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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厶il 旨
订v 吾

根据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剧协《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戏曲

志>的通知》精神，在《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委会的指导、《宜宾。

地区十大文艺集成<志>领导组的直接领导下，《宜宾地区戏曲

志》的编纂工作，于1．9 8 4年着手， 1 9 8 6年江安、南溪、长

宁、筠连’．珙县、高县、宜宾县和地区川剧团先后完成团史编写，
l 9 8 7年底写出初稿，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

我们再次反复印证核实，补充修改，至1 9 8 8年6月结稿。

由于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宜宾地区戏曲潘动在

<史>、(志>上记载极少，加之十年动乱的破坏，∥文革矽前一些

有关戏曲活动的文件、档案、业务资料等大都毁之一烬，使许多梨

园情况无法查寻，而只能根据现有查阅和调查访问的材料如实记

述．所以，今呈现于读者的只是我区戏曲历史和现状的概况。

在酝酿和编写的过程中，．得到各县文化局、文化馆、川剧团、

党史办、档案馆。地市志办、政协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一些

戏曲老艺人、老玩友、专业和业余爱好者，为本书编写提供了很多

难得的文字和口碑资料。我们谨此向上述单位和同志，向一切关心

本<志>的志士仁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

编纂《宜宾地区戏曲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无现成模式

可循。加之人手少，时间紧、经费缺和编写水平所限，这本志书有

的部分还失之粗疏，遗漏和差错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
教，以便今后续志时补正．

‘’。

编 者

l 9 8 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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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琼】卫

一、宜宾地区的地域及历史沿革

宣宾地区位于四川盆地最南部，东挽万里长江，南接云贵高原，西以大凉山为屏

律，j三通成都平原，辖一市九县，即宜宾市、宜宾县，南溪县，江安县、长宁县、高县、

屏山县·筠连县、兴文县、珙县I面积13，262平方公里，迄止l 9 8 6年底，全区人口

为4 4 7万。

宜宾地区历史悠久，早在3 0 0 0多年前，就是兄弟民族聚居之地。秦以前为焚人

部族的活动中心，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焚道县一条注中，载明为。故芙侯

国刀．西汉、南齐时属犍为郡，架置戎州，隋初又名犍为郡，唐初仍名戎州，后一度街

南溪郡，再后仍称戎州，北宋改称叙州，元升为叙州路，明、清为叙州府，民国时为四

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区，建国后为宜宾专区，现为宜宾地区。

宜宾地区士地肥沃，雨量充沛，IJJ明水秀，四季常青。除盛产水稻．玉米，小赍，

幡米等粮食作物和高梁，大豆，甘蔗、茶叶．花生，蚕茧，烤烟，青黄麻，油料等多种

经济作物外，西南部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硫，铜，铁、砩，大理石，天然气等矿产资

源。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以曩五粮液打为主体的宜宾酿酒业，历史源远流长，具有独特

网【睬．近年来，以五粮液为龙头，宜宾的名优曲酒大批涌现，。通灵液黟，。圆明园胗、

一梦酒一，矗叙府大曲一，宣宜天特曲一、。仙潭大曲移等相继问世，为酒乡人民增添

了光彩。

宜宾市是宜宾地区的首府，座落在金沙江与氓江的汇合口，是长江的起点，敛称

_万里长江第一城"。她始建于汉高后六年(公元前l 8 2年)，西汉置燹道县，直至北

宋改称宜宾县至解放，1 9 5 1年建宜宾市，与宜宾县并列，巳有2 l 7 0年历史。现

有市中区的谯楼(大观楼)、水东门及三段城墙保存较完好，城区走马街、冠英街一部

份段落尚有古街道，古民居风貌。主要街道分别为南北、东西走向，古城格局至今轮廓犹

存。建国后除改变旧城残败局面，拓展主要街道外，发展了上下江北、江南及西郊四个

缄市新区，并由四座铁路、公路桥梁连接，是川南名符其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重镇和物资集散中心。

二、明、清时期的戏曲活动

宜宾地区戏曲艺术的渊源，可追溯到察、汉时期。现虽来发现有关于此的文字记

俄，但据建国后宜宾出土的有关音乐、舞蹈，杂技、美术．书法、宗教方面的文物，当

为有力佐证。长宁县飞泉乡境内的七个洞汉岩蘩群石刻图像及题记，现有汉岩墓二十八

座，在墓门，墓壁和墓室内，刻有女娲、伏羲，舞女、卫士，侍女，官员、百戏阙、车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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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等各种图像一百二十八个，其中的“舞乐百戏图力表演杂按及马术，宜宾县汉代岩基

石棺上刻的。伏羲女娲图"、“杂技图"、“迎客图一I江安县黄龙乡桂花村出土的魏．

晋时画像石棺墓上刻有“荆轲刺秦王图一等等。上述图案刻画细腻，造型生动，真实地

反映了当时函：宾的社会生活。

明、清时期，随着宜宾地区经济的发展，戏曲活动也相应的十分活跃和普及，不仅

广大民众喜受，一些木刻艺人也受到了戏曲的熏陶，使他们把戏曲故事犬量地表现在木

亥J艺术的创作之中。距江安县城南■十公里处的夕佳山古民居，始建于明，清代扩
建竣工，建筑面积5 1 4 6平方米，有正厅、后厅、．戏台、经堂，书房，绣楼等房舍

l 0 8间，其门窗、{(}}柱、栏杆、柁础均雕有精美的戏剧人物二十多幅。

清代中叶至后期，各省商贸入川来宜时，常把各自家乡的戏曲船来宜宾，逢年过节

搬演，以此联络乡谊，客观上促进了宜宾戏曲活王，的发展。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末，宜

宾城里先后建有云南，广东、江西、陕西、浙江、苏州、黄州、吉安、文水等十余个商

业会馆，各会馆均建有戏台，其中当以“云南会馆黟戏台的建筑、造型和精湛木雕最受

称赞。戏台是会馆专为唱酬戏曲而修，彳j‘戏台就必定有戏曲演出潘动。 ．、 ．

清代同治三年(1 8 6 4年)，皇帝嘉奖“乐奏钧天"四字，由二B法家孙裴然书写

悬挂于珙县上罗乡城隍庙戏台，清代光绪十年(1 8 8 4年)，贡生孙维舟为珙县城关

禹王庙戏台揆丐了对联： “不放黄腔只管高声jk气，谈些白话宜当作古论今’’。可见，

当年上演洌神戏的庙’产是『I可其普遍。

清f匕同治，光绪年问，靠宾戏曲活动的另一表现是戏班的粥迢和戏曲研究团钵的出

现。光绪初年(1 8 7 5年)由宜寅城f如本地艺人组建了第⋯食川剧班社“隆盛班’’，．

至f遍fji各城乡场镇的灯戏班、端公班、巫师班等更足接踵J}f；现，i，I动频繁。光绪年

fr订，宜宾还出现了争门研究戏舶膏乐阳扬琴、竹琴艺术的“解X堂’’、“萃英文{{：’’和

以篁中乐’’‘卓，由此可见：与Ⅱ于宜宾戏!l|1『舌动之一班。

三、民国时期的戏曲活动

清束民初，川剧分口川西坝，，、“资阳河黟，。下川东一和搿川北河一四条河道·

“资阿{河，，是早期川剧发展的-霞要河道之一，它包括资阳河与泸州河一带的’浅镇。宜宾

是其分支叙(宜宾)泸(cfti州)河与嘉(乐山)叙(宜宾)河的怄兰f’，因商品经济活

跃，水路交通方婕，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观众和物质条

件，使之成为川南艺人活动的主要场地。

民囝时期，宜宾所辖地区的酬冲庙会十分盛，亍，各城乡的大，中庙宇，每逢会期必

邀戏班演出庙会戏，以此招徕香客，求得庙字香火旺盛。此外，各县城的商业，手工业

的同业工会m泡哥的单刀会等，也要在～年一·度的会期中请戏班演出行会戏，帮口戏，

以示庆贺。上述除每年七月农忙，十一，十二月淡季不演戏外，其它九个月都有戏演·

计有正月春台会，二月观音会，三月娘娘会，无常会，四月佛祖会、药王会，五月单刀

会．城隍会，六月火神会、缧祖会、川祖会，太子会，王爷会，八月月光会，九月菊花

会，十月牛王会。此外还有东岳会，土地会、文昌会，财神会，马王会等·众多的演出

·2’



．活功，有力的促进了破m艺术的发展。

民围时期，先后来宜宾演m的著名川剧班社有太ij：班，老钎器班、葛f舂班，三：j!科

班、鹿呜班、臣字科班、钧字科班、自志科班、品娱科}f：、崇火剧部、文秋剧院和队两

的陕班等。随班前来献艺的著名艺人生行有詹佥品、茆炳南、丁德超、肠i海f}宁、刘漓石!、

曹俊臣、张德成、韩成之、曾荣华等l旦行有王三洪、刘三凤，张宫贤、聂职妖、赛f，i

妖、杨云风，露凝乔、薛艳秋、筱憨芬、刘玉珊、酎：书舫等，净行彳J’李羲，铁桂林，r：：

文成、李jt钧等，丑行彳-陶德三，龚兆林，陈全波、为i方党等。

民同时期，由于神会、庙会和行会盛行，演出活动不断增加，诅：外来班社的影q勺

下，宜宾地区相继建立了川剧班社，除早年的“隆缝班"外，计彳J‘钧弓i科班、金城科班、

女儿班，崇大剧部、文秋剧院等。在专业表演团休的推动下，各地的业余组织，玩友乏?

堂也连勃兴起。如宜宾县观音镇有大同、怡红，蜀安俱乐部，泥溪场彳r金玉同票友社，

南溪县有陶然乐、升平乐、贤乐社，凯声．咏新，集中俱乐部，珙县有上罗、洛表俱乐

部l高县有合叙h|j、天佑吕，大同社，高贤乐、容容，乐乐俱乐部，庆符县有叙荣禄、

德叙，乐益，和声，剑琴、曲光俱乐部，罗场有醒倍，沙河有怡和、庆德、大观俱乐部

等。据川剧老艺人文极荣在《我的艺途随记’一文中称- “l 9 3 5年，宜宾各封建码

头(即哥老会)‘玩友’盛行，有遍及全城各角之势，其佳者，首推‘叙荣乐’、 ‘合

敦同’， ‘德叙公’． ‘联蜀公’等社。坐唱哨期多选在晚上七至九时，若逢哨期，鼓

乐声中坐唱者行腔开戏，听者无不停步，盛时成人墙而断通衢l唱者微妙之处，昕者随

之点酋称是，伴以掌声．力上述川剧班社的建立和玩友活动的开展，既为川剧培训了人

材和观众’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川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民国时期，宜宾除川剧迅速发展外，三，四十年代的京剧活动也十分活跃。外地来

宜演出的著名京班和艺人有忠勇剧团、夏声剧校和郜俊卿、凤凰旦．曹汉培、小芙蓉，

徐琴芳，陈铿然，王少泉，王金铃，李紫贵，金素秋，董俊楼，刘仲秋、郭影秋等。其

中最有影响的是1 9 4 5年春，以著名须生刘仲秋．花衫郭影秋为院长的夏声剧校，在

宜宾北衡巾华剧院(现市人民电影院)演出，演员全是六至十六岁的青少年学生，技艺

过硬，演出认真，深受观众喜爱。临别演出三场，由刘仲秋主演《失空斩》、‘琼林

宴’，郭影秋主演《虹霓关》，武净教师马振奎主演《连环套》，配合默契，蹋做俱

仕，为宦宾京剧友好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宜宾本地也相继建立了京剧业余组织·

友声票{!I：，和声票{I：．金龙京剧社，中原票社、银}I：票房等。他们每逢假节日和劳作之

余，常聚集～起进行坐唱，丰高了工矿职工的文娱生活。

民困时期，三、四十年代的宜宾清音鼻{册势一林立，中河腔风格臻-了．成熟，茶房酒

肆里，其它曲艺演蝈活动盛行。如施尚荣的评书，陈孝的荷叶，严树源的竹琴，石绍

荣．杨林的金钱板，何尔秀、曾剑秋(李月秋师妹)的清音等备受欢迎。它人员少，道

具简单，曲调多样，唱腔优美，表演生动，加之与抗日，直传内容结合，深为广大群众害

闻乐见。故早年宜宾就有。曲艺之乡节，“清音窝子一之秭·

尽管民同时期宜宾的戏【i臼?厅动订所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世俗的偏见，解放前

戏曲艺人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穷途潦倒，遗遇悲惨。到了民囝后期，全区所

有班社频子绝境，纷纷解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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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国以来的戏曲活动

l 9 4 9年l 2月l 1日宜宾解放，给全区戏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建国初期，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各文化主管部门先后举办了各种艺人学习

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艺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恢复演8：，以满足广大群众庆

解放、贺翻身的需要。接着全区各县、市成立了川剧团和部份业余剧团，宜宾市还成立

了曲艺团和业余冀i剧社。除演Hf=j传统剧目外，为配合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荚援朝、

《婚姻法》宣传等改编、移植演出了《血泪仇》、《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

《刘胡兰》、《丁佑君》、《，j、二黑结婚》、《红杜鹃》、《菊花劝母》，《杏林记’

等现代剧(节)目，对群众起了教化作用，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各县、市剧用{笙当地党、政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狠讯了“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工作。政府派

了驻团干部，剧团建立了团委会，艺委会和相应的业务、行政、编导、学员培训和财务

管理等组织机构，有条件的剧团还建立了党、团组织，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项工

作纳入了正轨。

剧冈整顿组建后，立即着手抓了剧日的整理、改编工作。宜宾市川剧团几次召集老

艺人和主要演员张昆山、_文fj玉珊、尹少卿、周德明等座谈讨论，共同研究提出了《铁公

鸡》、《宝象塔》、《刺甲累》、《第一楼》，《夜光杯》、《醴泉寺》、《桃花潭》，

《七星剑》、《黑水登舟》等三十七个刮目，分两批挖掘整理演出。l 9 5 8年，该团

根据罗吕秀同：0的真实斗争书迹，创怍演出了火型现代川剧《宜宾白毛女》，受到省，

专、市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四川，成都、重庆等地的报刊先后刊登评介

文章给予鼓励和肯定。此间，宜宾市曲艺团也以此为素材，编演了曲剧《断头山上白毛

女》，观众拥跃，给宜宾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票友为主组建的“宜宾业余京剧社黟，

也积_i砭开展活动，组织演出，招收学员，市人民政府还把大观搂右侧的旧房拆除，拨款

新建了“大观楼京剧院，，。

l 9 6 o年宜、泸争区合许，为了继承发扬川剧优秀传统，地委决定以原“泸州专

区戏曲训练班"招收的学员为毡础，于1 9 6 1年3月成立了国营宜宾专区青年川剧团

(现地区川剧团)。这批学员在蔚惠珍、邱文成、潘旭初(艺名小燕子)，陈光华，孙

德才．谢荣光、何伯川、秦治钧、罗纯嘏等老师的培育下，练功刻筹，学得扎实，唱做

全面，较好地继承了前辈们的精湛技艺J不仅活跃在六、七十年代的川剧舞台上j八十

年代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l 9 6 4年，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以来，全国再度掀起大编

大演现代戏的高潮，传统戏被禁止演出。同年6月，宜宾专区举行了专业剧团自创现代

戏观摩会演，十八县(市)的JII(京)剧团均有剧目参加。计有古蔺的‘山岭红鹰'，

叙永的‘开演之前)、‘千秋血泪'，纳溪的‘相亲’，泸州的<龙腾虎跃'，<雪夜

送柴>(京剧)，泸县的‘金凤展翅)，隆昌的<携手并肩)，富顺的‘何鼎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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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的《清水东流》，宜宾县的《黄沙河水逐浪高》，筠连的《两婆媳》、《假日》、高

县的《寻亲》，珙县的《大战麻团岭》，宜宾市的《自毛女的新生》，专区青年川剧团

的《管得宽》、《找水记》等。这时，市曲剧院也移植上演了《啼笑姻缘》，‘不准出

生的人》等现代曲刷。

“文革矽十年的浩劫巾，由于“左"的干扰破坏，血宾地区戏曲事业遭受了重大损

失。剧团党、政领导干部和造i斥较一：j的演j[，j被打成厶走资彳i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

艺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嵛受迫j蚌。业务资料被焚，传统戏

曲服装道多L段坏殆尽。城乡川剧唑Ⅱ}；停止活动，业余剧F11伞部解敞。l 9 7 1年，执行

四川省革委9 9号文件，有的刚川被撤销，艺人被分眦到其他系统工作，有的剧阴改为

矗宣传队疗，川剧演毋改行唱艿e剧和跳舞嘲歌。这期问，只能排演《红：盯记》，《智取

威虎山》，《海港》、《杜鹃IIJ》、《沙家滨盖等样板戏。群众怨声载道，上座不高，

观众寥寥无几，演员苫闷，反感。 ·

打例“四人帮”，戏曲得解放。在党的十一届三巾全会精神鼓舞下，党的文艺政策

和知识分子政策迅速得到落实，戏曲的娱乐作刚租寓教于乐受到肯定，被禁锢了的传统

戏得到开放，戏曲舞台上很快呈献出西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省委提出“振兴川剧力的号

召后，地区文化局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以地区川剧团为基地，认真贯彻“抢救，继

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狠抓剧目创作和人才培iJJf，多次召开创作会、戏剧研讨

会和剧本改稿会，并四次选送编导人员王汶、陈云志、吴彬文、雷良辰、何钦弼、赵光

全、文熙良等参加四川省戏曲编剧进修班和导演班学习。同时于l 9 7 9、l 9 8 0，

l 9 8 2、l 9 8 4和l 9 8 6年举行了专业剧团自创剧目会演、川剧少年学贝汇报调

演、J|I剧中青年演员艺术比赛和庆祝建同3 5周年文艺调演等。地区JII剧团改编，创作

的大型川剧《草莽英雄》、《日月葬》参加了l 9 8 3，1 9 8 4年四川省振兴川剧第

一、二届调演，获得了剧本创作．演出，表演、舞美设计和精神文萌奖。l 9 8 6年以

优秀传统折戏《十字坡》，鬈芦花荡’，《挑袍》参加了四川省川刷青少年艺术比赛，

分别获得丧演二，三等奖和鼓师奖，饰演：f4、--．娘的谢红茹受到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接见。此间，地区文化局还大力支持地区川剧川编剧文町兴明与最庆的作者合作，编写出

版了‘川剧词典》。上述活动，有力的推动了全区戏曲枣业的发展。

为使戏曲事业后继有人，地区各级领导对培养新生力量十分重视。早在五十年代，

宜宾市川剧Ijll就附设了川剧学校，先后招收两届学员1 2 5穷，设有政治，语文、表

演、音乐、唱腔．曲牌，基训等课程，毕业后大部份在市川剧团工作，后多为该团的业

务骨干。l 9 7 2年，地革委文教组以宜宾师范学校“艺术班一的名义招收学员，其中

川剧组七名，经过两年集中培训，被分配到地区川剧团工作。l 9 7 9年全区各戏曲

剧团都招收了新生，据统计约有4 7 0多名。在培训上，除选聘造诣较高的老艺人和部

分功底扎实的中年演员任教外，还采取了“送出去学"与“请进来教一的办法。各剧团

都先后派员赴省内外观摩学习，多次邀请成，渝的川剧名家|；u友鹤、杨云凤．黄开文．

曾荣华、竞华，袁玉笙，许倩云、金震雷、邹西池、周继培，陈桂贤v李文韵等来宜讲

学和示范演出。珙县川剧团还邀请了省川剧学校的教师在假期里来团短期教学和基训，

寓县、筠连，江安、南溪川剧团也聘请了自贡，宜宾、泸州的老师教戏．经过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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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使一大批新老学员在基功训练，演唱技巧和艺术修养等方而均了了较大提高。

除专业戏曲团体外，全区城乡的J|I剧玩友坐喝和业余JII剧团的活动也异常活跃。不

仅宜宾市文化宫有川、京剧业余组．东、南、西，北网大城区有川屏：j玩友协会(即老年

协会)，斯且各县的区、乡，场、镇所在地亦有业余川刚活动，假节日锣鼓喧天，红白

喜事通窄f坐唱，有的业余剧团还售票公演，观众拥跃。一些县，市每年还举办“玩友坐

唱比赛，，把全区群众戏曲活动，又一次推向了高潮。

总之，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对戏曲事业的关怀，广

大群众的爱护和支持，宜宾地区戏曲事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由于电影、电视等姊妹

艺术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近年来，戏曲处手不景气状态之中。尤其是逐渐出

现的行当不齐，人员拥肿，人才青黄不接，剧作时代感不强，演出质量不高等现象普遍

存在，加之管理体制和分配上的不合理，防碍了戏曲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值此“低潮黟

时期，宜宾地区广大戏曲工作者，仍坚持正常艺术生产，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提

高戏曲艺术质量，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服务·

大事年表

代

清同治三年(1 8 6 4年)，珙县上罗乡城隍庙戏台落成，书法家孙裴然为其书写

_乐奏钧天一匾额·

消光结初年(1 8 7 5年)，宜宾川戏矗隆盛班黟成立于咸熙街老郎庙·

滑光绪年间(约1 8 8 4至l 8 9 4年)，宜宾研究戏曲音乐的“解愠堂扫和搿萃

英文社嚣成立。

清光绪十年(1 8 8 4年)，珙县城关禹王庙戏台落成，贡生孙维舟为其撰写对

联。0不放黄腔只管高声大气，谈些白话宜当作古论今一。
‘

清光结后期(约l 8 9 7至1 9 0 7年)，宜宾成立研究扬琴、竹琴的团体。篁巾

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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