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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川东南的涪陵地区，是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吉往今来，

涪陵人民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创造了极其丰富而优美的民间文学

艺术。为了抢救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服务于我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地

区文化局根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指示和省上的具体规划，

从1 984年起，即组织力量，着手中国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四川涪陵地区
r，

卷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这十部志书是： 《中国民间歌曲集

成》、《申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

艺音乐集成》、仲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咿罔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和《中国曲艺志》。

经过全体编辑人员历时七年的辛勤劳动，十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的集成志书已开始陆续脱稿，预计在1992年底将全部付印。这是我区

文化建设史上一项巨大的工程。十部志书的出版，对深化认识和研究我

区民间文学艺术，提高我区文艺研究和创作水平，进一步了解地方历

史、文化及风土人情，增强作为涪陵人的自豪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翻物质文明建设，，都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编纂者们功在不

朽，望再接再厉，为十部志书的园满竣工继续努力。

中共涪陵地委书记 自在林

一九九一年四月予涪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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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地区十部文艺集成意书

顾 问： 自在林 王鸿举 刘庆渝

领导小组：组长： 周纪律

副组长： 杨光明 李德辉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田庆树 伍策禄 杨光明 李德辉

周纪律 余兆楠 余恢毅 魏锡宽

涪陵地区戏曲志编纂人员
主 编：蒋莹
编 委：赵中才冉瑞明 田谷广 李征服蒋莹

编辑人员： 陈春森陈懋璋 曾宪廷

涪陵市戏曲志
南川县戏曲志

垫江县戏曲志
丰都县戏曲志

石柱县戏曲志

武隆县戏曲志
彭水县戏曲志

酉阳县戏兹志

黔江县戏曲志

秀山花灯戏志

各县市戏曲志编写人员

陈克斌
陈培林

陈发奎

曾宪廷
谭奇云

杨友仁

王国璋

唐滕华
黄功第

孙因 曹风 杨瀛 向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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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地区(含黔江)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全区有汉、苗、土

家等五六个民族。各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戏曲文化，民

族民间的歌舞尤为丰富多彩。秀山花灯就是一朵绚丽多姿的艺术奇

葩，戏剧流行在汉族地区的有川剧、京戏、 端公戏、，。阴戏等；苗

族、士家族地区的戏剧种类就很多。在黔江地区山乡广为流传的有

花灯戏、阳戏、土戏、傩愿戏、南戏、辰河戏等。这些地方小戏各

具特色，生活气息浓郁，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它植根民间，广为

流传。从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在民间流行并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有的民间小戏遗产，因老艺人的谢世，后继乏人而濒于消

亡，如石柱土家族的土戏就是一例。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优秀戏剧传统，弘扬民族优秀

戏曲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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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地方戏曲文化遗产，开始了系

统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由于《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辑部

的指导，在涪陵地区十大集成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从一九八五年开

始着手收集、整理我区十多令大小剧种的戏曲资料，先后编写出涪

陵、丰都、垫江、南川．石柱、武隆、彭水、酉阳、黔江九个县戏

曲志，约四十五万余字。继而完成了垫江、涪陵、丰都、酉阳四个

川剧团及涪陵市京剧团团史，约三十余万字。同时写成了《秀山花

灯志》约十三万余字。一九八七年地区编辑出《涪陵地区戏曲志》

初稿，送省卷编辑部审核，受到编辑部同行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在

此基础一I-：，我们再次反复核实材料， 深入发掘戏曲史料， 修改补

充，基本上系统地记录、 整理出我区各剧种的源流沿革， 音乐声

腔，表演等戏曲诸因素的概貌，反映了我区戏曲的历史和现状，集

中了建国后戏曲创作研究和改革发展的成果。

本书的编辑出版，承蒙各县(市)文化局、文化馆、各戏曲剧

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一些民间戏曲老艺人、老玩友、专业和业余

戏曲爱好者，为本书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使这一重要的戏曲文化积

厶¨V土日



累，得以圆满完成。在此谨向这些单位和一切关心、支持我们编辑
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诚擎约谢意．

我区经国务院批准，从二九八八年八月起将酉阳、黔江、石柱、

彭水、秀山五县，组建成黔江地区。本志下限为一九八七年底，当

时即己完稿，为了存实求真，故仍名《涪陵地区戏曲志》。

编写戏曲志是一项重古未有的开创性工作， 既无历史文献可

考，又没有多少戏曲活动资料可查，史料大多源于梨园人物的回忆

和口碑，因此，疏藩错落， 在所难免。 由于我们编辑人员水平有

限，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八年五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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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的疆域、建制沿革

涪陵地区位于四川东南部，辖涪陵市、垫江、南川、武隆、丰都及酉阳、秀山、彭

水、石柱、黔江五个民族自治县。民族自治县境内属多民族杂居区。

古属巴国南域。秦灭巴后，分置巴蜀二郡，涪属巴郡。三国蜀汉时，辖地曾分别属巴

郡、涪陵郡、黔中郡。魏、晋、隋时属梁州地。唐属黔中道．宋始有四川之称．宋、元、

明、清时均属四川辖地。先后有黔州、涪州、酉州之设。民国时期属四川第八行政专员公

署，专署设酉阳。建国初分设酉阳、涪陵两专区。全区现有人口5，896，627人，有一十五

个兄弟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289，900人，占总人IEI的五分之一。

我区地域辽阔，，绝大部份地处武陵山i娄山山脉之中，九县均为盆周山区县。东靠

湘、鄂边境．西南连接贵州高原，西北与重庆接嚷，={匕临大竹、邻水，东北同万县连域。

长江流经的涪陵、丰都、石柱西沱，连同垫江属于汉族人民聚居区域。东南部武陵山脉逶

迤连绵，纵贯湘、鄂、川、黔四省，为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区域。由于地理位置及民族成

份的差异，形成戏曲文化、风土人情迥异的两大文化区域。地处武陵山区的酉阳、秀山、

黔江及彭水，因与湘、鄂、黔三省临界，受荆楚文化影响，当地流传的戏曲剧种较多，既

有从湘、鄂传人的辰河戏、汉剧、南戏；又有本地的民间小戏，如土戏、阳戏、傩愿戏、

灯儿戏、秀山花灯戏，还有碗近由外地流入的川剧、京剧。各个剧种在武陵tilla ge集，相互

影响，彼此渗透，特点各异，色彩纷呈。武陵山区戏曲文化植根于苗族、土家族文化，形

成花灯戏、苗摊及土戏，受荆楚文化影响较深；长江流域西与成渝毗邻，在戏曲艺术方面

直接受巴蜀文化影响，川剧在这一带地区广为流传，属下川东的重庆流派。京剧、汉剧及

楚剧盛行一时．

南宋时期戏卤艺术的勃兴

南宋年问(1213---q233)我区即出现戏曲艺术的萌芽，孕育着神头鬼面的“川杂

剧”，阳戏、苗族的傩愿戏相继兴起，民间花灯小戏开始形成。据《大IJ本佛教全书》册九

五《大觉禅师语录》卷下《颂古》(日本·高楠顺次郎、望月修亨编著)南宋高僧释道隆诗

《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云： “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

甚，应是有人笑倚栏。”按道隆俗姓冉，自号兰溪，南宋时，四川涪州人，少时在涪州丛

林乡龙洞寺出家，1213年生，子1243年离开涪州到浙江普济寺学佛，时年二十岁，1246年

东渡日本，为建长寺开山第一祖，日本弘安元年(宋湍宗景炎三年、1278年)七月十四日屋

寂，谥号大觉禅师。由道隆观剧诗可见当时涪州、酉州、黔州一带苗族面具“傩愿戏”及

面具《阳戏》颇为流行。

又据《酉阳直棣州总志》(清·同治二年(1863)编修)本卷十九(风俗志‘祈禳)

，·j!



载： 。案州属多男巫，其女巫则谓之师娘子，凡咒舞求佑，只用男巫一二人或三四人。病

愈还愿，谓之阳戏，多则至十余人，生旦净丑，袍帽冠服，无所不俱，伪饰女旦。亦居然

梨园弟子，以色媚人者”。足证我区武陵山区《阳戏》流传甚广，盛行·时。

宋时，武陵山区人民普遍喜爱跳花灯，演灯儿戏。 《秀山花灯》相传是北宋仁宗年

同，秀山五姓番到汴京进贡时传入，宋f宗赵祯为祈求生母李宸妃两眼重见光明，许下红灯

三千六百盏，每逢春节汴梁人民普遍跳花灯，秀山五姓番三年一贡，在汴京把花灯带回，

村村寨寨年复一年普遍跳花灯。花灯唱词中有： “灯从何处起?灯从何处生?仁宗皇帝登

龙位，国母娘娘瞎眼睛，许下红灯三千六百盏，只留两盏到如今”。明清时由普遍的跳花

灯，发展成花灯小戏，开始演唱故事．如酉阳的丝弦灯戏，石堤的灯儿戏，秀山的花灯戏

逐步形成．

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兴盛

明清时期，我区戏曲极为兴盛，由在“棚”、 “楼”场地演出，开始进到庙台、万年

台演出。明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黔江县城院庙内乐楼(万年台)竣工。清代，

我区戏曲活动相当繁荣，各寺庙内乐楼遍布城乡。涪陵焦石乡禹王宫现存碑刻载： 。道

光，叉构两廊及乐楼，每年圣诞，俳优有所矣”。 据调查全区建于文昌宫、 城隍庙、禹

王富中乐楼有约一百三十多个，现今保存尚好的有十二处。

长江流域的戏曲主要是川剧，最早出现的川剧木偶。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垫江高安

场丁连喜川剧木偶班，其后嫡传四代，远近闻名。光绪二十年(1895年)由涪陵八省公所

(商会组织)组建了《三太班》这是我区最早的Jit,静l班社。经常活动于垫江、长寿丰都、

蒲摩一带。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7年)南川县金二先生家构筑乐楼，常邀请成渝两地名

角来家中唱戏，演出大舜耕田、杨八姐盗刀等节目。同时涪陵青羊乡陈万宝庄园内万年台

建成．丰都富商杨绍舟于光绪年间办起川剧木偶班《保佑楼》；石柱邑人张太(鼓师)与

郭贵等人在公元1905年兴起打围鼓，开始TJ!l恿j座唱。此间外地川剧班社常到我匿演出川I

剧。光绪十七年，(公元1892年)资阳+《燕春班》曾到武隆羊角碛演出JIi尉，历时数十

天。。

武陵山区一带地方小戏十分盛行，苗族的罐愿戏，土家族的土戏、花灯戏常在土家、

苗寨流行，常演不衰。辰河戏山湖南传入，在酉阳、秀山扎根。阳戏流传到彭水、武隆山

区农村，逐渐吸收Jfl,唇O表演程式，曲牌唱腔，形成另一流派。此时湖北“汉剧”及鄂西“南

戏”由黔江流入，逐步发展了南戏业余班社，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艺术品种。同治八

年(1870)湖北“南戏” 《玉字班》到黔江濯水场演出达一年多。

民国时期戏曲胸．兴盛

民国时期，长江流域各县川剧围鼓组织纷纷建立。辛亥年(1911)，涪陵川剧围鼓组

织《曼亭乐》、 《聚贤乐》成立，随后垫江建立《金华班》、 《锦新剧社》、 《民众剧

社》，不仅座唱川戏，而且经常粉墨登场，公开演出。丰都驻军师长陈兰亭组建有固裁

组织名《竹风犀》，演唱水平较高，深受群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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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著名jtIN艺人常到沿江城市献艺，交流艺术经验．民国十网年(1912)。川剧界

第一个女伶人何亚纳在丰都县城演出达半年之久，曾与周裕祥在王爷庙万年台上同台演

出。川中各名角赵瞎子、高东山、付f【』乾等到涪陵演出；张德成、彭天喜、1刘成基等到丰

都为我区第一个正规戏院一一《民乐园》落成踩台演出．

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敌戏剧活动，对我区沿江城镇影响颇大，郭沫若、

阳瀚笙同志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经常到涪陵、：#都、长寿、石柱及南川～带演出。这时京剧

传人黔江、丰都、涪陵、酉阳等地，．产生了业余班社。汉剧流人黔江、丰都、涪陵。

武陵山区的地方／J、戏，非常活跃。秀山、武隆、酉阳、彭水相继建立业余阳戏班

社，秀山乎马乡、龙池乡、武隆青杠乡、铁矿乡、庙垭乡一带阳戏班经常有演出活动。酉

阳、武隆阳戏班常演剧目《白锣裙》、 《打金枝》、 《七仙姐下凡》、 《三孝堂》及《唐

二别家》等。由于“唐二别家”内容风趣诙谐，每台必演，群众喜爱，民间常流传“离了

唐二不盛j戏”的美誉。

秀山花灯戏在“跳花灯”和“单边戏”的基础上，吸收了其它戏曲艺术，发展形成花

灯戏。特别是民国初年，兰桥花灯老艺人杨老美发展了花灯《单边戏》，创立了独具风格

的花灯小戏，常在秀山、贵州一带农村演出，颇有名气，并收徒传艺，至今杨氏家族继承

着兰桥花灯的优秀传统。酉阳、秀山农村的灯儿戏(又名丝弦灯、花古灯)有了发展，群

众喜爱，流传甚广。秀山石堤区保安乡老艺人黄树发、酉F日小坝乡灯儿戏艺人王庆书、王

运章、王世京组织业余班社，活动于四乡农村。

建国后戏曲艺术的繁荣

建国后，我区戏曲艺术呈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先后建立了十多个专业剧团，业余演

出团体如雨后春笋。除阳戏、傩愿戏遭禁以J'l·。川剧、京剧、花灯戏、南戏、汉剧等戏曲尉

种都建有剧团，常年演出许多传统戏，创作、。改编、移植了～大批剧目。一九五三年起，

涪陵人民川剧团、垫江川鄙团、’涪陵京剧团、丰都』fi剧团、南川大众川剧团、彭水人民川

剧团、石柱业余川剧队、秀山辰河剧团次弟建立。

由干党的正确钧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引，改戏、改人政策的贯彻落实，戏曲艺人的政

治地位提高，成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戏曲在配合历次政治运动中起了宣传、鼓动作用．

抗美援朝时期，涪陵，丰都戏曲团体都是抗美援朝宣传队，深入农村演出抗美、土改、清

匪反霸剧节目。各剧团内部进行了体制改革，建立了政治工作制1度及党、团组织，改善

剧团经营管理。有的剧团进行了传统戏的整理、改编，虫iiJll剧《三姐下凡》、京剧《瑶山

春》等，创作了一批花灯小戏，参加了诬南、四川的戏曲观摩演出、调演及会演活动。

戏曲艺术教育的开展，为我区培训了一批演出骨干力量．先后在丰都、涪陵开办了川

剧艺术培训班，垮溯了八十位学员，成为今天川剧艺术的骨干。继而省川剧学校、四川音

乐学院及其他省级文艺团体派遣毕业生、业务人员来充实艺术骨干力量．

灯戏十分繁荣，武陵山区的秀山花灯由于专业剧团的建立，提高了花灯歌舞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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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水平，由院坝、堂屋的跳灯，走向舞台演出、剧(节)目面目一新，更加．#富多彩，蔼
阳、秀山一带农村的花灯戏班社，走村串寨，常演不衰。 《秀山花灯》多次参加四川、北京

稠演。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现代花灯小戏。

文革开始后，我区有的戏曲剧团被解散，演职员流失，有的陷入武斗的漩流之中，涪

陵、垫江两团有三人网武斗罹难．老艺人深受迫害。涪陵、酉阳等剧团的服装、道具被加j二

封建糟粕的罪名被焚毁，剧团大部瘫痪、演出设备损失殆尽。传统戏遭禁，舞台凋零，八

个‘样板戏”占领全部舞台，川剧《杜鹃山》、京剧《智取威虎山》、 《红灯记》、《沙

家滨》先后在我区演出。

戏曲被“四人邦”作为反对“走资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区JII剧团参加

了文革时期的两次戏曲调演，创作演出了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为主晒的川剧《一车柴》，

参加了四川省戏曲调演。

文革结束以后，我区戏曲得到新生，戏曲事业开始复苏。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戏曲出现了新的繁荣。戏曲剧团纷纷恢复，演职员归队。如一九七七年十月垫江川剧

团恢复建制，收回流散演员。各JtlH,I团、花灯歌舞剧团招收新学员进行培训；选送川剧表

导演及编剧人员赴省参加表导演及编剧人员训练班，进修班学习。

传统剧目开禁，各剧团上演大量优秀传统剧，新编历史剧，还创作改编演出一批现代

戏。如《酉州恨》、 《夏天官与蔡龙王》、 《春寒》、 《深夜静悄悄》、 《赵钱孙李》、

《送请帖》、 《洞房花烛夜》等，深受观众好评。一批优秀剧目，如《三姐下凡》演出千

多场， 《郑小姣》演出数百场。 《翼王旗下四姑娘》赴省参加振兴川剧第二届调演获奖，

《洞房花烛夜冷参加全省计划生育文艺调演获双一等奖。剧本创作繁荣兴盛，新作剧本日

渐增多，作者人数倍增。 《秦良玉》、 《天子娘娘传奇》两个大型剧本，在省级刊物《剧

作》发表。地区多次召开剧本创作座淡会，聘请省上专家讲学，如萧赛、庞家声、陈友发

等同志多次到我区讲学，经常组织剧本改稿会，培养提高剧作者。并举办儿童剧润演、戏

剧会演，推动了戏曲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此间，业余戏曲活动十分活跃、涪陵、垫江、丰都、南川、石柱城乡建立了一批业余

川剧团及川剧玩友组织。丰都恢复了京剧业余组织，经常座唱京、川剧，有时还登台演出。

黔江业余南戏班，酉阳小河、铜西业余阳戏班，秀山农村花灯戏班溉动十分频繁，成为群

众自娱的一种精神享受，表现出地方小戏曲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图 表

(一) 大事年表

明洪武十四年(1381)，黔江县城院庙内乐楼竣工。

道光十年(1830)，垫江高安场丁连喜川剧木偶班，兼演皮影。该班在丁家嫡传四

代．丁连喜一丁培山一丁跃斋。一年四季均在农村寺庙、祠堂、 院坝、 场镇扯布围演

出。正二月演迎春戏j三四月演秧苗戏j七八月演火神戏j九月演观音戏j十月演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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