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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苔篇·

序

州政协副主席余建方

患施土家族苗族吉洁如1 成立副别 10 年，是祖

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棋布，她前传统文化，

漂远流长，绚百多姿，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块性，

是祖国文化宝库中前一颗璀她均明珠。

恩施自治 j'I1 地处祖 OOß支部、湖北省街西南边

隆，是湘、鄂、 )11 3 省边区接壤地 a 境内虽然崇山唆

rl冷，交通不便，但风光满施，山水宜人，物产丰富，素

有"僻雨不荒，边再不远"之说。古往今来，患建这片

热土，就是商贾文人争相涉足，乐子定居之地。

思边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土家族和苗族是 1i1 内

人数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他幻均宗教信件、饮食

起居、婚丧扎忌、服饰款式、娱乐方式，无不具有本

~族的传统特色。诸如 z土家人崇信自虎神，爱住吊

牌楼，喜吃"合渣"，每油茶，过赶午 F上山唱盘歌，相

亲唱情歌 E 办丧事跳"才最尔嘴"pi湾女击阁要哭嫁;喜

庆节日至4摆手堂"摆手"……。首家人农药四月初

八过"牛王节"生个女儿载片杉;喜庆节 B~乙H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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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豌"按 JL鼓飞唱"苗歌叭…..。这些激越、高亢、

悠扬、质朴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土家族、苗族人民桓

矿、霉悍、勤劳、诚朴等民族特在的反映。思拖各族

人民长期聚居，和建相处，休戚与共，在繁智生患中

共商继承和发展了本地传统4 巴文化"，同时又吸取

了中原文化的营养，相互渗透和交勇虫，从前形成了

枝特的地域性文化艺术，其中不少已成为多民族共

享的精神财富，并根搓手各民族沃土之中 e 能歌善

舞的思施各族人民，为恩施自治判在湖北省内外博

得了"歌舞之乡"、4歌舞海洋"之美称。

解放前，患施地区的文化事业十分落后，少数

民族的民风民住得不到尊重，有的竟吉生告灭。珍

贵约民族民间艺术只能在传于深 w 田野的生产活

动中，或举行祭祀、祭奠以及婚捧礼仪时，朝以吉

娱，登不上大雅之堂。新中 E 的建立，为繁荣文化艺

术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

方针挂在下，患边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有了长足发

展，民 l罩、民俗受到尊重，民族民间艺术在继承的基

础上不新能新，项果累累。利用~歌《龙船谓>>~被盟

内外专家学者誉为世界上流行地域最广的金曲之

-;思撞南 ~1 早在 50 年我就轰动武汉三镇，被田

汉、马可等戎剧界、音乐界老前辈赞为 u有到于其他

剧种"的"深山峡谷之音"，并被认定为湖北"11Y大黯

种"之- ; -ftl )11 小曲参加全理汇演受到好评 z土家族

歌舞"撒尔嘴飞被舞蹈界誉为"东方迪斯科飞新创

作的《火塘》、《号苦》等 5毛族舞蹈参加全盟军演受到奖

励，在昆明、深圳、海草等地演出时反响强蕉。这主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卷首篇·

都是恩施民族文化艺术前钝秀栋志。

州政接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州民委、分i 文生局在

庆祝恩施土家族苗族吉治如成立 10 周年之际，组

织部分专业和韭余文化工作者，提据"三亲"(亲历、

亲丑、亲离〉原则，撰写了一批记述恩撞地区民族文

化艺术起漂、演进及含5 新发展的史料，选编成上下

商辑，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无疑是件银有意义的工

作，它为研究鄂百事民族文化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

料e 同时，对继承和繁荣患撞民族文化艺术，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亦会起到积极作用。

愿患施畏族文化发扬先大，永放异彩;

1993 年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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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恿施自治陆文化战

线的同志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

使患施的文艺作品跻身于全省乃

至全国文坛，并占有二席之地，必

须创作有浓郁的民族、民间特色

的作品。正如人们常说的要以

"土"取娃，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正

确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里施地这

在省内外有点影晤的作品，无一

不是就地取材。如利)11民歌《龙船

调>.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濡查统

计，它是世界上流行最广的 10蓄

民歌之一。军Ij) 11小曲《老杨三住青

松璋) ，1 976年代表湖北省参加

了全国曲艺濡演蜀，又选为北京

国庆潜园大会的演出节吕，党和

国家领导人现看了演出，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还录音播放过。南国

《唐在长祝寿>>， 1982年参加商北

省专业~um缸作节吕汇演，获得

创作、演出窝个一等桨，((湖北日

摄》也发表过该黯本。歌舞团《井

蒂莲)}， 1979 年参加湖北省专业

团司创作节吕评桨，获剖作二等

奖和演出桨〈当时演出奖未分等

级〉。歌舞团《烈烈巴人>，于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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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湖北省首届戏黯节演出，获金、银、铜、单等 7项奖励。国

画《土家婚礼)1985 年在北京展出后，串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用 35雷语言，对外广播了该台记者对作者

的访问记一一《巴人鄂里去了L 还有摄影作品《语丰年队《喝二

两》等获得国家级奖黠 z舞嚣《领达)，(火塘》、《猎》、《极凳龙》、

《钓草擞》等，都先后在北京演出并获得过国家级奖弱，受到有

关专家和学者的好评.民间叙事诗《哭嫁歌)，早在 50年代就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在又由 2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出版。

…"这些作品，无一不散发着恩施土家茜寨的芬芳。

事实证明，患撞州的地方艺术矿藏极为丰富。外地人常称恿

撞为"歌舞之乡"、"文艺宝库"，本地人也有"北跳丧、南摆手"布

"无处不歌舞"之习借。无论地方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品种多，

特色夜，风格独特，吸民了不少专家、学者前来果只@

为使这些文艺瑰宝发揭光大.1979 年 5 后，当时的地区文

化局为向自庆 30周年献礼，由艺术科长卢海宴牵头，有梁京业、

孙邦臣、李安炳、金华盛参加，会同各县文化馆音乐干部对患施

地lK民歌进行搜集整理，于窍年 9月出敲了《患撞民歌集)(上、

下)0 1980年，专文化局又行文要求各县，系统搜集整理恩撞地

区文化艺术遗产。接着自卢海宴负责，梁东业、ì1J嚣忠参加，开始

系统搜集毫剧音乐文字资料，整理并铅印出 50余万字的n喜剧

资料汇编儿同时，地委副书记王宽中、地委宣传部长张克勤还亲

自主持，并集中全地区的民舞艺人献艺录慧。许多年过七句的名

艺人，在拐冬时节穿着单衣，汇聚于地委大院的广场精忠献艺。

当摄影师ì1J孔华拮下全部镜头后，地区文工园的舞摇撞员们又

与员舞艺人一起跳舞，艺人有丁还高兴得放起了鞭炮。

1986年 8 月，海北省文化厅在科川市召开全省艺术集成工

作经验交捷会，部署我省艺术集成(志〉的普查、搜集、整理、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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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由省厅的群文处长王维熊主持。周年 11 另 38.根据

全匮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墨家民委租中国民闰艺术家胁会

联合下达的《关于搜集整理文化艺术遗产的通知》精神及省文化

厅的部署，剧委宣传部和排i政府办公室叉召开有关部门领导参

加的联章会议，并成立了以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搜集整理领导小

组及其办事抗构。组长串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州长担任，先是陈永

嚣，后为李贵生，副组长先后由李政豆豆、李患诫、囡惺才、李金元、

李颐发、马德路、邹今魁〈兼集成办公室主任〉捏任。办公室设在

文化局。各县、市也相继成立了相寇的机擒，确定了专职或兼职

责任编辑，进而全茧展开了普查工作。

{谷称"十大集成"，实为 13大集成(史、志〉工作，它包括民间

歌曲集、戏曲音乐集、曲艺音乐集、民i司吹奏乐集、民|司舞蹈集、

民间故事集、民间歌谣集、民间谚语集、戏曲志、曲艺志、文化志、

当代中罩、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等，被列为中雷科学院社会科学研

究的重点项吕。除《曲艺志》可跨"八五"计划完成外，其他项吕均

要求在"七五"期阁完成。不仅工程浩大，任务艰巨，而且时间紧

迫，要求摄高，每套集成都要求达到科学性、代表性、全面性、规

范化、语言地方口语化的标准.我州是:少数民族地区，是大山区，

我们还强费了注意民族特色。由于全州上下适力合作，艰苦努

力，到 1992年春节以前，已全部完成，并经省厅各有关编辑部终

审合格。

《恩施民歌集))，初由卢海宴主持，孙邦国、李安娟、梁东~ .. 

金华盛参加，是由梁东~立负责组织。地区、县、市投入专职音乐干

部 19人，兼职人员 58人.共走访民歌手 1327人次，收集民歌

4376苔，人卷 923首。

《鄂击民间舞蹈集))，自果东业负责组织，州、县、市技人专职

干部 28 人〈其中包括文字说明、动作绘噩、音乐、摄影、服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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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兼职人员 46人。走访民舞艺人 912人次，收集到 24 个舞

种、 281 个舞摇，三磊其穗，于 1990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戏曲音乐集)，由梁京业负责组织，刘国忠〈南国〉、黄蓝桔

〈灯戏、锥戏〉、陈整诫〈梆子戏、锥戏〉、谭联杰〈堂戏〉分到任责任

编辑。州、县、市共技人专职干部 13人，兼职人员 11 人，收集黠

唱腔 237段，录音 161 盒(528个唱段〉。于 1991 年完成终窜.

《患施说唱音乐集>>.串金华盛负费编辑，孙邦串参加整理.

地区、县、市共投人专职干部 5人，兼职人员 9人，采编到 237个

唱段，录音 63盒(463段λ 分上、中、下 3集，于 1983 年完成，军E

E站印 2集。

《鄂E民间器乐集>>.由曾凡学任责怪编辑.炜、县、市共投入

专职干部 7人，兼职人员 23人，走访民间艺人 994 人次，采编了

3364 首，录音 113盒 (2698 首) ，由外i编成手稿一套，于 1991 年

6 月以前完成。

《鄂西民i百故事集>>.由邹今魁负责组织，王月圣任主锚，杨

适之任副主编。州、县、市共投入专职干部 16人，兼职人员 93

人，走访传承人 435 人次，收集到资料 283万字.由州编辑出

6丘 3万字，由中国民间文艺出摄社出跤，自治州新华书菇发行

了 2200菇。各县、市共编自J74000多面。

《鄂西民间歌谣集>>.由邹今魁负责组织，察学让任主编。州、

县、市共投入专职干部 15人，兼职人员 93 人，走访讲唱入 414

人次，收集 15274 首，已由州编辑出 1150苔，交四川民族出藏社

出报.各基、市共铅自J 5500册，油印 1067茹。

《鄂西民间谚语集)，由部今魁负责组织，向贤荣任主编，因

i寺学任副主编。州、县、市共投入专职干部 10人，兼职人员 115

人，走访传承人 422人次，较集了 34082条。己自如编辑出 1 万

条，并经四)Ij民族出版社出题发行了 2000 册。各基、市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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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册，油印 552册。

《啻剧资料汇编)，自卢海宴任主编，~J!I忠、梁东~参加搜

集整理.辑人 50余万字，共铅印 2000菇，油印 400母。

在完成上述嚣家重点科研项吕的国时，按照 1989年嚣家文

化部又下达的篮锦苏区、解放区及自统区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

的革命文化史料以及中央、省《当代中ê9>编辑部下达前征编建

匮以来文化事业发展资料和政府下达的部门志编篡任务，我们

还组综编裹了文化志和部分文化史料。

《鄂西文化志)，自邹今魁主编，顾!可李道费、自草，州、县、市

责任编辑共 14 人。该志 20万字 ， 90张照片，现已站印 40套 (3

卷〉。

《当代湖北的鄂西H建望以来鄂西文化事业发展概况).也

邹今魁主辘，曾丸学任itl主编.各县、市投入兼职人员 14 人，共

编辑文化资料 16万芋，复印 5套。

《第二次E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茜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由邹

今魁主编，人编 12.9万字，手稿本。

《黑夜里的火定)(抗日战争时黯鄂西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 

由第今魁主壤，人编丘 9万字，手稿本。

《鹤唾苏区文化志)，由向宏礼主编，人编 12. 2 万字，铅哥3

1000册.

《鄂茜曲艺志))，由邹今魁、梁京业余责组织，曾凡学主编，如

县、市投入专职干部 10人，手稿本。

以上集成、志、史科汇编，全然共接人专职干部 139人，兼职

人员 537人，历时 12年，走该民间艺人 4504人次 z各县、市财政

投入 1. 49万元.m、县、市文化局投入 12. 03 万元，州、县、市文

化〈艺术〉馆投人 3.72 万元，州、县、市民委投人又 03 万元.此

外，省财政厅给思路市拨款 3万元，省文化厅给鹤峰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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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元。此项工程总共投入了 24.58万元。

这样浩大的工程，没有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全州专业、业余文

艺工作者的共商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开展普查和搜集、整

理、编辑的过程中，卅、县、市各级文化部门在经费短缺、人员超

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仍将此项工程列为重要工挣日程，并挤出经

费，指定专人，善始善终，一抓到底.有的县、市建长和编辑人员

一道深入农村搞普查、搜集，有的领导还亲自动笔写稿、审稿，甚

至校对、装订，捏集成工作看作是繁荣文艺的基础工程，是造福

子莽的千秋大业，所以抓得紧，抓得实。建始、宣恩、或丰 3丢文

化窍，恩捷、巴东南县文化馆和安1'1局的集成办公室及民舞、戏曲、

民间文学等项吕的组织工作，都先后受到湖北省文化厅和有关

部门的表彰与奖励。 1988 年.r!、i文住局领导还在得了文化部旗

发的奖黯证书。

同时，编辑人员表现出很强的历史责任心，一致认为民族文

化遗产要主R紧抢救，而且许多民间艺人年事已高，有莹绝技和珍

贵资料苗!在失传的是险，困难再多也要竭尽全力。他们吃大苦，

耐大劳，不计名莉，无私奉献.这些同志大部分是 50岁左右的

人，为保证每件作品的居量，真正做到"票汤原水"，他们提出了

"上高山，下远乡，访老农，寻文言"的工作办撞，身背笨重的录音

机，步行凡十里ÙJ路去寻访艺人.与艺人自吃一锅饭，再睡一张

床，还帮艺人干活。对年老有病的艺人又扶又背，端茶递京，甚至

倒黑倒j尿。他们还不吝自己掏钱，给艺人买渥买烟买糕点，对缺

吃少穿生活有困难的艺人，地ff1镰穰解囊，送鞭票送钱，甚至把

自己穿的衣裤黠下来送给艺人，使艺人深受感动，有的与艺人安

了亲密无爵的盟友。正是这些惑人的行动，挥除了艺人们的思想

顾虑〈艺人多为农村中能说会道的人，许多人在"文革"期间受到

冲击，被视为"牛鬼挖神勺，从而采访黠许多珍贵的资料。编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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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的带病工作，有的长期顾不上照曙家庭和子女，甚至遭到天

灾人褐也不放弃工律，经常工作到深夜。绝大部分专职干部身兼

多职，集成任务要完成，其他工作也舍不得丢。说他们是"超负荷

运转押，此话并非言过其实.是他们为我州集成工程的颐和j完成，

b 作出了5号吏姓的贡献.

1984 年，来凤县王兰馨出席了文化部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

的文化遗产搜集整理表彰大会，他的事迹选人了文化部编印的

专集。 1987年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民族

宗教事务局为表影对集成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设立了

"湖北省民部文学屈票桨"。周年 12月在武汉举行第一届援奖大

会，我州室里、、建始两县文千七届被评为先进单位，各获锦旗一噩 E

ffit寺学、蔡学让、侯明镇、黄汝家、王月圣、李培之、三纯良等人分

别获得个人二、三等桨，假发了奖证租奖金。 1991 年，获第二窟

"屈原奖"的有恿撞、己京窝县市文化馆，如、i文化局集成办公室被

评为先进单位s李颐发被授予荣誉桨，蔡学让、 ffit寺学、杨适之、

向贤荣、侯晓援、王月圣、~~今魁等被评为个人一等奖，窍时还被

全E艺术科学规划小组、中吕民i写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

堕黑i海文艺家协会授予先进工作者，额发了奖ìIE和奖品。主j、世

曙、李培之、陆显大、梁寿莲、周道生等 5人获u屈原奖"个人二等

奖，李意念、苏东遣、萄孝琪、黄f5)L桔、鲁德厚等 5人获三等奖，均

获得奖证和奖品。此外，民舞集戎、或由音乐集戎、曲艺音乐集
成、民间吹奏乐集成，也都有一批单位和个人受到省文化厅及有

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本文编辑1白无龙

·邹今魁，州文化局办公室主任.曾任集成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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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三:~~;fs;:~.;~~:~~~;~~:~~~[~?~~;:~~:!~::~~~J~:~.卢海宴ii摇摇黯Ejjj腥韶

80年代初，为向《中国戏曲辞典))，(戏曲音乐集成》提供罩、

撞戏曲文字、音乐资料，我先后访问了南国老艺人、老票友、老观

众上百人次，记录了上十万字口辞资料，录了 39 盒离国音乐资

料。为寻求高剧形成的勇史背景及源流沿革，我在患撞州、湖北

省及北京图书信查阅737种患施及邻近地区的睛、州、县志.17

种野史、杂记，摘录了土司沿革、习结、庙楼、戏曲笔记 60 多万

字。为比较鉴别南部与近类菌种的异同，还走访了 22名川、桂、

荆药戏老艺人。

在普查南醋的同时，对流行恩施的堂、灯、锥、梅等几种戏也

作了调查了解。 1981 年转录了各县录制的小戏音乐 22盒。这 5

个l!lU种的录音带，现分别存兹在湖北戏黯研究所和州文化局档

案室。

我在《南国的历史和现状))(该文将在本刊 1993 年第二辑刊

载。一一编者注〉一文中对南国作了较系统地记述，本文只对南

国形成的某些背景资料作些补充，对流传于患撞自治ffi的其他

4 个小戏，也只提供我了解的一些资料，以供史学工作者研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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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部(
离团又叫施南诲，是形成流行于恩擅自治州并富有土家族

艺术特色的剧种。在采访和搜集到的大量口碑及录音资料中，我

首先发现上路声在是南黠主撞之=-，这是与海鄂皮黄〈爵北路〉

居5种的主要区别之一。 1984 年底，我在常德戏校访问荆河戏、汉

或老艺人时，曾把上路声腔录音放给他打听。原常嬉戏校校长万

金红听后说"我原以为南剧就是我们湖南的汉嚣，听后得知它

徨有特色，是湖北的辛苦有黯种。"常德戏工室主任杨善智也说 g

"原以为南属是弃j河戏，但为前不叫荆河戏?听了录音才知道它

有自己的特色。"

1980 年 4 足，就南国费、流和特点特色，我在恩施访问时年

己 85 岁的老艺人!葫大扇，也说"我家从浙江迂来患拖已有 6

代，到我是第 5代，我家 5代人都搞南黯吹打伴奏乐。听老人说，

我家来恩施时，这里就有南军U. 也就是说在乾隆年酶，恳施就己

有高属，那时叫老高浅、土高戏。打击乐，湖南打夹钱，恩施打单

锥。 E昌睦有南路、北路、上路。"

关于南黠的命名 ， 1980年我又到各县询问老艺人，他们异

口同声说J从来就叫南部J'患拖县时年 84 岁的却永建说产原

来就叫南戏，南戏是正庄，清朝就有二'主思县 85岁的章章准说 z

"从来就叫高戏J'来凤 66 岁的妇j子香说"南居目的名字是从恩施

喊起来的，我 12岁学戏时就叫南到J'咸丰县 74 岁的章有元说 z

"抗战时，崽拖在开戏院之前就114南剧。"曾当过戏班管事的 72

岁的李德兴谁"南黯早得很，我记事时就听说叫离渎，也叫‘人

大琪， ，Jj章5是和木E撞蓝壳戏梧区z别g的@J，，

撞离之"南"飞。恩施、建始等艳老艺人i说克，他们上辈是棍据南北上

• 16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