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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戏曲志>编纂领导小组
1984年7月9日县政府办发(84)45号文件成立<高安戏曲志>绾
纂领导小组： ．

组长：李炳生
副组长：简呖
成员：漆辉如杨道以黄鹤鸣刘敏涛

1986年5月8日县政府办发(拍)17号文件<高安县民间艺术(集
成>(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李炳生
剐组长：简呖黄鹤鸣
成员：王西林杨道以郎勇杨炳辉刘敏涛

1999年1月4日市政府办发(粥)4l号文件<高安戏曲志)编纂领
导小组调整为：

组长：马岩波
副组长：高戈陈绪生吴勇
成员：徐光荣彭金城丁锋黄鹤鸣杨炳辉

《高安戏曲志》编纂人员
19铂年5月--1989年12月：

<高安戏曲志>编写小组：
组长：杨炳辉
羽组长：刘敏涛

成员：周子仪饶云团作仁l
1989年元月--1998年12月：

‘高安戏曲志>编纂办公室：
艺术顾问：彭金花
。主 编：黄鹤鸣

‘

翻主编：杨炳辉(主笔)

编 辑：医墁吲周子仪单世桢逸幽图
摄 影：黄向前刘小兵
校 对：黄鹤鸣杨炳辉单世桢
封面设计：徐福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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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f}}始，《高安戏l|lI志》就I、Z春丽111：，艺苑Ill又绽坪了·
朵瑰丽之花．

高安i与称“江朽l：具”，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而高安采茶

戏则是这块占老J-)kJ-勤劳智慧的人民蕴育出的一坛老酒，喷

发着醉人的醇香，又陶醉了一代代高安人。她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麻立在这块古老的．L地上，她是～颗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中

华文明的长河中。

一位伟人曾说过，劳动创遣一切。高安采茶戏，就是高安

人民在劳动巾创造出来的。高安的先民或在蚕桑耕种之中，或

在收获喜庆之时，有感而发，信口引吭，一人呼，众者和，管弦助

兴，铙钹取闹．傩面雉首，相聚而乐。于是，一个古老的剧种，便

在先民们不经意的嬉闹中诞生了。先民们喜爱她，钟情她，她

就像一株山茶花，在-tk代先民的精心培育下，历经沧桑。涅黎

嬗变，终于盛开在祖国戏曲艺苑的百花丛中。

数风流人物．还数今朝。纵览高安采茶戏形成、发展这一

巨幅画卷，最引入注目、让人激动的还是建国以来的那部分。

在新社会，过去曾被鄙为“三教九流”的艺人已是人民的文艺工

作者，受人尊重，曾被斥为“有乖礼俗”野乐已登艺术大雅之

堂．成为江西几大地方剧种之一。高安是高安采茶戏的发祥

地，于是也就有了戏曲之乡的誉称。高安戏剧工作者在党的文

艺工作方针指引下创造了一个个辉煌。五十年代首次奉调上
庐山为中央全会献演(四九看妹>等传统剧目，受到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赞誉；六十年代01,保管上任)

应调参加华东地区调演，又赴北京汇报演出；八十年代参加全

国‘曲艺观摩调演；九十年代应“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特邀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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