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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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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志·四川卷》

编辑委员会和攀枝花市十大文艺集成(志)领导小组的

部署；g攀枝花市戏曲志》的编纂工作，于1985年着手，
1 986年写出初稿并两次油印成册，反复征求了各方面的

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作了补充、核实、校

正和审订工作，现编辑出版。

由于攀枝花市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地处川滇交

壤，有关戏曲活动的典籍文物，可查不多；市属专业戏

曲团体的团龄不长，艺术档案也不健全；编纂工作有相

当大的难度。因此，地方戏曲志体例中所规定的条目，我

们都本着有则尽量实录，无则暂付厥如的原则，不勉强
求全。又考虑到编纂班子成立不易，故把时限延伸到了

1985年底。

还需要说明的是：经国务院批准，渡口市从1 987年

3月4日起，已正式更名为攀枝花市，本志亦相应定名

为《攀枝花市戏曲志》。但内文时限迄至1 985年底，为

了存实，文中仍沿用渡口市原名。

《攀枝花市戏曲志》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有关各方

的大力支持，包括提供资料、协助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的同志，在此谨致谢意。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

限，遗漏或差错在所难免，希望关心的同志不吝指正，

以便今后有机会续志时改进。

编 者
1 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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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员 黄晓琼崔一贵 马维新

邓耀宗 向志明 杨慎元

《攀枝花市戏曲志》编纂工作人员

主 编 向德馨

执行主编 叶春凯

副主编 于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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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一，区域和建置沿革

渡1：3市又称攀枝花，位子四川西南隅延伸到云南的攀西大裂谷中段。考古发掘证

明，远在距今18000年的晚更新世末期，便有原始智人在此生活。有史记载以后，这里

有少数民族杂居，称西南夷地。汉代在此置县，唐中叶以后为南诏，大理所属。元统一

中国后属罗罗斯。到了明，清两代建置才基本定下来，分别隶属四川的会理(含今米

易县)，盐源(含今盐边县)两县和云南的大姚县(含今永仁县)，永北厅(含今华坪

县)。清代以前，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纳西、傈僳、傣，苗，白、西番等民族，清以后随着

住屯开垦，汉族，彝族，回族等才陆续迁入。从而也带入了汉族的文化艺术活动。

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提出建设攀枝花，随即成立了攀枝花建设筹备

组。1964年9月，现场工作全面铺开。1965年初，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指挥部成立。

1965年4月，国务院批准攀枝花特区更名为四川省渡口市。金市辖米易，盐边两县，东

区、西区，仁和区三区。面积7，514平方公里。总人口826，000余人，其中彝、回，苗、自、

傈僳族等三十六个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的lO％。金沙江由西向东横贯全市，市区沿河谷

分布八个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片区。

建国前戏曲活动的概况

建国前，渡口市辖区属四川，云南两省交界的边缘，山高谷狭，地广人稀，水陆交

通极为不便，但从清朝末年就有了戏曲活动。光绪年间，现仁和区原属云南永仁，华坪

两县的平地、大龙潭、阿喇等彝族乡村有自发的花灯戏演出。其中，大龙潭乡有凹糯狮

子灯队和违资子孙灯队活动。迩资子孙灯队由艺人陆茂芝传教并主持演唱。民国时期，

每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各地农民都相沿成习，组织起包括“板凳龙力，“霸王鞭"

等小型花灯歌舞演唱队，又叫“元霄花灯"。由于地瘠民贫，演出的服装，道具均由私

人借出，极为简陋。

川剧活动较早较多的地区．首推米易。距米易县20华里的观音乡的九省宫内 有一

土木结构的戏台。该戏台后场粉墙上有墨书“同治八年踩台"(同治八年即1869年)字

样，系有据可考的最早戏曲活动的记载。民国时期，米易境内每年都有虫(白腊)会，

丝会，糖会，尔后还有烟会举办，商贾云集，赌博盛行，烟馆林立，因而对外来戏班的流

入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观音乡九省宫戏台后场粉墙上，笔注有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

十年(1931)每年正月初一，二，三日上演的剧目I还绘有川剧花脸脸谱，其中有竹节眉，

凤尾眉，剑眉，水虫眉等，以及在此演出戏班的留言祝辞。民国十一年(1922)以后，

西昌早期创建的班社楚芳班，曾由班主胡银山率领在米易的攀莲，撒连，观音，垭口一

带演出。民国十九年(1930)富舂班由班主方祝久带领来攀莲镇川主庙(现县政府所在地)

唱二十四本《目莲传》，三本《黄巢起义》。随班有著名川剧演员刘明俊(文武，靠甲

l



生)，王氏兄弟(兄王富福，旦角，弟王启贤，花脸，武生)等艺人。由于受富春班的

影响和传习，米易攀莲以王愚情为首，于民国二十三年0934)创建了诚信社玩友会。后

聘请郫县的多利师徒等艺人，子民国二十八年(1939)在会理创建会西大I舞台，开园

售票。演出月余，因时值隆冬，剧场又无顶棚，卖座日差，只好辗转到会理所属的益

门、摩挲营，及现属米易的昔街，挂榜、回龙等场镇流动。

此外，在米易县境内也有过零星的川剧围鼓(座唱)活动。如民国十年(1921)前

后，撒连的郑保安兄弟数人(老大郑保安，鼓司、花脸，生角，老五郑吉安，打击乐，老

六小生、生角)因种庄稼无法维持生活，便不时到撒连、攀莲等乡镇座唱。

同期，盐边县逢年过节也有外来的戏班和当地川剧玩友在城隍庙、南华宫、观音庙，

山神庙等地演出或座唱搿围鼓一。当地的土皇帝诸葛绍武是个川剧迷，自备有戏曲服装

道具，每逢他生日，便邀请盐源、会理等地的戏班艺人前来演出庆寿。另外，社会上组

织有“玩友会"，o同乡会"，“青年茶社矽等进行川剧业余座唱活动。

当时，戏曲艺人的地位十分低微，人身得不到保障，经常受到官、绅，霸、匪的欺

凌。挺国二十二年(1933)富春班在米易下垭口演出后被迫解散。玉泉班(原名清和

班)原是军阀羊仁安办的戏班子，后将服装道具转赠艺人筱四喜、筱扬春。由王二领班

于民国三十一年0942)到攀莲镇演出，乡长王宇廷支使地痞偷窃戏装，寻衅肇事，戏班

演出困难，演员迫于生计，只好纷纷改行。此前，会西大舞台到观音岩九省胄演出时，

会理保安队闯入场内捕人，当场开枪打死一名甲长和一名百姓，命令戏园停演。加之班

主王愚情患病，只得就地解散。旧社会有一副对联。 “年年唱年年难唱，处处家处处无

家乃，正是艺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 三、建国后戏曲艺术的兴盛

新中国成立后，仁和区平地乡迤沙拉村的二十多名彝族男女青年，于1950年成立了民

族花灯剧团。他们坚持业余演出，小型多样，走村串寨，深受山区群众的欢迎。1955年用

自筹资金添置了服装道具，流动会理等地，艺术水平也有提高，曾参加州，县文艺会

演。1958年改为平地公社文工团，1959年解散。剧团骨干回村后，在农闲时仍坚持小型

演唱，活跃在彝乡山区。

五十年代初，中央慰问团曾分别到米易、盐边县城，演出京尉，慰问山区军民。

1960年，经米易县政府要求，西昌专区有关部门批准，将西昌川剧团派出到米易定

点演出的26名演员留下，建立米易县川剧团，巡回米易山区，长期坚持演出。继后，随着

政治形势的变化，该团的编制、领导和演出成员也时有变动。虽然如此，仍演出了大批

传统戏、自创剧目和新排了‘‘收租院》，《龙泉洞》、((夺印))等现代戏。除送戏上

门，深入彝区外，也曾到西昌、会理、冕宁、宁南等县演出。

1950年至1962年，盐边县由工商联合会组织成立了业余剧团，逢年过节在县政府门

Ⅱ(原较场坝)搭台演出川剧和其他文娱节目。

1965年渡口建市后，随着新兴钢铁工业城市的崛起，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区的

戏曲艺术事业也从无到有，逐步成长。

建市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戏曲团体都不断来渡进行慰问演出或售票公演，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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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京剧院四团、三团先后演出了《穆桂英挂帅》，《春草闯堂》，《白蛇传》，

《大闹天富》，《秦香莲》，河北省梆子剧团演出了《宝莲灯》，成都市川剧院和四川

省川剧院演出了《江姐》，《许云峰》，《王熙凤》、《夫妻桥》、《绣襦记》，《新

·郎官》，(<自蛇传》和一批折戏，云南省京剧院二团演出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佤山雾))，广西彩调剧团演出了《刘三姐》，《五子图》，《二女争夫》，云南省玉

溪地区滇剧团演出了《孟丽君》，昆明市评剧团演出了《半把剪刀》，贵阳市曲艺团演

出了曲剧(《一撞钟情》。此外，还有邻近的凉山州，会理县，雅安地区的戏曲团体也多

次来渡演出。以上随团来渡口演出的著名京剧演员有·杨秋玲，刘长瑜、王晶华，孙

岳，寇春华、刘秀荣，李光、李欣、耿其昌，著名川剧演员有t陈书舫，竞华，司徒慧

聪，任庭芳、戴雪如、左清飞，肖开蓉、夏官禄，王世泽，田卉文，黄世涛，著名彩调

演员傅锦华I著名梆子剧演员裴艳玲等。这些剧团的到来，不仅丰富了钢城人民的文化

生活，并且通过观摩演出，同本市戏曲演员及戏曲剧团进行了艺术交流，对我市戏曲艺

术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渡口市第一个直属戏曲表演团体市京剧团于1975年11月正式成立，由渡口市宣传队

所属京剧队及四川省“五七”艺校京剧班分配来渡口的80名应届毕业生合并组成。1980

年11月，原雅安京剧团也成建制：调来渡口，充实了京剧团的阵容。随团调来的除京

剧表演艺术家孙盛辅(详见传记)外，还有吕慧春，王鸿春、范少康，张鹤、周瑞霖，

高福春等有一定造诣的演员。该团除在市内公演并经常深入基层，送戏．t'．t-J外，1984年

4月，曾赴夹江，邛崃、雅安，成都、灌县等地巡回演出，时间长达两月余。省电视台，省

广播电台为《状元媒》、(<百花公主》，((秦香莲》及一台折戏录像，录音。中国戏剧

出版社为《盘丝洞》、(<丫环断案》出版了连环画册。省剧协和成都市文联联合召开了

座谈会。《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羚、《渡口日报》刊登了报导和评介文章。

川剧活动在文革时期曾一度偃旗息鼓，搿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复苏。

1980年，米易县文工团恢复川剧团名称，先后从射洪，灌县、遂宁，：11：／II等地调进

一批艺术人员，充实力量。1983年排演了叶春凯创作的川剧现代戏《彝寨春晓》，并于

1984年9月应选参加四川省第二届川剧会演。同年11月，四川电视台播映了该剧的实况

录像。

同期，市东区、西区的业余剧团也频频开展活动。西区业余川剧团还排演了自己创

作的古装戏《(双刀女》等。

1984年中秋节，经省委，省府批准，将四川省川剧学校八四级应届毕业生73人全部

分配来渡，组成渡I：l市川剧团。当时，在全川一百多个川剧团中，团龄最短，演员平均

年龄也最年轻。一年多以来，该团虽因创建之初，住地分散，管理不易，困难较多。但

仍注意抓艺术生产，除上演一批传统剧目外，还排演了新编神话剧《八仙过海》，丰富

了钢城人民的文化生活。 ‘ 。

1985年初，市委，市府根据中央文化部和四川省文化厅关于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

的有关精神，撤销米易县川剧团，抽调剧团部分演职员共十八人充实市川剧团

盐边县曲剧团是在原县文工团的基础上于1981年8月成立的。后来又由德阳、射洪，

中江等地招进一些曲艺演员。由该团移植改编的曲剧《三拜花堂》，曾参加市首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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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青少年会演，获集体演出奖。该团还创作排演了一批歌颂渡口籍战斗英雄安忠文

的曲艺节目，市电视台录像播放后，省电视台又予以转播。1985年，经市，县研究决

定，该团撤销，建制保留。

我市由于建市迟，起步晚，不论京剧、川剧，艺术力量均较单簿。在市委、市府的

领导和支持下，市文化局和各个艺术表演团体除了抓剧团思想建设外，还采取“送出

去，请进来"的办法，培养艺术人材。市京剧团和米易县川剧团曾分别派出有一定戏曲

知识和舞台经验的编剧、导演，参加省举办的戏曲编剧进修班和导演进修班，提高编导

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市京剧团于1978年至1984年的六年间，曾分别派出三批青年演

员和青年琴师去北京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其中何淑祥、尹桂梅在1982年参拜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张君秋为师，学得张派名剧《三堂会审》，((望江亭》等。 ，

为了培养戏曲艺术接班人，1984年，在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协

商，天津戏曲学校和四川省川剧学校分别为渡口市京、川两团定向培养了33名京剧学员

和17名川剧学员。在学习期间，市文化局和剧团不时派人或去函，了解学员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解决出现的问题，关心学员的成长。这种大力进行智力投资，成批培养戏曲演

员，乐员的方式，受到各方赞赏。

市京剧团还先后派人去上海、天津，武汉、重庆、昆明等地学习取经，排练新节

目，增强演员素质，提高了演出质量。并曾邀请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张派传人蔡英莲来团

排导<<玉堂春》，《望江亭》，河北省京剧团导演赵德芝来团导排《秦英征西》。

市川剧团建团初期，曾邀请川剧学校教师杨又村、洪显松、朱国玲，熊光碧来团协

助。又曾邀请省川剧院导演邱明瑞、音乐设计李天鑫、舞美设计杨成林、服装设计胡素

芳、道具制作戴成孝和川校教师、武打设计李兴中等同志来渡导排《八仙过海》。老一

辈艺术家也十分关心新人的成长，陈书舫同志两次来渡，并喜收市川剧团演员汤晓梅，

张萍为徒。

我市党，政领导和各大企业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和关怀戏曲艺术的成长和发展。

攀钢、攀矿、矿务局，电业局，建工等系统，均于近几年来陆续修起了设计考究、设备

齐全的俱乐部，为剧团提供演出场地。市京剧团修建了练功房和两幢宿舍大楼，给演职员

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为了促进和检阅我市戏曲艺术的发展和成长，市文化局子1981年8月举办了市首届

专业文艺团体青少年会演。市京剧团、米易县川剧团和盐边曲剧团都排演节目参加。通

过评选，评出集体演出奖三个I导演奖三名l创作奖(包括剧本、音乐)六名，表演一等奖

四名、二等奖七名、三等奖十一名。1982年5月又举办了专业文艺团体创作剧目展览演

出，市京剧团移植的《朝阳沟内传》，米易县川剧团改编的<‘桃花溪))和部分演职员获得

奖励。1984年12月，市文化局在市直属艺术表演团中举办了首届攀枝花演(乐)员奖

评奖活动。经群众提名，剧团推荐，评委无记名投票表决，共有34人获奖。其中戏

曲演员，乐员一等奖二名、二等奖五名、三等奖三名、特别奖一名。1985年12月，市文化局

又举办了渡口市青年戏曲演员会演。由市川剧团和市京剧团推出了18个折戏，组成五台

节目。最后，评选出表演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八名、三等奖六名11成绩突出的乐员、舞

台工作人员和辅导老师获荣誉奖。

4



大 事、 年 表

1869年(清同治八年) ．

米易辖区内观音岩九省宫内戏台落

成，有戏班踩台演出。

1375年(清光绪元年)

仁和区的平地，大龙潭等彝族乡有民

间花灯戏演出活动。 ．

1912年(民国元年)

米易辖区内素有传统的虫(自腊)会、

丝会、糖会、烟会活动，吸引了外来戏班演

出。观音岩九省宫内有戏班的留言祝辞。

1921年(民国十年)

、 米易撒莲农民郑保安兄弟利用农闲，

在撤连、攀莲等乡镇开展川剧座唱活动。

1923年(民国十二年)

西昌楚芳班在班主胡银山率领下，在

米易的攀莲、撒连、观音，垭日一带演

出。．．

1930年(民国十九年)

0月 西昌富春班由班主方祝久带

领，在攀莲川主庙(现县政府所在地)内，唱

了二十四本《目莲传》打叉，三本收生戏

(<黄巢起义》。演员有t刘明俊，王富福、

王富强(又名王启贤)，方付兆，陈绍

伯、李玉庭(外号李锌)和由滇剧艺人改

演川剧的马云清，樊炳南、邓孝全等，行

当相当齐全。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 富春班在米易下垭口演l丑后解散。：‘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以攀莲川剧玩友为基础，成立诚信社。

逢年过节演拙。由王愚情担任主持。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诚信社主持王愚情在外地聘请了艺人

多利师徒等，在会理县创建会西(会理西

路)大舞台。王任班主，另园售票。后流

动益门，摩挲营至西路(今米易)的挂

榜、回龙等地。在观音岩九省宫演出时，

遭兵痞冲击，被勒令停演，随即解散。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昆明滇剧著名演员小映天(生角)，

齐绍赋(花脸)，蒋海松(琴师)受聘到

米易普威土司吉家唱堂会，途径攀莲，由

当地川剧玩友添补打击乐，在宁江中学演

出滇剧《杀奢》。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西昌玉泉班(原名清和班)由川剧艺

人筱四喜，筱扬眷领班到攀莲(现米易县

址)演出。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云南永仁花灯戏班来撤连献艺，因卖

座不佳，循原路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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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仁和区平地彝族乡迤沙拉村成立民族

花灯剧团。
，

1953年

中央慰问团来盐边县城，在较场坝演

出京剧《秦香莲》、《闯宫》，《苏三》

《金钱豹》等戏。

1955年

迤沙拉村的民族花灯剧团到会理县境

内售票演出并先后参加州，县文艺会演。

中央慰问团来米易，由辽宁省京剧团

在县城河坝广场演出京剧《十五贯》、

《打金枝》等戏。

1958年

迤沙拉村民族花灯剧团改名为平地公

社文工团。

同年米易县普威林业局成立工人业

余文工队，由丁贵宝任队长。演出京剧

《借东风》、《空城计》，川剧《访友》

《送行》，《秋江》等剧目。

1959年

平地公社因资金紧缩，无力支持，将

公社文工团(即民族花灯剧团)解散。

'980年

8月 25日 以西昌专区川剧团分到

米易定点的26人演出队为基础，成立米易

县川剧团。钟世英任团长，赵德祥任副团

长I演员13人，学员9人，乐员6人、行

敢2人，共30人。

8月 米易县川剧团参加西昌专区

青少{：：盛尉会演，尉目有《三祭江》、《伍

员逃国》、《杀狗》．‘‘泾河牧羊》，

6

《杀惜》，《八阵图》。主要演员有黄又

芬～赵希铭、雷应泉、陶桂根、张桂声等。

10月 西昌专区京剧团首次来盐边

县演出，剧目有《甘露寺》，《大闹天

宫》等。

1961年

3月 仁和区迤沙拉村民族花灯剧

团的服装、道具被平调到永仁县剧团。其

文艺骨干仍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起小型队

伍，坚持演唱花灯戏。

5月 米易县川剧团招收学员四

名。外出巡回时，向雅安川剧团和省川校

赴西昌演出队(后并入西昌专区川剧团)

学习了《荷珠配》、《三岔口》、《逼

侄》、《铡侄》、《射雅》等剧目。同

时，自创了小节目七个．在撒连、垭口、

攀莲，泸沽街头宣传演出。

盐边县从西昌西郊公社业余川剧团调

进演员十多名，建立了县业余文工团，购买

了普威森工局的川剧服装。县委宣传部长

莫声源兼任政委、文教局长宋传性兼团长，

编制50人。每星期演一至二场。剧目有

《柳荫记》、《御河桥》等。

1962年

7月 米易县川剧团因片面追求上

座率，排演了《双无常》、《飞云剑》等

禁戏。

9月 米易县川剧团进行了思想和

组织整顿，调刘学府任指导员。通过就地招

收学员，吸收外地青年演员，和向省川剧

实验剧团商调川校毕业生四名等多种渠

道．充实了演员队伍，编制达46名。排演

了《红杜鹃》，《抓壮丁》等现代戏。

1963年

5月 米易县川剧团列历年上演节



目进行了清理，设立编导组，．新排了《杨

八组游春》，《朱紫国》，《宇宙锋》

和现代戏《夺印》等。剧团老艺人赵立成

挖掘，整理了大型戏曲剧本一个，小戏四

个，寄送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此外，还

演出了创作员彭刚改编的《状元打更》。

同年 华坪县滇剧团来盐边演出。

1964年

e月 米易县川剧团演员自带道

具、行李，深入彝区演出并体验生活。此

后排演了《龙泉洞》，《新媳妇》，《错

上错》，《海岛女民兵》，《金钥匙》等

现代戏，占当年演出剧目的60％以上。

同年 盐边县有JlI剧座唱活动。

199S年

6月 米易县川剧团将原有49名职

工精简为26人。原指导员刘学府调离，由

县文化馆副馆长张光华兼任。自创了活报

剧《痛打美国强盗》，排演了《椰林怒

火》、《南海长城》等反映越南人民抗美

的剧目。

6月 米易县川剧团去云南巡回演

出，沿途和华坪县花灯剧团，永胜县滇剧

团，下关京剧团进行了艺术交流。巡回后

回县参加四清运动。

7月 东区桥工处和航道处工会，

组织Jll剧爱好者，炙展川剧座唱活动。

12月 市业余文艺会演在大渡口市

委礼堂举行。东区由吴桂林、庞桂蓉主演

的“杨伟才和崔大嫂黟，“夜探自虎团黟

等片断参加会演。市委书记安以文，白良

玉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

1966年

2月 四川省春节慰问团在副省长

兼慰问团团长盂东波率领下，来渡口慰问

参加三线建设的全体指战员。慰问演出团

由四川省川剧团、成都市川剧团和雅安京

剧团组成。川剧演出了现代戏《江姐》，(<许

云峰》、《向阳路上》，主要演员有陈书

舫、司徒慧聪，曾荣华，周企何、蒋俊甫

等人。京剧演出了现代戏《红灯记》，

《沙家浜》，《雪岭苍松》，主要演员有范

少康，张鹤，高福春、周瑞霖，王鸿春

等。

e月 中央歌剧院来渡口，郭兰英

演唱了《自毛女》，《刘胡兰》片断。

”月 经县“四清秒工作团决定，

米易县川剧团撤销。 ．

1967年

7月 米易县支左办公室召回原剧

团部分人员，恢复了川剧排练活动。不

久，米易县川剧团与冕宁县川剧团联合演

出了现代戏Ⅸ收租院》。

1968年

9月 米易县以川剧团演员为骨

干，用米易县工代会文艺宣传队名义赴渡

口各大企业进行慰问演出。

1969年

B月 米易县川剧团革命委员会成

立。

9月 米易县川剧团与会理县川剧

团联合排演现代川剧《智取威虎山》。

1970年

9月 ’米易县川剧团以部分演职员

为骨干，排了京剧“样板戏竹《红灯记》，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选场和片

断．参加西吕专区“普及革命样板戏彦会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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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10月 盐边县筹建毛泽东思想文艺

宣传队。在永兴、新坪两个公社挑选知青

和少量的农民，再从各单位抽调文艺爱好

者约20人，集中培训。

米易县业余文艺宣传队(以米易县川

剧团部分演员为骨干)，排演了业余作者

赖永忠创作的现代川剧(<一封信》和部分

歌舞节日，参加西昌专区举办的业余文艺

会演。

1972年

3月 盐边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

队正式成立。并自创一台歌舞剧，参加西

昌专区文艺调演。分别获得编剧、作曲、

表演奖。

同年 米易县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

宣传队，编制25人，由县革委宣传组剐组

长彭厚权兼任队长。

市内攀钢、十九冶、煤炭指挥部、-'／k

信箱等单位亦相继成立业余文艺宣传队，

排演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

联沙家浜》，‘(海港》等。

1973年

6月 盐边县文宣队下乡到大坪子

区的岩口、洼落、岩门、温泉、箐河等彝

家山寨演出。并代表县革委慰问了云南省

宁蒗县的大喇坝公社。正在当地采访的云

南广播电台记者对演出作了实况录音，后

由云南省台播放。

同年 米易县文宣队历时70天，经

乐山、成都等地进行巡回演出。

1974年

2月 盐边组成春节慰问团，带领

文宣队来市内向市党政机关，攀钢，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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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驻渡部队及106地质队进行演出。

4月 市文艺宣传队京剧筹备小组

成立，沈福妊任组长，李世鹏任副组长，

组员有李丽霞，张华庭、孙承春等。排演

了(<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劳一场。

市文化局成立文艺创作评论室(简称

创评室)。成员有赵晓义、傅中权，王孝

源、崔一贵等。

7月 市京剧筹备小组在市内招收

学员15名，年龄均在12岁到1 6岁之阎。

教师由李丽霞、张华庭、陈焰华和张家口

京剧团调来的王焕玉等担任。

19T5年

2月 仁和区平地公社在学所谓

“小斯庄黟的活动中，以大队为单位成立

文宣队，演唱花灯戏。

4月 市文宣队正式成啦京剧队。

队长沈福妊，副队长李世鹏，全队23人。

9月 经省、市共同协商，市文化

局副局跃卜玉洁赴蓉办理四川省“五七"

艺校京剧班毕业学员分配来渡事宜。

10月 市委派宣传部袁发荣，文

宣队崔仁民、沈襁妊去成都，接待省搿五

七一艺校京剧班全体学员共80人(男43，

女37)，和艺校老师周云楼、张盛廷来

渡，充享京剧队。

8月 市京剧队改组临时领导班

子，组长陈春吉，组员杨光弟、沈福妊、

范世银。全队115人。并在炳草岗招待

所礼堂演出了((平原作战》中。鱼水情骨，

《沙家浜》中搿智斗万，。坚持劳，“奔

袭"等选场。

11月 市京剧队在炳草岗招待所礼

堂演出全本((杜鹃山》，向市委，市府领

导汇报。因公来渡的冶金部副部长徐驰观

看了演出。

同月 渡口市京剧团正式成立。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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