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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台锣鼓

曲艺，在旧社会被人们喻为“叫花子"职业，有的曲种

又确实为“乞讨者"所掌握运用。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他

们的演唱难登大雅之堂。建国后在党的培育下，成了我们伟

大祖国"3c艺百花园”中～簇绚丽夺目的花朵，是文学宝库

中之瑰宝。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经数千年口碑相传，

不断磨炼，历代文入修饰雕琢，专业曲艺艺入实践再创造，

逐步演变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曲艺，属俗文学范畴，在编纂本志中，亦仿曲艺风格，

通俗易懂，在用语上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一、曲艺在我县兴起较早，但均为艺人口碑相传，民国

及民国以前基本无文字资料可查， “县志”也无记载，本志

对民国时期曲艺活动的记述主要来源于老艺人的口碑资料。

断限为：上自民国初年，下至l 9 9 1年底。

二、本“志”卷首设“开台锣鼓"，“综述”，“大事

记”，卷末设“收场锣鼓力，分四章十节，记述宣汉县曲艺

活动，略古详今，力求事实清楚，一目了然。

三、修“志’’在于存史以助后人。本志系专业志，除注

意记述能说明曲艺演变发展趋势的事实以外，并以对四川曲

艺有影响的曲种为例，对其创作、表演的语言结构及特点，



音乐设计、唱腔和表述等，都予比较详细记述，以期曲艺专

业人员和热心者都能从中获得点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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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宣汉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脉横亘县境东北。境

内多山，平均海拔八百公尺左右。全县总面积四千二百多平

方公里，属于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落后。现有人口一

百零八万。

曲艺艺术在旧社会最不被人重视，从事曲艺工作的艺入

更被人轻视。但它是民间艺术，通俗易懂，为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在艰难中亦顽强生长。宣汉县的

曲艺专业人员多系外地游散艺人，在本县定居者甚少，普遍

文化水平低，技艺传授多为言传口授(过口纲，过条纲)，

无稿本留存。

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莺视曲艺事业，1950

年，把从事曲艺工作的艺人组织起来，加强政治学习，改造

思想，进行艺术为政治、经济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针政策教育，鼓励他们说唱新书目，挖掘优秀传

统曲(书)目，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从来被人轻贱的艺人，

以新型文艺工作者(党的宣传员)形象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

面前，大大提离了艺人的社会地位，游散者逐渐定居，活动

方式从个体到集体，生活有了保障。这些，大大加强了艺人的

责任感，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表演技巧、演唱内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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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配器、服装道具、演出场所等方面不断改进、提高和创

新。

l 9 5 O年组建“宣汉县游艺组"，由宣汉县文化馆直

接领导。l 9 5 2年成立“宣汉县曲艺改进社"。l 9 5 3

年成立“宣汉县曲剧队"，面向城乡招收新学员，举办曲艺培

训班，扩大队伍，给曲艺事业增添了生机与活力。1954年成

立“宣汉县曲艺工作者协会’’，后设置固定演出场所，开办

“曲艺茶园"。六十年代初，我县曲艺活动形成高潮，建立

了“曲艺小分队”、“宣汉县农村曲艺队”，多次派人去成

渝等地学习演唱技巧，能演唱清音、扬琴、竹琴、金钱板、

荷叶，花鼓、快板群，莲花阉、四川方言诗等十余个曲种。

演出曲目有； 《卖西瓜》、《两块六>)、 《布谷鸟儿》、

《逛新城》、《学文化))、《秀才下乡》、《蒋兵自叹》、

《江姐》等。曲艺队常年深入农村，活跃山乡文化生活。

还遵照县委指示，奔赴达县、开江、万源等地配合社教运动

公演，深受当地党政和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度为派性所利用。“文革”后

期，宣汉县革命委员会根据省革发(1 9 7 1)9 9号文件

精神，撤销曲艺队、川剧团，所有演职人员由县革委另行安

排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汉县曲艺活动又活跃起

来，由于新老曲艺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一批高、精、尖作品

创作产生了，先后获得县、地、省和全国性奖励，不少作

品被省、地及全国刊物发表，宣汉曲艺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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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二年(1 91 2年)

《圣谕》(劝善)遍及宣汉城乡，黄金乡的张成美、张

其渊等是有名的先生。相沿直到解放前夕，能讲者不少，如

城区的顼道生、刁文才，薛光国等都是当时的皎皎者。说唱

讲述内容有《安安送米))、《二十四孝》、《七十二个望娘

滩》、《包公出世》等稿本，有说有唱，站地传情，绘声绘

色，时而催人涸下，时而让入捧腹，劝选人改恶从善。

民国十九年(1 93 0年)

宣汉中学学生徐芳玉等在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上演出

双簧、金钱板等，曲目大都以校园生活为题材，语言滑稽，

动作配合，妙趣横生，以逗乐为主。

民国二十二年(1 933年)

红四方面军来宣汉后，红军政工人员在宣汉城东街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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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堂内举办培移{f班，传授金钱板、莲花闷、快板书，锣鼓词

等曲种。演唱《参加红军好》、《拥护苏维埃政府》、《打

土豪保安宁》、《活捉刘湘狗儿》等曲目。县苏维埃政府

文教委员会以这批学员成立宣传队，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发

动群众参加红军，支援前线，巩固和扩大苏区。宣传队队长

朱孔阳。

民国二十四年(1 935年)

宣汉县建立民众教育馆(即文化馆)，开展民众文化活

动，曲艺演唱列为活动门类。

民国二十七年(1 938年)

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曲艺界无论专业，

业余艺人，都以抗战为中心， 迅速编写了《劝郎参军》、

“打倒小日本》、《十劝》、“十想》、《双探妹》等曲

目，以花鼓、金钱板、钱棍等曲种演唱，鼓舞民众斗志。

民国三十六年(1 94T年)

宣汉城区市民顼道生、薛光国(后为教师)、刁文才等

人，在街头设坛劝善，说唱《二十四孝》、 ((七十二个望娘

滩))、《安安送米》等，市民围站坛前听讲故事始末，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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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

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

宣汉县人民文化馆建立，馆址仍设东街圣庙内(原民众

教育馆)。首任馆长：符风I工作人员： 邓启志、 邓益寿

等。文化馆集合曲艺艺人成立“游艺组"，配合党和政府的

中心工作，编写演唱资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一九五=年

建立宣汉县曲艺改进社，由艺人刘明仕负责，社员十五

入，行政属文化馆领导。曲种有金钱板，荷叶、莲花闹、花

鼓等。曲目有。《山伯访友))、《特务讨口》、《新十想》、．

《新十八扯》等。两三个艺人在街头站在一条长板凳上演唱，

不收费，唱后卖针线、药品等赚钱维持生活。艺人定期向文

化馆汇报活动情况。

一九五三年

在宣汉县曲艺改进社的基础上，成立室汉县曲剧队(含

杂技队即地区杂技团前身)，下设评书、竹琴、荷叶、幻灯

(拉洋片)四个组，约二十入。艺人可凭文化馆发的布制胸

章和曲艺队的证明信(介绍信)到各区、 乡场镇或外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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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从此艺人开始收费演出，也不时有艺人兼卖药物。演唱

稿本大都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印发的。

一九五四年

成立宣汉县曲艺工作者协会，主任贺兴作。先后继任主

任的有陈继杨、刘志舟、廖碧玉等人，负责对本地艺人的演唱

场地安排，外地来县艺人的接待等工作。政府先后派干部符

干臣、李森、冉启权、张荣孝、周中等协助工作。

一九五五年

一月，宣汉县政府根据省文化厅、 团省委联合通知精

神，成立“春节文艺宣传委员会"，在全县开展大规模春节

文艺宣传活动。各地以曲艺为重点排练节目，宣传“宪法"、

“总路线”、 “合作化"，积极为政治经济服务。

一九五六年

一月，宣汉县文化馆举办全县文艺骨干培训班，开设歌

舞、戏剧、曲艺等专业课。来自各区乡百余名学员，学会舞

蹈《苗家山歌》、《采茶舞》、《十大姐》等，戏剧《两家

人》、《看亲家))等?曲艺《秀才下乡》、《迷信祸》等。

教师由城关业余剧团演员何仲英、赵其珍、 肖兴志、向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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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黄道宣等担任。学员返回当地后，排练节目，作春节文

艺宣传演出。同时，全县建立四百余个农村俱乐部，开展常

年性文化娱乐潘动。

同年秋，县文化馆馆长谭盛孝到成都“四川省艺术干部

学校”学习金钱板等曲种。返县后，举办全县俱乐部培训

班，传授金钱板、车灯、霸王鞭(钱棍)的打、唱、演基本

功，印发唱词小册子，让学员带回演唱。
’

一九五八年

十二月，达县专区举行“大放文艺卫星"文艺会演，·宣

汉县由文化馆组建代表队，排练节目赴会。演出节目有；快

板群《公共食堂好》、清音《羞月亮》、盘子《挑灯夜

战》、竹琴《钢铁元帅升帐》， 表演唱《老婆婆尖尖脚))

等。由刘志舟、方芳、覃正仪，梁金凤等人主演。

一九五九年

二月，宣汉县文工团建立，丁明江任副团长，何孝光任

业务股长，下边有曲艺组。演出曲艺节目有： 相声“学文

化》，方言((差不多》、《秀才下乡》，有韵评书《浪费害

人精》，快板群“公共食堂好》，清音《布谷鸟儿咕咕叫》、

《江竹筠))，锣鼓说唱《美国卫星倒栽冲))等。由刘忠贵、

方芳、张丽远、黄道宣等人主演。该团还巡回达县、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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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开江等县及陕西省的安康、紫阳、石泉、汉阴、城

固，西乡，镇巴、汉中等地、市、县公演。所演歌舞、曲艺

节目很受欢迎，汉中广播电台还录音播放该团的曲艺节目。文

工团于l 9 6 0年1 O月撤销，演职人员由政府另行安排工

作。

一九六O年初

宣汉县曲艺工作者协会在县文教科派员冉启全、张荣孝

的协助下，开办“曲艺茶园"(西街邮电局处)。从此，曲

艺艺人有了自己固定的“书场"。当时负责人刘志舟。

一九六三年秋

宣汉县曲艺工作者协会遵照上级指示，配合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由文化馆派周中协助组建“曲艺小分队”，深入天

生、七里、柏树等社教区、乡巡回演出。演出节目有：清音

《小会计》，金钱板《智取威虎山》，车灯《人生蛋》，评

书《夺印》等。演出人员有艺人刘志舟、余吉才、廖碧玉、

丁敬芝(盲艺人)和学员杜仁蓉、胡昌恒等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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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

五月，宣汉县曲艺工作者协会的“曲艺小分队”在深入

社教区、乡演出时，受到来县视察工作的地委书记李香出的

接见稻表扬。李指示县委宣传部，要对曲艺工作加强领导，

扩大队伍，’培养新生力量。县委宣传部长李泽奎随即亲自主

持，将小分队扩建为“宣汉县农村曲艺队"，抽调黄道宣，

王均瑞为业务骨干，新援有一定文艺基础的王明枢，王更生，

符光禄、杨少伯、赵正荣、方可奎、胡昌恒、康必霞、曾凡

翠、陈巧玲、黄天秀、袁定秀，林仁芬、杜仁蓉等l 6人，

刘志舟任队长，刘忠贵任指导员。该队建立后，长期深入宣

汉、达县、万源等地农村和社教区、乡场镇演出。演出节目

有：清音表演唱《卖西瓜》、《两块六》，清音《小会计》、

《江姐上华蓥》，相声((非洲进行曲》、《找队长》、《女

队长))，方言诗《苏二嫂))、《太平桥))、《队长王光达))，

。金钱板《罗昌秀))，快板(<学雷锋》等。

一九六九年九月

“文化大革命舻中期，解放军代表进驻曲艺队，领导

“斗、批、改”，消除派性，建立“革命领导小组刀，组长

刘志舟。 在军代表协助下， 开展正常的节目排练及演】出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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