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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静波

(以上为《表演》撰稿人)

关朋

王 扬

朱光

杨军茂

张家才

荆 桦

韩德英

于宏敏

刘 良

李逸先

王瑁

许居平

李翎

周则生

郭全仁

雷小丽

王进祥

任天舜

李富君

王培英

关朋

李德平

范启声

高国屏

裴传厚

王奇太

阴鸿生

赵家珍

邓同德

刘耀才

宋金山

范高银

高波群

谭静波

王国毅

陈栋

姚新灿

(《舞台美术》撰稿人)

田东阶吕忠海 任滔

孙明堂杨扬 杨安民

陈宜东张庆云 张明珠

胡光明赵抱衡 赵宗哗

高春喜黄河 韩伟

霍士敬

(以上为《机构》撰稿人)

王菊芳许栋梁 刘少章

杨建民张永龄 李宗南

贾静高春喜 黄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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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昭安

(以上为《演出场所》撰稿人)

刘景亮袁小娜

王淮深

周 到

马龙文

赵霓

邓同德

赵再生

千尹肚

袁小娜

左超

洪宝明

王玉筝

韩德英

(以上为《演出习俗》撰稿人)

刘念兹杨建民苏健 张庆云

燕昭安

(以上为《文物古迹》撰稿人)

王永宽王钢李翎 张烁

(以上为《报刊专著》撰稿人)

袁小娜

(《轶闻传说》整理人)

于宏敏

(《谚语·口诀》辑录人)

于宏敏韩德英

(以上为《其他》辑录人)

传 ‘记：王瑁王钢 王永宽王光先王奇彬 邓同德 孔宪易

关朋刘 良孙明堂刘俊李春祥张环 张永龄

张明珠杨扬杨占欣杨军茂杨荣润武丰登 武英杰

周泽生赵再生贾静贾璐郭全仁高国屏 高春喜

黄玉芳蒋云声蒋自法韩德英

附 录：于宏敏关朋 刘景亮杨建民李 翎 韩德英 谭静波

(辑录)

索 引：杨建民周斌韩德英

摄 影：王信军孙可让杨建民 杨雨南张新政周淑丽 范敦聚

姜健阎新法

绘 图：关朋 刘德禄蓝雪梅

图片编辑：关朋姜健

编 务：于宏敏张环杨扬袁小娜

资料提供：河南省戏剧研究所 河南省豫剧三团 河南省舞台美术学会

河南省各地市县戏曲志编辑部(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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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戏曲艺术，历史悠久，它跟随中国社会的演进而成长和衍

变，至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世界戏剧中有它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我们编辑出版《中国

戏曲志》既感到担子很重，又感到很光荣，因为戏曲艺术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关心和

重视的。方志学在中国历史科学中，是个传统较久，有一定成就的分支学科，但各地方志

对戏曲是极少记载的。戏曲志的编纂，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开创性，因此也增加了我们工作

上的难度。早在五十年代戏曲工作者就有编戏曲志的构想，直至八十年代才具备实现这

一宿愿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

1983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中国戏剧

家协会共同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通知》。同年三月，在全国文学、外国文

学、艺术学科规划会议上，经过审议，确定《中国戏曲志》丛书为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艺

术科研重点项目，并跨第七个五年计划。八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会议上

被正式批准。

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主旨，在于记述中国戏曲的历史和现状，是为了系统地记

录、整理各地区、各民族的戏曲资料，概括戏曲改革工作的经验教训，促进社会主义戏曲事

业的繁荣，也为今后保留一部比较完善的戏曲文献。因此，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是属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统一领导编纂工作，组成《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并设编辑部。戏曲志在借鉴传

统方志体裁，结合戏曲实际的基础上，制定了体例；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拟定了编写要

求。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戏曲专志，开拓了新的领域，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意义深远。

《中国戏曲志》丛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划分设地方卷，由当

地文化主管部门主持编修，由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统一规划，陆续出版。

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工作无前例可循，参加编纂的人员都是通过实践来提高自

己的水平和能力的，因此成书之后也还有可能存在不足和不准确之处。希望在经历了广

大读者的考验之后，在续修或者重修戏曲志的时候加以弥补。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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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以系统记述各地区、各民族戏曲历史及理论研究成果，繁荣社会主义戏曲事

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宗旨。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一、本志按1982年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分卷。

一、本志上限，各卷按实际情况而定，下限至1982年。

一、本志各卷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并以此顺序排列。

综述以历史时期为序，概述本地区戏曲历史。

图表包括大事年表、剧种表及有关图表。

志略分剧种、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

专著滓E闻传说、谚语口诀等。

立传人物按其主要艺术活动地区分别记述。在世人物不立传，他们的活动在有关部

类记载。

一、本志附录，包括各地有关政策、法令及其他有关内容。

一、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年号为先，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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