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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市川剧志

序

傅竹辛川谢击

JIIJ曰JJ’四川特有之剧种，以高、昆、胡、弹、灯五种声腔，细腻而精湛的表演，在祖国戏剧百花同

中独树一帜，鲜艳夺目。而绵竹川剧事业历二百余年长盛不衰，于川剧历史中，不可或缺，地位显

然。

绵竹历史悠久，昔有“秦时巨邑，汉代雄关”之号。物产丰茂，商贾云集，更有“小成都”之称。今有

历史文化名城之誉。钟灵毓秀，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为天宝物华之地，人才荟萃之邦，经济与

文化共荣，促成川剧艺术发生发展。

考之历史，清康熙时有社戏之记述。县令陆箕永(康熙51年，即1712年任绵竹县令)《绵竹竹枝

词》十首之四云：“山村社戏赛神幢，铁钹檀槽柘作邦。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当时正

是明末清初大迁移之后，伴随外地人员定居，弋阳、皮黄、昆曲等声腔杂呈于四川境内，经蜀川文人

学士及川剧艺人精心培育，取长补短，加工改造，将其声腔川语化，形成“高、昆、胡、弹、灯”五大声

腔，使之成为祖国地方戏曲中声腔最为特殊的剧种。

绵竹川剧事业人才济济，名家辈H{。他们执着追求，裁剪紫岩浮云，渲染氍毹辉煌。清咸丰、同

治年间，便有秀才萧遐亭投身梨园，技艺精绝，不仅表演精益求精，而且对唱词进行修饰，以加强文

学性，进行剧本创作，编写了剧本《骂千朗》，促进了川剧的提高与发展，当时人称“戏状元”。随之学

艺者，后俱成名角。清末民初，更有名净王建廷、周海泉，名丑王海臣、乇觉侠等，声播成都平原。

至于民国，绵竹川剧十分繁荣，常有戏班演H{。清末举人黄尚毅于民国八年编纂《绵竹县志》

时，和陆箕永《续绵竹竹枝词》六首之二云：“顾曲朝朝贴预催，梨园名角换班来。安排剧目新增价，

合演东京大舞台。”可见当时绵竹川剧盛况。

川剧繁荣，促成绵竹川剧班社建市，派生m玩友、木偶、皮影，乃至被单戏。相继H{现“聚丰曲部”

和“群乐剧部”两大川剧班社，全川名角纷至沓来。绵竹人爱川剧．懂川剧，唱川剧，被称为“戏窝子”。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艺人翻身，当家作主。绵竹的川剧事业得到空前

发展，各种川剧表现形式并驾齐驱，绵竹人民文化生活五彩缤纷，JI J剧发展达到新高峰，是为黄金

时代。



嚣鞲“三尝

文革十年动乱，造成川剧断代。艺人断代，观众断代，绵竹川剧一落千丈。加之科技进步，电视

普及，冲击戏剧舞台。先是木偶皮影剧团，观众日减，难以为继，于1981年撤销。继而绵竹县川剧团

人员退休．停止演出。现有川剧玩友协会和少数民间组织的民营川剧团，尚在顽强地延续她古老的

生命。

川剧艺术是我国民问传统艺术中的瑰宝，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省委于2008

年决定编纂《四川省川剧志》，下达文件。绵竹市委、市政府、市文体局高度重视，组织力量，开展《绵

竹市川剧志》纂修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这项r作是上对祖宗负责，现为“四化”服务，将来惠及子孙

的大事．必须认真组织，保质保量．克期完成。

经文体局领导研究央定，聘请业已退休多年的老文化工作者蓝文浚先生执笔编纂这部前所未

有的《绵竹市川剧志》。蓝先生时已年逾古稀，且患腰椎间盘突出，毅然承担了这副重担。自2009年

1月起开始了艰苦浩繁的基率资料收集工作。然而绵竹之川剧团体均未建档，无原始资料可循。在

市文体局高风副局长和事业科刘运琦同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到绵竹城乡各地和德阳市寻访众多

原绵竹川剧老艺人座谈，收集口碑资料，历酷暑，经寒霜，查档案。写笔录，不遗余力打好编写工作

的基础，然后进行浩繁的文字整理编写工作。其间，几易其稿，反复增删，力求真实完整地体现绵竹

市川剧发展史。历时300余天，终于完成了全稿。全书共计19万字。采用图片12I幅。较为全面系

统地记录了绵竹川剧的历程。充分反映了绵竹市解放前后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绵竹川剧事

业的发展变化，堪称一幅绚丽的戏剧史画卷。它展现了各个时代的绵竹川剧艺人艰苦卓绝的艺术

奋斗史，它起到了“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和“信者料备征”的作用。这对继承民

族文化遗产，发扬优秀传统，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促进科学研究和国际文化交流

都有深远的和现实的积极意义。

当这本分量不轻，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书稿送到我手中时，我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

生。这部书稿的每个文字，每幅图片都来之不易啊!

我想这部《绵竹市川剧志》的m版不仅是我市文化部门的一个成果，同时也是蓝先生辛勤笔耕

一生所奉献的重大成果和余热吧!是为序。

蓑：：!：i：：：：ii宁志奇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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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绵竹市川剧志

概述

锦辟辛“铡杰

绵竹地处川西平原西北，山青水秀，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汉刘焉为益州牧时，将绵

竹设为治所(政府所在地)，为益州(今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绵竹历史悠久，名士众多。汉有易学大师严君平，继有秦宓、任安、董扶(《华阳国志》载：“汉征八

士，蜀有四焉”。全蜀被皇帝征召共四人，这三位便是被征召的绵竹人，蜀中有四，绵竹占了三名。他

们的弟子都成为蜀中名人)。有为保卫蜀汉，父死忠、子死孝的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和孝子安安、孟宗

(二人均列入《二十四孝》)。宋有抗金名将张浚、理学大师张南轩。明末有临危受命的首辅刘宇亮。清

代有诗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的杨锐，画家张骏(张犹农，成都杜甫草堂中杜甫画像的作者)。清、

民时期，有诗人、政治家曹经沅，有“李香吟诗馆”(相当于现在的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有革命先9区、

诗人王干青烈士。他们为绵竹造就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让绵竹成为“忠臣孝子纲常地，大将真儒父

母邦”。

绵竹土地肥沃，水系纵横，工农业生产发达。在没有公路交通的时代，是通往茂汶的交通要道。

山货从这里运出，生活日用品从这里进山。加之绵远、射水二河行船之利，促进了商业发展，酿酒、造

纸等工业崛起。剑南美酒，香飘四海，绵竹年画，誉享五州。迎来了商贾云集，物丰贸畅的繁荣景象。

“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文化悠久，百业式旺，经济繁荣，绵竹赢得了“小成都”之美誉。

丰厚的文化积淀，繁荣的工商贸易，产生了精神生活的需求。于是多种文化娱乐活动在绵竹展

开，评书、金钱板、皮影、木偶和JI剧班社，常年交替在绵竹城乡演出。当时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

JI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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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是我国戏剧百花园中枝绚丽多姿的奇葩，民族地方文化的瑰宝。她创建于明末清初，发

展于清代中叶，壮大于清代末年，繁荣于民国中期。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其独有的艺术形式，

丰富的地方语言，寓教于乐，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在中国三百多个戏曲剧种中，川剧是个极富地方特色的剧种。她有昆控、高控、胡琴、弹戏、

灯戏五种声腔，积累了两千多个传统剧目，创造了丰富的表演程式和绝技绝活。在四百多年的历史

长河中，经过前辈文学家对剧本的精心雕琢，增强了JI剧的文学，|生。一些秀才投身梨园，和众多前

辈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使川剧不断发展、壮大，造就了一批有成就、有名望的川剧作家和表演艺术

家。

J|l剧戏班的投资耗费巨大，数量较少，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于是木偶、

皮影以及人包打包唱包演的被单戏应运而生，使川剧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为便于区别，当

时人们把戏班演出叫4人大戏”、木偶戏叫“木脑壳”，灯影戏叫“皮灯影”，人演、唱、打(锣鼓)的演

出叫“被单戏”。他们的特点是剧目、表演都沿袭“人大戏”(川剧班、社)，而人员却很少，又自带戏台，

不择场地，流动方便，长年活动在乡村院落，填补了。人大戏”的不足。

绵竹人喜爱J|剧，有一些富户人家子弟，为自娱自乐进行J|剧坐唱。清光绪二十六七年间。便

有缙绅杨信斋购置乐器，组织人力，进行川剧坐唱，当时名日“摆围鼓”，参加人员名叫“玩友”。听众

较多，名日“听围鼓”。

由于川剧坐唱的开展，便有人研习唱腔，表演，在戏班前来演出时，自己出钱请戏班演员配戏，

参加登台表演，当时称之为4票戏”。演出者则称为“票友”，也有一唱成名而“下海”搭戏班的，如名

演员浣花仙、天籁、贾培之等，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玩友”产生“票友”，“票友”又促进了“摆围

鼓”活动。由此，川剧坐唱发展迅速，遍及城区和各个乡镇。是他们培养了众多的川剧观众和爱好

者，形成了绵竹川剧演出形式的多样化，有4人大戏”(川剧班、社)，。木脑壳”、“皮灯影”、“被单戏”和

“打围鼓”。

绵竹早在清·咸丰、同治年间便有秀才萧遐亭投身。梨园”，登台唱川剧，演生角，誉满巴蜀，人称

“戏状元”。

自清代到民国，绵竹先后有“玉泉班”、“双溪曲部”、。聚丰曲部”、“群乐剧部”、“绵式剧部”、“大

观曲部”等戏班。皮影先后有“晋熙剧部”、“福全班”、“全福班”、“桂花影剧曲部”等。木偶有遵道欧海

如办的班子(无班名)和傅开南的班子，在编竹一带演唱。之后，傅开南去世，箱底转至刘海周，直至

解放。被单戏因为一人演唱的“独角戏”，不成班，也就没有班名，民国时期，艺人王云生操持被单

戏，在绵竹走乡串户。后有邬家喜继承此业。

旧时的川剧活动，多是。会戏”(庙会、行会、帮会)或庆祝、祈雨、禳灾。由豪商巨贾、帮会首领、缙

坤富户选出会首主持，独资和募集资金，唱“坝坝戏”。对观众不收费用，无论贫富。均可入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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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川剧十分普及，达到男女老少、妇幼皆知。许多不识字的农民，看得多了，耳濡目染，也能哼上

几句JII戏。他们不仅爱看川戏，而且将剧中人和事作为教育子女的教材。会唱的人多了，品戏的能

力也相应提高。不仅绵竹有各种戏班，部分乡镇除经常“摆围鼓”外，还有服装道具，能登台演出。

和其它剧种一样，川剧开始就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把它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因而川剧剧

目的教育性很强，其主要内容都是忠孝节义。也有鞭打为富不仁，欺压百姓，嫌贫爱富，逐婿赖婚和

揭露贪官污吏，草菅人命的。而歌颂爱情的悲、喜剧则是观众喜闻乐见的，这些戏都富含教育意义。

以前人们把川剧的宣传功能叫做“高台教化”。

川剧在绵竹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川剧界称绵竹为“戏窝子”。

在旧社会，川剧艺人处在社会的底层。特别是三流以下演员和“下四角”，工薪低下，只能勉强

糊口，根本无法成家立业。如迂疾病，难以就医。不能演出，老板不发工钱，连吃饭都保不住。更不说

医病了，有病只能落入乞讨。旦死亡，无人照料，遗尸郊野。故尔在戏班中流传：“三边废命”(即路

边、河边、城墙边。)和。沟死沟埋，路死插牌”的“口头禅”。意思是说，那时的演员如果患上疾病，只有

去“讨口”，到了生命终结时，只有倒在路边、河边、城墙边，没有人管。另一种就是在哪里去世，就地

掩埋，埋后插一块牌子，如此了结一生，可见其悲惨境况。

川剧的多种表现形式汇聚在绵竹县。绵竹解放，这些艺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获得了新

生。先后成立了绵竹县川剧团、绵竹县木偶皮影剧团、川剧玩友协会和被单戏。这样完备的川剧形

式集于一县，在四川省来说，为数寥寥。

这些川剧团体，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认真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方针，上山下乡。走村串户，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

¨I剧艺人从旧社会的底层，翻身当家作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努力加强自身的改造与艺术的

提高。推陈出新，排演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戏和革命现代戏。配合政治运动，宣传鼓动群众，团结人

民。教育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为绵竹人民服务，还到外县甚至外省演出，扩大服务

范围，得到好评。

绵竹的川剧艺人，才艺超群。从清代到现在，名人众多，有清代的4戏状元”萧遐亭，有清、民时期

的“活财神”周海泉、名小丑壬觉侠，有被蒋介石称之为。皇后老旦”的戴华春，有和现代伟人邓小平

亲切握手的名鼓师苏鸣清等等。他们为J l剧艺术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绵竹县川剧团曾先后为朱德委员长、陈毅元J巾献艺。在重庆演出，产生轰动效应，木偶皮影剧

团参加全国木偶汇演，受到中央领导亲切关怀，回省汇报演出，引起强烈反响，赞誉不绝。

绵竹的J|剧团体，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多次参加省、地、市组织的JI剧调演、汇演，获得多个

奖项。争得了剧团的荣誉，为提高绵竹的知名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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