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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辽阳市戏剧艺术研究所的一群艺术研究工作者，怀着对家乡

文化艺术的无比热爱，于缤纷熙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甘于寂寞，不
。

辞辛劳，五易寒暑，在浩渺的历史烟波中觅迹寻踪，淘沙拣金，终于

完成了这部《辽阳市曲艺志》。当这一厚重骂实的地方性文4L．．r--程

峻工之日，施工者中有的已谢世而去，有的已另谋高就，更多的人

则继续执着于艺术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只．是早生华发，令人对他们

顿时肃然起敬．人生是短暂的，而文化工程的构建则是永恒的，以

有限的人生去构建永恒的文化工程，已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二．
，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家园，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部文化积累

史，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r，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持续性的传承、递

进的基础上的，是不可割断的。任何新的文化发展与创造，都必须

而且只能建立在已有的积累的基础上。所‘以，保存历史，承继传统，

是每一代文化人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尤其是在新旧转型的历史 ．t

关头，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都处于飞速发展之中的时期，人

民迫切地需要文化的力量来形成对自己精神的支撑，他们需要了

解和掌握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从中获取继承、发展、创

造新的文化的力量。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个

只注重经济积累，不注重文化积累的民族同样是缺少发展后劲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冬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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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创造出了举世惊叹的灿烂的华夏文化，这正是支撑我们民族

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由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动力。因而。热爱我们

的文化，保存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文化，就不仅仅是文化艺术

工作者自己的事，而是关系到人民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工程。欣逢

盛世，撰史修志，功在当今，利在后世。举这个意义上说，《辽阳市曲

艺志》的出版，无论在辽阳文化史上，还是在辽阳人民的日常生活

中，都是一件异常重要的大事。 。
～，

辽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两千四百余年的历史中，

辽阳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自先秦以降，历代均有中原汉民的移

植；唐代渤海、辽代契丹、金代女真、清代满族等北方民族政权亦曾

大量移民于辽阳。清代入关前甚至曾一度定都于此。‘因而，辽阳文

化是一种以中原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混合的文化。辽阳，就是

在汉、满、蒙：回等多民族合聚的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直到后金

定都于沈阳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辽阳一直是东北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这里是曹雪芹、王尔烈的故乡1，其文化创造对中国

的文化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堪称是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清代曹

有吟咏时事的诗句云：“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足见

其影响之巨大。由于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济相对较为

发达，又处中原与东北相连族的交通要道，易于接受汉文化的影

响，这里的文艺演出活动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从东汉墓道壁画《凤

凰阁下百戏图》中可以看到1700年前辽阳地区百戏艺人演出活动

的盛况。其他各代，歌舞、说唱、秧歌、杂耍等各种表演形式欣欣向

荣，常盛不衰；+为后来的二人转等曲艺形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

清乃至民国时期，关内艺人大量涌入东北，他们的演出活动也对辽

阳曲艺艺术的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

文艺工作给予高度重视，辽阳曲艺艺术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演

出团体、演员、作品、演出活动均达到高峰，成为辽宁省重要的曲艺

之乡。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辽阳曲艺均有重要的曲艺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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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作品产生影响。这样一笔贯穿古今的丰富的艺术财富，是值得

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研究的。
‘

这部《辽阳市曲艺志》全面记述了辽阳市曲艺文化发展从缘起‘

到当代的历史，以纵向的历史线索为中轴，以志略、曲种、曲(书)

目、人物传记、演出场所、大事年表等为辐辏，关照到了辽阳曲艺发

展史上的各个方面，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记述客观，脉络清晰，为

地方文艺志书中之别具特色者。其史料和文化价值，不惟对辽阳，

对全省文化艺术界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全书撰写用了5年时间，

而从成立编写班子，收集资料等工作算起时间则更长。这一方面说

明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对文艺志书、集成工作的重视，一方面说明辽’

阳市戏剧艺术研究所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还说明这一写作集体·

的同志们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为辽阳文化事业的发展书写着历

史，历史也将铭记他们的贡献。

’地方性的文艺志书、集成工作，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整体工程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文化整体，就是建立在广

阔国土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的基础上。所

以，《辽阳市曲艺志》这一工程性科研项目，在构建坚实的民族文化

工程这一整体性的目标框架中，也有着它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感谢辽阳市戏剧艺术研究所的同志们．感谢田维威等所有课

题组成员。

是为序。

1998年4月23日于盛京怡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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