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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强度
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戏曲艺术，历史悠久，它跟随中国社会的演进而成长和衍

变，至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世界戏剧中有它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我们编辑出版《中国戏

曲志》既感到担子很重又感到很光荣，因为戏曲艺术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关心和重视

的。方志学在中国历史科学中，是个传统较久，有一定成就的分支学科，但各地方志对戏曲

是极少记载的。戏曲志的编纂，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开创性，因此也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难

度。早在五十年代戏曲工作者就有编戏曲志的构想，直至八十年代才具备实现这一夙愿的

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

1983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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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戏

剧家协会共同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通知》。同年三月，在全国文学、外国

文学、艺术学科规划会议上，经过审议，确定《中国戏曲志》丛书为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

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并跨第七个五年计划，八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会议

上被正式批准。

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主旨，在于记述中国戏曲的历史和现状，是为了系统地记

录、整理各地区、各民族的戏曲资料，概括戏曲改革工作的经验教训，促进社会主义戏曲事

业的繁荣，也为今后保留一部比较完善的戏曲文献。因此，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是属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统一领导编纂工作，组成《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并设编辑部。戏曲志在借鉴传

统方志体裁，结合戏曲实际的基础上，制定了体例；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拟定了编写要

求。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戏曲专志，开拓了新的领域，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意义深远。

《中国戏曲志》丛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划分设地方卷，由当

地文化主管部门主持编修，由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统一规划，陆续出版。

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工作无前例可循，参加编纂的人员都是通过实践来提高自

己的水平和能力的，因此成书之后也还有可能存在不足和不准确之处。希望在经历了广大

读者的考验之后，在续修或者重修戏曲志的时候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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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系统记述各地区、各民族戏曲历史及理论研究成果，繁荣社会主义戏曲事

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宗旨。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一、本志按1982年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分卷。

一、本志上限，各卷按实际情况而定，下限至1982年。

一、本志各卷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并以此顺序排列。

综述以历史时期为序，概述本地区戏曲历史。

图表包括大事年表、剧种表及有关图表。

志略分剧种、剧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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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口诀等。

立传人物按其主要艺术活动地区分别记述。在世人物不立传，他们的活动在有关部类

记载。

一、本志附录，包括各地有关政策、法令及其他有关内容。

一、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年号为先，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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