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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戏曲志·吉林卷》的编纂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由各

市．地．州编纂各自的地方卷——《长春市戏曲志》． 《吉林市

戏曲志》、 《四平市戏曲志》、《通化地区戏曲志》、 《白城地区

戏曲志》、 《辽源市戏曲志》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戏曲志》．

省直各单位负责撰写入省卷的有关条目。第二步在各市，地、槲

地方卷和省直各单位撰写条目的基础上，编纂《中国戏曲志·吉

林卷》。 ‘

一’ 各市、地．州．县参与编纂戏曲志的同志，自1983年束接受

任务以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克服了资料匮乏，经费不足等诸

多困难，对本地区戏曲的历电和现状，全面调查．多方搜求，占

有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先后完成了各市，地．州戏曲志的撰写任

务。由吉林省文化厅编印出版．这一任务的完成．不仅为《中国

戏曲志·吉林卷》的编纂工作奠定下基础，同时也为各市．地，州

．保留一部较为完善的戏曲文献，而且培养了一批戏曲研究人材．

壮大了戏曲研究队伍。

各市．地，州戏曲志的编纂工作，始终是在本地区文化主管

部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得到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

助． ．

叠



备市、地．州，县的全体修志人员，特邀撰稿人以及提供史

字资料与口碑资料的同志．．都为志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

贡献，谨在此一并致谢．

戏曲志时限久远，内容繁杂，是一项前入没有做过的开创性

钓工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舛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

免．欢迎批评指正．

吉林警文化厅

t988年3月



凡 。例

一，本书参照《中国戏曲志》地方卷体例(草案)编写．’

‘志书共分“综述”， 。大事记”， 。志略“、。传记”四大部

类．从本市有戏曲活动时记述，下限时间为1982年底．

二，．。综述。，以历史时期为序。概括叙述本市戏曲活动的

’历史和现状。其具体情况，分别在“志略”等部类的有关条目中

记述．

三．一大事记’，从1949年io)1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起，逐年记述。此前大事。跨年度选载。

四、“剧种”，以本市现存刷种开设条目．本市剧种列酋，

外地流入剧种，按剧种名称首字笔划为序排列。本市剧种全面记

述其形成、发展和声腔．剧目。流入剧种，只记述在本市活动的

历史及其现状。曾有剧种不单独开条，只在综述中记述．

五、。剧目”，只记述本市剧团编演的(整理、改编、创作，移

植及在本市演出有影响的剧目)传统戏、新编古代戏和现代戏。以

传统戏，新编古代戏，现代戏为单元，以剧目名称首字汉语拼音

字母为序排列，字母相同，以首字笔划为序。

六、 ”音乐”，“表演”，均以本市剧种为主．流入剧种，只

。记述在本市有独创的部分。

七， 。机构”， “演出场所”，按市，县级排列．同级按成

盈时间顺序排列．同时间成立，以名称首字笔划为序．。演出场

．·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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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只记市县级文化主管部门所属专业单位．余者(礼堂、俱

乐部等)列表附后．

八．立传人物，以出生年代为序，同年生者，以出生月．日

为序。
’

．九．本市戏曲剧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解体，一律=

改称”文工团。对此不再单独开设条目。只在综述题记载．

十、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于后．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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