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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的事业永远年轻

(代 序)

《中国曲艺志·甘肃卷》主编

徐枫

要办成一件事很不容易，要办成一件文化上的事就

更不容易。所有的文化志士们犹如攀登山峰的勇士，不

畏艰辛，默默地付出着，一步一步地挪着脚步，踏踏实实

地征服着仲向顶峰的每一寸路程。作为甘肃省第一部曲

艺专业地方志书的 《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平凉地区

分卷·泾川县卷》，经过五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出书

了。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此时此刻，我很激动，不知

道如何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我想我还是说一句：谢谢你

们，我尊敬的同事和朋友们!

《中国曲艺志·泾川县誊》的诞生，结束了泾川丰

富的民问曲艺没有自己志书的历史，填补了千百年来留

下的一块空白，泾川县的同志们通过艰苦的劳动，为泾

川县民间曲艺的先辈们树了碑立了传，为自己的子孙后

代栽下了一棵文化巨树，真可谓“劳而有功，功德无

量"啊!人民创造了曲艺，它是人民的财富。但是，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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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得刭为曲艺修志的

机会。通过修纂《中国曲艺志·泾川县卷》，我们进一

步认识了泾川的先民们创适的价值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泾川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泾川县的党政领导是有眼光的

组织者。泾川的修志人员是值得受尊敬的攀登者。他们

在艰难的工作中，在许多不理解中求得了人们的理解。

在巨大的牺牲中又再生了。他们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事业，这个事业永远年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

不惊，，。《中国曲艺志·泾川县卷》将是永存的，她是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的新生儿，她的体内注入了平凉地

区文化处，泾川县委、县政府，县文化局和县卷编辑部

的同志以及所有参予和支持这项工作的朋友们的心血。

我谨代表省卷编辑部向大家表示钦佩之意，请允许说：

辛苦了，泾川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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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士 鸢

泾川县是甘肃省的东大门，古长安之屏障，又为

“丝绸之路”的通衢，文化积淀深厚，曲艺历史源远流

长。在这块不足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仰韶、齐

家文化、新石器文化遗址多达数十处。更为引人注目的

是，泾川发现了甘肃省至今唯一发现的人类化石，它比

北京山顶洞人化石还要早。这给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

“泾渭文化”渊源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泾川出土的文物和带有曲艺因素的文化遗产相当丰

富，从齐家文化遗址中挖掘出的古乐器陶埙和西秦时期

的编钟，到收集有不少出自泾川一带民间歌谣的我国最

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有带有鲜明曲艺色彩的开凿

于北魏时期的王母宫石窟和南石窟中《宫中游戏》等浮

雕中的乐伎歌舞，都充分说明了生活在泾川大地上的先

民，为形成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

3

．3q一{Hn



泾川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县份，在漫

长的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少潜心致学，辅弼朝政的历史人

物。北魏的邓彦海、隋代的梁彦光和牛宏均为泾川人，

他们曾为当时朝庭“审制度、稽故事、参定朝仪、．律

令、音乐、文书"等，并对我国六世纪的音乐进行过系

统整理，还编纂音乐志，为朝庭制定雅乐。北宋末年安

定郡(今泾川)王赵德麟始创的鼓子词，对元、明、清

以后的曲艺和戏曲形成发展影响极大。

赵德麟的鼓子词，实为现在泾川小曲之滥觞。明、

清两代是泾川小曲鼎盛时期，特别是清代中叶，曾长期

随社火以地摊形式演出的泾川曲艺，以它鲜明的民问艺

术特色登堂入室，占据了舞台。清末民初，秦腔虽然以

其强大的优势主宰了舞台，但深深根植于民问的泾川小

曲却仍然以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同之以风搅雪的形式演

出，此习沿至今日。

在历史长河中，种类繁多的泾川民间传统曲艺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色彩，在祖国璀璨丰宏的文化遗产宝

库中占有一隅之地。在流传下来的一百多处传统保留曲

目中，相当一郭分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

学价值，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而珍贵的精神财富。这

是生长在泾川大地上世世代代民间艺人辛勤劳动和聪明

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泾川人民的骄傲。可惜这一流传千

余年的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却很少见于历史文献记

载，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关系到曲艺形成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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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历史阶段，几乎片文只语都难以寻觅。

泾川民间传统曲艺很少有文字脚本，大都是历代艺

人口口相授而流传至今的。这些仅存的民间老艺人年

届高龄，人数越来越少，失去一位老艺人，就意味着一

个地方文化小宝库永远消失。因此，抢救，搜集工作迫

在眉尖，刻不容缓。如果这笔存在于人们口头上的文化

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泯灭失传，那我们就会成为上愧

对列祖列宗，下有负子孙后代的“千古罪人”。

遗憾的是，过去因种种原因，未曾对这笔丰富而珍

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搜集、记录和整理，致

使有许多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资料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

失。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和重视下，广泛开展

了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文化大革命"

中却又遭到严重摧残，许多优秀民间艺人遭受迫害，有

的甚至被致死，大量资料散失，有些已无法挽回与弥

补，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痛心。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开创了民问文化艺术的新局面，在汇集和总结各

民族曲艺艺术，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

同时，我们发动和组织全县广大业余作者，创作出了为

数不少的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现代曲目。这些作品

由于直接反映了火热的现实生活而为群众喜闻乐见，有

不少曲目还参加了全省曲艺调演，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一切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支持，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它客观地记载于一方之志中。
· 我国纂修地方志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旧方志的

遗产相当浩瀚。自宋元以来所修的志书，保存至今的不

下八千余种，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但

在数以千计的志书中，却寻觅不到一本有关曲艺的专业

志书。因此，曲艺志地方卷的撰写，是一项开创性的科研

工作，无前例可循，而一般志书编纂经验又不完全适用

于曲艺志书。这次我们纂修地方曲艺志，从某种意义来

说，就是填补我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艺术科研空白。我

们做为第一代修志人员，完全有责任把它客观忠实地记

录下来，流传下去。

这部志书，我们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泾川曲艺艺术的渊

源、形成、沿革、革新、发展和观状，力求做到内容丰

富、资料翔实。它的出版，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而且对我县今后曲艺的改革和繁荣也必将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

这部志书全部条目所采用的资料，都是在广泛普查

的基础上，广征博采，经反复讨论取舍，核实无误，才

设条入编的。 ，
·

为完成这部志稿，我们的编纂人员在艰苦探索中经

历了五个春秋，六易其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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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心，发扬艰苦奋斗，实干奉献精神，不遗余力地勤奋

工作。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特别要提出的是，本志稿的完成，是与《中国曲艺

志·甘肃卷》编辑部和《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平凉地

区分卷》编辑部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的，尤其是省卷编

辑部主编徐枫同志，千里迢迢数次亲临我县，从业务上给

以热情指导，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使人敬佩之极。同

时向支持这部志稿的其他领导和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因我们水平有限，加之经验不足，这部志稿，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同仁不吝赐教。

1 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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