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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志》是我国十部民族文艺集成志书之一；这部志书的编纂出版，是我国文化

界尤其是曲艺界的一桩盛事。

我国的曲艺，历史悠久，丰富多采。远在先秦，就有曲艺流传；唐宋时期，曲艺已渐趋繁

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各地区都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说唱艺

术，涌现出众多的曲艺艺人和艺术家，积累了难以数计的书目、曲目，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艺

术流派。曲艺来自人民，是人民大众的艺术，许多书目、曲目都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表

达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其艺术形式亦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无论是在

农村、城镇，还是在牧区、林场、边疆和海岛，都拥有广大的听众，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有着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曲艺对我国文学、戏曲、音乐等姊妹艺术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自

然，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曲艺同戏曲等民族民间文艺一样，是不能登

“大雅之堂”的，曲艺艺人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曲艺的发展极为艰难。但是，由于曲艺始终

保持着与人民大众的密切联系，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和爱护，依然不断地向前发展，显示

出自己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国家跨进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曲艺也随之进入蓬

勃发展的新时期。在此之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曲艺就开始获得新的生机；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曲艺受到重视，曲艺改革取得显著的成绩，成为革命文艺

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曲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振奋精神，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创作演出了许多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好书目、好曲

目，收集、整理出许多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传统作品，锻炼和培养了许多曲艺人才，为丰富

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

极的贡献，并取得不少宝贵的经验。我国的曲艺品种现已发展到四百种以上，曲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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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十余万人，曲艺的创作演出活动越来越活跃，曲艺在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影Ⅱ向越来越大，

曲艺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更加光辉的新阶段。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曲艺，不愧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曲艺在

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确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

不能不认真地研究曲艺，就不能不积极地发展曲艺。任何轻视曲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

对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曲艺毕竟是过去的时代的产物，其中也的确有些消极落后

的东西I在曲艺改革工作中也曾发生过一些偏差和失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于一

九八六年共同商定编纂出版《中国曲艺志》，并报请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主要目的就是

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地记述我国曲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地反

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曲艺改革工作的显著成就和曲艺史、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以促

进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编纂出版《中国曲艺志》是一项带开创性的大工程。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很重视这项工作，一方面在方针上给予指导，一方面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

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曲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I曲艺界的同志们对这项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从事志书编纂工作的同志表

现出坚强的事业心和极大的热情，许多同志为使这部书早日问世，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呕

心沥血，忘我工作；文艺界和社会各界有关人士也给予积极支持。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提高

了工作的勇气和前进的信心。同时，我们感到，编纂工作中的困难也很多。首先是史料、资

料缺乏。由于旧社会不重视曲艺，在我国的艺文志和地方志中极难找到曲艺方面的记载；

若干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少有人记录、整理出来，有些记录下来的材料，也难免讹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部门曾经收集、记录、整理过一些曲艺资料，不幸的是，。文

化大革命”中大都散失；有些老艺人相继去世，更增加了收集资料的困难。其次，是曲艺理

论研究工作还相当薄弱，可利用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编纂《中国曲艺志》又无前例可循，

缺乏经验。第三，在人力和物质条件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总之，这部《中国曲艺

志》的编纂出版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家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和积

极探索的结果。

编纂出版《中国曲艺志》既然是一项带开创性的工作，客观上又存在着许多困难，加以

我们的认识水平和编纂能力有限，这部志书难免有缺点和不足。我们热切希望，今后继续

得到各方面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以便群策群力，使这部志书越修越好，并通过修志工作，

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曲艺事业不断推向前进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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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宗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

可能系统、翔实地记录和整理各地区、名民族曲艺历史与现状的有科学研究价值的资料，

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曲艺改革的成就及其理论研究成果，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民

间文化艺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曲艺事业，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一、本志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编纂。

一、本志时间上限，各卷按本地区曲艺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下限一律至公元一九八

五年底截止。

一、本志各卷统一按《<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的要求编写。分综述、图表、志略、传

记四大部类，并按此顺序排列。

综述以历史时代为序，概括地记述本地区曲艺的历史和现状，

图表设本地区行政区划图、曲种分布图、大事年表、曲种表及其它有关图表}

志略包括曲种、曲(书)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

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及其它等，并以此顺序排列} 。；

传记是为本地区曲艺活动中有成就、有影响的演员、音乐设计和伴奏人员、作家、教育

家、理论家、活动家等人物立传。立传人物均按其主要从艺地区记述，以生年先后为序排

列。凡本志所记时间下限以后去世者与尚在世者，均不在本志列传，其艺术活动及成就在

有关部类中记载。

一、本志附录，撷收本地区与曲艺有关的政策、法令及其它的有关资料。

一、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以朝代及其年号为先，夹注公元纪年I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一、本志志略部类中曲(书)目之排列，以其名称的笔划为序I传记部类人物排列以生

年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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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照相⋯⋯⋯⋯⋯⋯⋯⋯⋯

红军过草原⋯⋯⋯⋯一⋯⋯⋯

红花绿叶两相帮⋯⋯⋯⋯⋯⋯

红岩⋯⋯⋯⋯⋯⋯⋯⋯⋯⋯⋯

红梅⋯⋯⋯⋯⋯⋯⋯⋯⋯⋯⋯

穷大奶奶逛万寿寺⋯⋯⋯⋯⋯

走马观碑⋯⋯⋯⋯⋯⋯⋯⋯⋯

劳动号子⋯⋯⋯⋯⋯⋯⋯⋯⋯

花唱绕口令⋯⋯⋯⋯⋯⋯⋯⋯

李逵夺鱼⋯⋯⋯⋯⋯⋯⋯⋯⋯

杜十娘⋯⋯⋯⋯⋯⋯⋯⋯⋯⋯

杨八姐游春⋯⋯⋯⋯⋯⋯⋯⋯

杨家将⋯⋯⋯⋯⋯⋯⋯⋯⋯⋯

连升三级⋯⋯⋯⋯⋯⋯⋯⋯⋯

连环记⋯⋯⋯⋯⋯⋯⋯⋯⋯⋯

找堂会⋯⋯⋯⋯⋯⋯⋯⋯⋯⋯

找舅舅⋯⋯⋯⋯⋯⋯⋯⋯⋯⋯

别紫鹃⋯⋯⋯⋯⋯⋯⋯⋯⋯⋯

我的弟弟⋯⋯⋯⋯⋯⋯⋯⋯⋯

我游春⋯⋯⋯⋯⋯⋯⋯⋯⋯⋯

邱少云⋯⋯⋯⋯⋯⋯⋯⋯⋯⋯

君臣斗⋯⋯⋯⋯⋯⋯⋯⋯⋯⋯

张良纳履⋯⋯⋯⋯⋯⋯⋯⋯⋯

改行⋯⋯⋯⋯⋯⋯⋯⋯⋯⋯⋯

妓女告状⋯⋯⋯⋯⋯⋯⋯⋯⋯

妙语惊人⋯⋯⋯⋯⋯⋯⋯⋯⋯

单刀会⋯⋯⋯⋯⋯⋯⋯⋯⋯⋯

单枪赴会⋯⋯⋯⋯⋯⋯⋯⋯⋯

空城记⋯⋯⋯⋯⋯⋯⋯⋯⋯⋯

宝玉娶亲⋯⋯⋯⋯⋯⋯⋯⋯⋯

夜行记⋯⋯⋯⋯⋯⋯⋯⋯⋯⋯

诗、歌与爱情⋯⋯⋯⋯⋯⋯⋯

武松传⋯⋯⋯⋯⋯⋯⋯⋯⋯⋯

(119)

(119)

(120)

(120)

(121)

(121)

(121)

(121)

(122)

(122)

(122)

(123)

(123)

(123)

(124)

(124)

(125)

(125)

(125)

(126)

(126)

(126)

(126)

(127)

(127)

(127)

(128)

(128)

(128)

(129)

(130)

(130)

(130)

武松打虎⋯⋯⋯⋯⋯⋯⋯

青年英雄潘天炎⋯⋯⋯⋯

青海好⋯⋯⋯⋯⋯⋯⋯⋯

林海雪原⋯⋯⋯⋯⋯⋯⋯

英雄d,A路⋯⋯⋯⋯⋯⋯

卖布头⋯⋯⋯⋯⋯⋯⋯⋯

画像⋯⋯⋯⋯⋯⋯⋯⋯⋯

奇袭白虎团⋯⋯⋯⋯⋯⋯

到底怨谁⋯⋯⋯⋯⋯⋯⋯

呼家将⋯⋯⋯⋯⋯⋯⋯⋯

昆虫贺喜⋯⋯⋯⋯⋯⋯⋯

明英烈⋯⋯⋯⋯⋯⋯⋯⋯

罗成叫关⋯⋯⋯⋯⋯⋯⋯

罗盛教⋯⋯⋯⋯⋯⋯⋯⋯

侦察兵⋯⋯⋯⋯⋯⋯⋯⋯

金山寺⋯⋯⋯⋯⋯⋯⋯⋯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孟姜女⋯⋯⋯⋯⋯⋯⋯⋯

美蒋劳军记⋯⋯⋯⋯⋯⋯

济公传⋯⋯⋯⋯⋯⋯⋯⋯

施公案⋯⋯⋯⋯⋯⋯⋯⋯

神兵天降⋯⋯⋯⋯⋯⋯⋯

春⋯⋯⋯⋯⋯⋯⋯⋯⋯⋯

玲珑塔⋯⋯⋯⋯⋯⋯⋯⋯

珍珠翡翠白玉汤⋯⋯⋯⋯

封神榜⋯⋯⋯⋯⋯⋯⋯⋯

城乡乐⋯⋯⋯⋯⋯⋯⋯⋯

赵云截江⋯⋯⋯⋯⋯⋯⋯

草船借箭⋯⋯⋯⋯⋯⋯⋯

歪批三国⋯⋯⋯⋯⋯⋯⋯

牵牛记⋯⋯⋯⋯⋯⋯⋯”

威胁⋯⋯⋯⋯⋯⋯⋯⋯⋯

拷红⋯⋯⋯⋯⋯⋯⋯⋯⋯

(130)

(131)

(131)

(131)

(132)

(132)

(133)

(133)

(133)

(133)

(134)

(134)

(135)

(135)

(136)

(136)

(136)

(137)

(137)

(137)

(138)

(139)

(139)

(140)

(140)

(140)

(140)

(141)

(141)

(142)

(142)

(142)

(1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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