

连台二二率(魏批贵导演)，其效粜良好，

很受称赞。在川剧音乐改革上，吸取川剧赴

京代表团演《柳荫记b有女声帮腔的经验，

市川剧团、荣县川剧团、富顺县川剧团先后

演出《柳荫记》时，也采用了女声帮腔与男女

合帮，深受欢迎，为门贡川剧团音乐改革的

开端。一九五六年，市川剧团排演了“摘红

梅》、《赐马斩坡》、《张明下书》三戏去

省里参加我省重点剧团会演，=三戏均进行了

音乐改革，受到了与会着的好评。

一九六一年以后，臼贡市川剧院的理论

研究工作进展彳琏大，黄摄明、肖士雄等先fi

枉《却贡批p、《INJI¨i搬》j．发表川剧理

I仑文章。

一九凡二·年十JJ，成部ll}jll剧院演出Ifl

基“髓演fll，演Ⅱm】f{_|k蛘少林，删团比竞

华、刷奄阿。著职演驰打竞华、删企何、薜

少林、易征祥、刘金』￡、蒋泣市、Ⅲ矧忠、

代雪如椰皱l球{二霄橇苷。7r』}‘演Hfj觑绀、

兰光{‰、州心风箕，演㈨了观代戏《夸聪

艰》、《思亲送柴》(竞华)、《两亲家≯

(用企何、薛少林)和优秀传统戏《自蛇传》

“双青天》、新编历史刷《夫套桥b。陈书



舫主演的《武ij!lJ天*更受到盐都人民的热烈

欢迎，《自贡报》上有专题评赞文章。成都

市川剧院耐院长陈书舫更将她的拿手戏之一

《花田锚》的剧本赠送冉贯市川剧院。成都川

剧院演出团米自贡演出约两月，不仅使自贡

川剧界学习了不少川剧传统艺术；而且川剃

“上坝”、“资阳河”两派的演员、皱师。麓条如

一家，互相切磋技艺，已越鳓州个流深的艺

术变甜l作用，使fl贞川剧盛况空{．d，n-,jr戏

曲义1匈前迈进一步。

不议血11113，n』{lii舡删ⅢM在』连年受

到京剧名家的指导和教益。-iL．91苟凄生京删

剐来舟贡演州，rI贡市儿童l弧j堋练班派I‘

名学生随苟州团学艺j：月，对H贡京剧演出

质量的提高，褂益不浅。

十年浩劫qt n0九霓戏曲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腑家和人比都

逍此劫雄，而对Fl贡戏曲的摧残、被坏，更

是空前，々人发指。JiI删、京剧、曲艺队的

领导和业务上的知名人士、艺术骨干．多数

被打成“烈帮”、“戏辅”、“资产阶级奥

史人”或“牛、鬼、蛇、神”之樊。有的Jil

剧等删种的知名岂人，竞受折腑叠死}而这

种历史性的悲剧，更是这些遭遇不章哲从来

想列过的。

一九七一年，执行心川省革委九一Fit,号

文件，富顺县川榭团部被巅布解敢。

“文革”瑚|1jJ，“红卫兵”米戏曲团体

“造反”，竞将各剧团全部戏装、刀枪把子等

运到指定地山，一火焚之，老艺人她了协心

落i|j，群众见J7敢怒而不敢言，私下议论纷

纷。

“文革”对n贡戏曲的摧嫂，除了“样板戏”

外，传统艺术埴虱j排除、破坏，卜瀛剧日贫乏，

许多』，刁；感婵趣，使n贞戏_i【{￡为之耧落。

粉碎“|J[1人帮’阻,it，，rl贸域曲得新生

粉碎“¨人帮”后，我市被解散n’J删

Ii『】，相继恢复，迸招收了’#隹。在党的十

幅{中全会的精神鼓舞F，自贡戏曲团体上

演了优秀传统剧目，执行“三并举”方针，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戏曲转危为安，生机

勃勃。

一九b七年初，受到摧残的自贡戏曲已

在复苏了，除小分队在街头宣传毛泽东革命

路线的伟大厅}：利外，l百川刷团先后派人去江

西、乐山观痒学习，遐ni聍排演了《八一风

捶》；Il可时又派例作凡n去基联生衍．创作、

l班编，移植j’《15相逢》、《拧彼忠》、《

刑蝣t的婚礼*等戏。恢奠Ii演j’传统戏

“十“贯》、《衙球瞳Ⅺ、“谭记儿》等

戏。’‘九，0九年甄明伦已开始创作《茹nH

火》了。这一时j叫，浆县川剧瑚排演rⅨ逼

上梁山"，连演匕十心场，每场客：藩}富

顺jll榭心新排了《特别代乎》、《则春

曲》、《教火*等戏。H贡iiSiill艺队新排了大

型方言讽刺剧《枫叶红了的时1l；3*、“野鸭

滩》、“桀山伯与祝英台》等戏。自贡市京

剧团排演了“苗岭风雷*、《霓虹幻下的哨

兵》、《小刀会》、“火焰Ih》等剧。但鉴

于我市剧尉布硒不甚盆理，所以，_}}c彻上级

指示精十Ji，I“M删蹦于--／DJ＼k‘13十一月撤

销，对全体人儿，作了妥善安排。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jl『神的不断i泶

入，--JU八二年四川省委发出(1 o 8 2)

5 6号文件，提出了“振兴川崩”的号召，

使复动、了的自贞戏曲，不断I：,1till发展，气象

一新，闪若时代的光辉。

这娜问，l¨Il蒯纠创作、演“{大,Fkl4H

十六个，其中历史传奇心《易肌犬》和收编

的现代戏《l删站娘"都获必川省1 o 8 0—

1 9 8 1年优秀剧本创作奖和全凶优秀剧奉

照。《朋姑娘≯参：fJf|r文化部在京举办的

“命r_lJ观代戏汇报演ii{，’；《斟Jj【l火*也曾在

秆公渡．明戏的具1夺情况，可详半志“图

挂”滞,i',7,f／I“志略”部份。

这一ll,l崩，装县Jil剧用演出了“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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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连台戏六本。该剧团又去宜箕、遵义、

鼋跌等地迸旧演出。宿舰县，II剧剐排演了

《拷红》，获宜宾地区演出二等监，i幺团在重

戊演Hj“凄娥冤》，演出效果好，《重庆Il

报》发表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建国竹，我市各戏曲剧团都注意了培养

学生，市川剧团至今招收了八批学生，荣县川

剧团至今招收了六批学生，等等。历届学生

中成绩优秀者市川剧团有杨先才、共启华、

余丛厚、陈世芬、谢永芳、黄邦弟、段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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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贻芳、陈述根等。荣县川剧目有简小丽、

吴艳梅等。富顺县川剧团有林玉清等。自贞市

曲艺剧团有刘选清等。-H京剧团有罗雅琴、

王哇荣、易思样等(具体情况恺本rH备戏曲

删团《团史》)。

党的十一植三中全会以来，自贡【F，II剧

团的刨作、演出等成绩，在我省内外都有较

高的声誉，且在两外已订评论介绍文章。自

贡rF曲艺剧Ⅲ在省内嗣样有较高的声誉，成

为全省儿个t要的曲艺剧团之一。



图 表

一、自贡市戏曲艺术大事年表

清乾隧，i年(1 T 361q==)，fI贡的陕籍

商人致富后，神-1'I流并台资修建¨乡会馆，撕

十六年落成。庙内特蛛的““年台”在斟川

较为罕见．会馆建成时，砒戏班“踩台”庆

贺，f￡l班名u不t叮考。此馆名“硝泰会馆，”

义名“关帝Jf{i，7、“陕弧肺”，今尚在。

憾丰j!：n"(1 8 5 1年一l 8 61年)，

“火躬班”住内“、|jl流外、富顺县一惟瓶

动，班主为门流』j=宙商李十爷(名字不洋)。

㈨治年问(18 6 2年一18 7 4年)，阳县

城隍庙会戏兴盛，自负班社常齿阳县演出。

受其影响，自贡、荣县等处也出现城隍会戏。

M治卜一年(1 8 7 2年)，自流并王

爷庙已经建成，为此地胜景之一，庙内完接

的““年台”今尚存， “m仪班”等常在此

演出．

间年，“金泰班”在自贡一带活动。

成丰三年至光绪三年(1 8 5 3—1877

年)，为川盐史上的“川I盐济楚”时期，自

贡班社云集，名角荟萃，各种会戏频繁，有

“乩仙台”之称．

光绪元年(1875年)。“斛泰班”、“贵林刖”

在自负演出。fl{f者活动于贸)}、长i、艾“1

滩、荣县一带，班主上舂桃等，后糟活动1：

内流井、大坟壁、人山铺，白马庙、册滩，

邓关、富顺县一带，班主王学培等。

光绪十一年(1 8 8 5年)，自流井

“二二髓堂”正星垣韶j道台后，门办“文娥

班”作为家班．

光绪十一年(1 8 8 o坷)，日流井薯

商李斐成与艺人王三红等M办“肛嫩班”。

jE绪卜七年(1 8 9 1年)，“富春

班”枉自贡、曲江一带活动，班主工俊三、

杨炳臣等。

光绪卜八年(1 H t{2年)，“资阳

铷”前辈谢海湖在富顺县城创办“臣字科班1’

光绍二十八‘I二义在隆吕办“m字科班”。

光绪二二十八‘F(1 9 0 2年)，13贡胡

汝修盐儿矬办成功，煎烧瓦斯盐灶：百余

锅，特请“风仪班”、“富舂班”演出川剧扶

贺．主演者有名角刘三风、聂叫妖、李瑞

成、黄炳南等。

同年(1 9 o 2年)，荣县赵熙改写川

剧《活捉王魁》为“情探》。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胡元和老宅

“慎怡堂”侧新建宗裥二周配建之池潲园亭

落成，特清“风仪班”全班演出三三日．

宣统二年(1910年)，胡少权j己辈自北

京返自贡为叔祖母祝七十寿，请“风仪班”

“富春班”在“慎怡堂”滴剧三13，酬谢祝
客。

比斟二年(1 9 1 3年)．四川军阀内

战．百业凋蔽，川军二：十四军刘文辉清收臼

贞神会廊产残业价，火括民财，}f黄之，I『剧

演出为之衰落。

民J删叫年(1”l 5年)．自负出现了

以售票方式进行演出的川剧场，是利用湖广

舍馆的庙台改建，名目钩天茶园．

比例五年(I}I I 6年)，埘家在幻杆

j：9：新背别黔进宅，自井名鼓师杨敏庵发起

“停云礼”坐唱川剧，以表庚甜。

民fIjl八年(】9 l 9年)，名旦张绍玉

(Z名官喜)首次来钩天荣园演出《双飘带b、

9



《南华堂》等剧。

民国十年(1 9 2 1年)，荣县赵熙成

写川剧《渔父辞剑》。

民国十一年(1 9 2 2年)，自并“停

云社”玩友坐唱引起川南各州、县的注目．

同年，钧天茶园悬牌预告，特请黄女士

客串《打胖官》，为钉流井第一个公一：演}}：

，的女演员。

比囝十两年(1 9 2 5‘Ii)，“^H}二科

社，，在自流井大IjJ铺举办，全招女￡E，班主

陈荣久．

同年，外地著名班社“化育社”、“育

民社”、来富顺县城演出，有名角刘文约(

文生)、刘玉姣(旦)、金孝石(生)等。

同年，民间曲艺的“们琴社”、“竹琴

会”在荣县、自流井、宙顺一带活动。

民目十七年(1 9 2 8年)，“新省春

班”存荣县东街城阻庙内演出，班主杨炳

瞳，鼓师彭华廷。

同年，富顺县药帮会馆的岳王庙，经马

骆笙等主持，将庙内空坝改修为寓顺县的第

一个川戏园。

民同十八年(1 9 2 9)，“新富春班”

存荣县东岳庙共演HJ大戏《目莲传》旧十八

本。班主杨炳臣、鼓师彭华廷。演员张明德

(生)、陈海请(生)、董月清(小生)、

杨华廷(小生)、蒲松年(丑)、唐金莲

(旦)、刘三风(且)、曾此君(旦)、罗桂元

(旦)(艺名“豌Ⅱ巅”)、fIh荣头(旦)等。

民|目十九年(1930年)，曹俊}E在龠顺

县舀次演}}I《舣艟lfl*蹿马棹武功。

同年，富顺县商会会K周盂钊、釜江

镇团正主持在县内西湖边修建“湖滨楼戏

圊”。

民幽二十一‘f：(1932。,F)．川军二十一

军和二十四军为争地箍，在荣县以两老君☆

等地作战。一六三师驻防浆盟，师K陈兰乒

酷爱川剧，常在城区及各乡镇组织“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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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川剧坐唱盛极一时。

同年，“牖乇科社”至荣县河街火种J}}j

内演出．

民国一二十蔓年(1934年)，“品难科

社”来荣县西衙南华裔演出。斑主陈繁久，敬

师周竹风、余龙江、杨金j11l，：1阳q臣等。

同q?，川北“新民讲演团”来富顺县演

}ji}时装戏《你向前打通、南、巴》。

民hIl：I‘l哪‘}：(】935年)，陂北“j☆

班”来寓厢f县泼础《烧瓣m≯等剧，演员彳J

李顺采(旦)、十【fq白：(生)、¨建廷(生
等。

民目一十五年(1936年)．“陕班”来

荣县河衡火神庙演m，功卜李撷采(旦)．

演员有张一彩(且)、李爵云(净)、李顺

冒、王i祥(丑)等。

同年，该班也在n施井钧灭茶同等地演

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新民讲演

团”存萦县西街开办戏嗣，i+鼍演员有用海

滨、幺师弟、等。演出一批羽怀般编写flcI叫

装戏：《哑蛔与娇妻》、《太太的枪》、

《洪宽官场*等，舞裔卜已罘月了装置柑摄。

民旧■十八年(1口39年)， “维新火舞

台”在荣县西街湖广庙内开欢园，是十七师

旅眭徐正纲玩的班子，孛{角云集，演眦水平

高。 ’．

同年，荣县华英中学的学生n治会巾，

r}J师生组成“川剧蜘”。

民同一十九年(19405I：)，rl}Jic"川啦

盐^d举办“京剧俱乐部”，较知名的成蚍有

王振祖(学梅派青衣)、李仲瑛(工程派占

衣)、王惠芳(写梅兰芳齐躬)、张育龄

(原学净，后教戏)等等。

民丽三十年(】94]年)，为避免重庆空

袭，川刷释名演受m友鹤、刘戚慕、唐彬

蛐、吴晓雷、傅幼麟、筱牡丹、胡漱芳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