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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传统，旧方志的遗产相当

保存至今的不下八千余种，它是

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但遗憾的是在这数以千计的

志书中，寻觅不到一本有关曲艺的专业志书。曲艺是我国古老的

说唱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特

点的艺术品种，它植根于民间，流传至今仍被我国各族人民所喜

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财富。但是在历史

．上，曲艺却一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鄙视，历代的史籍、志书对曲

艺绝少提及。建国以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

引下，曲艺在继承、革新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也培养了一批有

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具有创作和研究能力的人才，记录、整理

了不少艺术遗产。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未曾对它进行过全面

系统的搜集、记录和整理，有许多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资料已随

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这是我们极大的遗憾。尤其是关于曲艺的

历史和现状的艺术资料文献更是保存得很少，这一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编写曲艺志书的艺术科研空白，将由我们来填补，编纂曲

艺志已成为我们不容推卸的历史重任．
1

为此，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曲协于1986年以“文研字

_：(86)第231号文件”发出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曲艺志>的通

知：I，说明“编纂《中国曲艺志》已报请列为国家计划的重点科研

，项目”，“必须于1995年前完成”。广东省文化厅于1992年以“粤

文艺字(1992)77号”发出了‘关于开展(中国曲艺志·广东卷)

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广东卷>编纂工作的通知》。肇庆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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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于1993年5月召开了“市曲艺志与曲艺音乐集成编纂工作会

议”，迅速组织开展这项工作，并传达了中央和省的有关指示精

神，要求各县(市、区)都要编印这两部志书。会议结束之后，端州

区文化局立即行动起来，经陈锦润局长、覃玉球副局长议定，成

立了《端州区曲艺志》编辑工作领导小组，由覃玉球任组长，区文

联副主席赵布炎任副组长(后来赵因抽调去农委而未能参加此

项工作)，组员有区文化局科长杨慧、文化馆副馆长钱巍和文化

馆文学戏曲组组长周国焘等三人，具体工作由周负责。93年11

月，区府拨给5000元作专款，《曲艺志》编辑工作正式展开。经过

一年多的调查采访、收集资料、整理编写及反复修改、订正、补

充，终于在1995年4月定稿。根据我区有关《曲艺音乐集成》的

资料不多、无法单独成书的具体情况，经市曲艺志编纂办公室同

意，我们将它缩编为《曲艺作品选》一章，编入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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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如“倚岩茶楼”、“庆云茶楼”、“和平茶楼”等．人们边饮荣、

边听曲，俗称“听女伶”。另一种曲艺活动形式是流动演唱，其中

包括有双目失明的民间艺人、失业的戏班演员和音乐手，以及一

些婚、丧事的“锣鼓柜”等等．他们没有固定的演唱场地，经常流

动到茶楼、旅店、渡船、码头卖唱。有的人带着乐器上街卖白榄，

比较出名的有自榄四、白榄九、大乡里等人l还有失明民间艺人

欧八妹、曾雪冰、陈少飞、吴芬、李少芳、钟牛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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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批粤曲“发烧友”(即业余爱好者)，各行各业都有，他

们利用晚上工余的时间，聚集在一起，自弹自唱，自娱自乐，称为

“私伙局”。活动地点以当时的新街、水街、正东路和城中路为主，

每次活动都吸引了不少群众。这种活动形式至今仍旧保留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政部门积极支持和帮助基层单位办

起各种类型的文艺宣传队、俱乐部、业余文工团等群众组织，自

编自演，大多数以粤曲为主，内容包括配合当前中心工作进行宣

传、歌颂英雄人物和好入好事等等。当时肇庆城区的东、西、北区

都先后成立了俱乐部；文化馆、总工会、商业、手工业、海员、三轮

车社等分别组织起业余剧队、文工团、宣传队等，有时到工厂、农

村演出，有时在街头演唱，形式多样，深受群众欢迎。参加活动的

文艺积极分子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经常

放弃节、假日和平时的休息时间，参加排练和演出活动。在自编

自演的实践中，培养出一批业余作者和演员，不少人成为业余文

艺活动的骨干分子，还参加县、地、省举办的各种文艺会演。一部

分曲艺作品，被省级报刊发表、出版或被省级专业艺术团队采

用。
‘

·

-，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粤剧、

曲艺处于凋零状况，但也不是完全空白。那时候不少基层单位都

成立文工团(有些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粤剧《沙家浜》和

三句半、对口河、诗韵剧、方言歌等。当时的市仪表厂、单车零件

厂、钢铁厂、化工机械厂等都有演出活动。尤其是肇庆配件厂，在

市文化馆的帮助指导下，职工的文艺演出更是经常化。该厂自编

自导自演的三句半《枪杆词》、诗韵剧《一道伤疤》等都受到工人

群众的欢迎。直到七十年代末期(1979年)，该厂还编演了以强

调产品质量为主题的广州方言曲艺剧《检尺上的爱情》(刘桂旋

执笔)参加全市演出并获奖，受到文化部门的好评。’
‘

7

■t■l；ll，■

～a￥ttl}J，



‘

粉碎“四人帮”后，市文化馆在普及群众文化艺术方面更做

，了不少工作，除了经常派人到厂矿企业和街道搞宣传、辅导之

外，还于1978年办起了街头墙报《朝阳》，每月一期，连续办了十

几年，发表了大量的曲艺作品。1979年5月，在地区演出公司和

地、市文化局、端州影剧院等有关部门的倡仪和支持下，市文化

馆成立了《肇庆市业余戏剧评论组》，对省内、外来肇庆演出的专

：业戏剧、曲艺团体的演出进行观摩评论，从演出的社会效果(包

括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帮助演出团体提高演出质量。剧评组的成

员分别来自机关、工厂、街道的文艺骨干和宣传、文化部门，总人

数有20多人，其中梁卓棠、黄舒壮、陈锦润、曾太炎、周国涛(即

周国焘)、赵善策等曾先后担任过剧评组的正、副组长。至1985

年端州影剧院停业维修时止，该剧评组曾坚持对每台戏都选择
‘

一个剧目进行座谈评论，罗家宝、卢启光、叶丹青、潘楚华、卢秋

萍、倪惠英、黄俊英、杨达等著名粤剧、曲艺演员曾与他们座谈

过，听取他们的意见。该剧评组曾受中央戏工室和省、地、市有关

部门的赞扬，起到了主管部门不能起到的监督作用。 ．．
’

其次，建国后来肇庆演出的专业曲艺团体也不少，广东省音

乐曲艺团和广州市穗花音乐曲艺团、南国音乐曲艺团、海珠音乐

曲艺团等都曾到肇庆演出过。他们的演出地点从茶楼进入戏院，

艺人的阵容和表演形式都比过去好．过去大多数艺人都是站着

清唱，十分单调和呆板，建国后，曲艺改进不少．有清唱、独唱、对

唱、自弹唱、表演唱、说唱；有粤曲、民间歌谣、相声、器乐独奏和

合奏、歌舞等等。著名曲艺演员熊飞影、关楚梅、何丽芳、白燕仔、

黄少梅、李丹红、劳艳娟、黄俊英、杨达、崔凌霄、陈燕莺、陈丽英、

叶青等都曾来肇庆演出过。此外，香港艺员尹球也曾多次来肇与

本地业余粤曲爱好者同台演唱，十分融洽。，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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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起至1994年止。
‘

。l、1950年开始。肇庆镇一班粤曲爱好者沿袭过去的习惯组

t成“私伙局”，利用晚上工余时间进行活动，自娱自乐。比较经常

活动的地点有正东路的皇后理发店、大明星理发店，天宁南路

(水街)的乐声乐器店、张百翔乐器店，新街的诚合咸杂铺，城中

路的梁仕琦牙医诊所等。经常参加活动的人有肥佬明、长人辉、I

生果球、梁福、裴念棠、周全、周欣、麦丽泉、陈国坚、陈醒民、陈荣

炽、梁子庆、梁子华、林南、石凤仪、梁仕琦，雷球、黄剑秋、花旦张

等。(六十年代“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后来又在风炉街、水窦口

及码头等地点恢复活动，除原有一部分人之外，还有袁定环、梁

丽婵等人参加。) ．{

2、1950年，高要县广播站在肇庆镇十字路建立，晚上文艺

宣传节目有粤曲和歌曲。粤曲由肇庆镇一班业余粤曲爱好者演

唱，在广播站的播音室现场直播，其中主要成员有梁少冰、梁婉

娴、何守濂、梁慎微、梁崇礼、陈宗濂、苏锐通、黄桥、梁仕琦、梁翠

英、李丽云等。 ?，
r

3、1952年，肇庆镇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立了“卫协文娱组”，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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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主要成员有梁仕琦、郭道明(两人均是牙医)及一些中、西医生和，f
护士等。(该组曾自编自演小粤剧《神仙水》参加1956年省卫生 ≈，

系统文艺会演，获一等奖。>．』’ ，，

一⋯ ’

，

．

“4、1952年，肇庆镇东区居委第一大段(地段)成立文娱组，

到各工厂、学校、街道宣传，演出粤剧《珠江泪》和小型曲艺，主要

成员有区其玉，何健、陈燕、刘宗宇、何定华等。 ：一．一

5、1955年，肇庆镇东区、西区、北区的居民委员会先后分别

成立俱乐部、文艺宣传队的组织，全部是业余性质，多数是晚上

活动(如有特殊任务，有时白天也进行)。j其中东区主要成员有。

梁达瑜、张金泉、符长、树娣、梁兴民、白锡元、周光、宁宝珠、梁妹

等。西区主要成员有：李新元、慕容月、周少荣、周少新等。．北区，

主要成员有：朱启扬、黎芳、曾玉田、唐锦彬、温康、杜晚、陈碧、黄

佐然、梁爱群等。： j一 ．
．

．，
，

；。 6、1957年，郊区睦岗大龙成立文娱组，由当时的高级社副

支书杜横负责，骨干有杜四，梁永生等人。文娱组聘请阳江民间

艺人张笑风任教师，每星期活动6晚，参加活动者有70多人，排

演时装粤剧《丰收之后》、《认清方向》，古装粤剧《肇庆峡上望夫

归》和一些粤曲选段、曲艺杂耍等。1963年曾一度中断，1973年

恢复活动，曾到外地白土、圩头、朱村、水坑等地演出。1982年后，

停止活动。‘‘ ·

。

，
，， 一 ?7

’

7、1958年，肇庆市手工业局成立“中心俱乐部”，由朱启扬

任总负责．除了定期进行粤剧、曲艺等活动之外，还派人下厂参

与或辅导各种文娱活动。经常到俱乐部活动的有朱启扬(手工业j

局)、翟坤强(木器厂)、宁汉高(竹器厂)、宁宝珠(竹器厂)、彭松

(刻章社)、雷球(牙刷厂)、肥佬牛(服装厂)等。??， 。．“|．，一。

8、1958年9月，全国曲艺代表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地点新

华电影院四楼)，肇庆的苏湛和林以森分别以工人和青年作者代+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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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同年11月，高要军分区民兵文艺会演在肇

庆中山纪念堂举行，高要县和肇庆镇联合组织了《保卫大丰收》

等戏曲节目参加演出，演员苏宝琼、陈鹏获优秀演员奖。：．

9、1959年，广东省第一届文化先进工作会议在江门召开，

肇庆镇曲艺界的朱启扬和周欣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获省文化

局授予“广东省文化先进工作者”称号。同年，由朱启扬、周欣、郭

启东、黄乃江等人创作，邹冲、黄绣谊演唱的粤曲表演唱《端城八

景颂》在专区文艺会演中获奖；后来改名为《端城八景面貌新》，，

由麦光、苏宝琼演唱，参加全省群众文艺调演，获三等奖．．

10、1959年，肇庆镇三轮车社成立“文艺宣传队”，主要成员

有：徐祥、潘镜棠、胡志明、何深、陈国雄等。． 。，

11、1959年肇庆镇庆祝国庆十周年群众文艺会演中，宁汉

高获优秀演员奖，代表肇庆镇参加江门专区会演；宁宝珠获优秀

演员奖，代表肇庆镇和江门专区参加广东省会演。<领队、应晋

姬、李剑声) ；’

12、1960年，肇庆镇文化馆组织“业余文工团”，下设粤剧、

曲艺、歌舞等几个队，具体工作由文化馆干部杨慧芬负责。主要

人员有：朱启扬、梁达瑜、李好、周欣、麦丽泉、黄乃江、叶应芳、雷

球、杜晚、李全、曾玉田、苏宝琼、李汝初、宁汉高、宁宝珠、黄绣

谊、梁清颜、石风仪、邹冲等。 ．

13、1961年，肇庆市总工会成立“肇庆市职工业余文工团”，

下设财贸分团和海员分团。总团由朱启扬任团长，主要人员有：

梁达瑜、周欣、黄乃江、李丽云、梁锦屏、李汝初、叶应芳、曾玉田、

‘苏宝琼、林燕琼、宁宝珠、宁汉高等．财贸分团主要人员有：林南、

黄剑秋、朱志云、梁少英等。海员分团主要人员有：张玉棠，罗雄、

彭顺等。
．

r
，

14、1961年10月，肇庆市文教局委托市业余文工团协助组

l】



织、成立了‘‘银星曲艺队”，它是为了解决失业的粤剧演员、民间
， 艺人和流散江湖卖艺者的生活出路，属于“生产自救，自负盈亏一

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该队由雷球、李崇正两人担任正副队长，市

’文化馆派周欣驻队“蹲点”，队员有袁定环、曾玉田、苏宝琼、梁丽

婵、陈峰侠、梁妹、梁首杰、梁首明、麦光、廖启珍等。他们演出的

地点主要是农村，表演形式有粤剧折子戏、粤曲独唱、对唱、广东

音乐演奏及一些民歌等。经过两个多月的巡回演出，由于收入不

景及一些其他原因，返肇庆后宣告解散。 。； ‘?：

．． 15、1962年4月，广东省音乐曲艺团二团来肇庆公演，在端

州戏院演出的第一晚，该团演员劳艳娟演唱了我市作者周国焘
‘

创作的粤曲《稼轩述怀》。第二天，该团团长白燕仔与演员劳艳

娟、黄少梅、李丹红、杨达等还专程到周家会晤。，“

：16、1962年8月，肇庆市西区办事处重新组建了“西区俱乐

．部”，成立业余文工团，下设曲艺队和歌舞队。其中曲艺队由俱乐

部专职工作人员、文工团副团长周国焘担任队长，主要成员有袁

。杰民、郑耀宗、张佑社、梁锦棠、杜伦、陈伯涛、彭细芳、廖启珍、秦

国屏等。_ ”，一 。∥，‘ i 。： ：。 ．

。。’

．●

h 。

。一

， 17、1963年1月，肇庆市文化馆与市文联合编的《肇庆文
。

艺》(宣传演唱资料)铅印本创刊号出版，刊登了我市作者朱启扬

创作的粤曲《插翼难飞》、周国焘创作的粤语相声《粤剧迷奇梦

： 记》、黄绣谊创作的广东小调演唱《金浪滚滚传丰收》等曲艺演唱

作品20篇}’√～。⋯·： t
。‘

。r ．

． “‘18、1963年，由市文化馆与总工会联合在肇庆市工人文化

宫举办职工业余粤曲唱腔讲座，每晚都有100多人参加，由周欣

。～主讲．，i、。．f，⋯一， ，、+ ．t 。‘． ≯ 一 。

19、1963年至1964年间，肇庆市职工业余文工团为配合

，·“社教”中心工作，由周欣，李全、李丽云等排演《夺印》和一些宣
， ’．12

。

i
t

●



传“社教”的粤曲、演唱等，共演出50多场，场场满座。 ．

20、1965年，市郊沙湖大队从各生产队抽调人员组成文艺

宣传队，分期分批送文化馆学习、培训。这些人平时回生产队业

余宣传，大队有任务时则集中起来，配合春耕生产，夏收夏种进

行宣传演出。该队由李振声任队长，主要成员有李旭其、李启声、

苏翠媚、黎少屏、李小平、李三、李二兰等10多人。1975年解散。

21、1972年，肇庆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文艺组万德钧带领

业余作者黄绣谊、李洛珈、张莹、郑玉蓉等参加肇庆地区曲艺、舞

蹈创作班，编写了《我为革命站柜台》等粤曲4首、舞蹈3个，为

各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提供演唱资料。’ ，

；

-| 22、1975年，肇庆市文化馆组织一支业余曲艺队，到儿童公 ，，

园、过海轮渡宣讲故事，深受群众欢迎。领队者为文化馆长刘希，

成员有文化馆杨顺林、万德钧，市图书馆江绍绪，市皮鞋厂戴渭

全等。 ，

．

， ．

23、1976年，肇庆市文化馆与市十六小学联合组织成立了

“红小兵文艺宣传队蹿，由文化馆干部张露儿和十六小黄绣谊老

师任艺术教师。该队除了演出舞蹈之外，还表演了快板、相声等

曲艺节目，曾深入到云浮硫铁矿为工人演出。这个宣传队一直坚

持了几年，培养了不少业余文艺骨干，有些成为专业文艺团体的

演员。 、 一
。．

；

24、1976年，肇庆市文工团马伟健参加肇庆地区专业文艺

会演，演唱的南音《团结战斗心一条》(万德钧作词、周欣配曲)获

、二等奖，并以此曲代表肇庆地区参加全省专业曲艺会演获优秀

奖。后来广东人民出版社将该曲改名为《战斗号角冲云霄》，发表，

于1976年第5、6期合刊的《农村文化室》上． 。

，25、1977年，肇庆市文化馆万德钧由广东省文化局指定参

加省文化局曲艺写作组写作，创作了粤曲《大寨红旗照碧空》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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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接爸爸》：《大寨红旗照碧空》由广东粤剧院著名演员林锦’f
屏、卢海潮演唱，广东省电台录播；《接爸爸》发表于1977年广东 l
省文化局编印的《文艺节目》第四辑。 卜j ^J i、

h
i

’：
26、1977年，肇庆市文化馆编印了一册《粤曲唱腔基本知 I

识》(万德钧主编)，邀请市文工团演员濮宜峰、胡自励、黎凤屏等 ；

演唱、录制盘带，并以此为教材在市文化宫举办了两期粤曲知识 ．

写唱学习班，由万德钧主讲。参加学习斑的学员共200多人。 ．

。

‘二’2A1978年，肇庆市文化馆与市文工团联合组织曲艺辅导

队伍，由杨顺林、万德钧、罗洁华、张露儿、黎凤屏、濮宜峰、万定

权、胡自励等分别深入到郊区大冲、稔圹、大圹面、苏村、沙湖、睦

-。 岗及工厂、学校进行辅导，排练相声、快板、三旬半、莲花板等曲t

。艺节目。万德钧还到市二中为毕业班学生上相声创作课。同年；

市服装厂罗小熊创作的小演唱《礼物》分别获地区和省业余作品

评选二等奖。
’

’．

r。‘o+28、-1979年，肇庆地区群众艺术馆与肇庆市文化馆联合到

、下黄岗公社举办曲艺表演班，由余琳、罗洁华教表演，万德钧教
‘

唱腔0． 一¨i～ c 1； t
。 ．

一。· ⋯‘
，、

．

。 29、1979年，肇庆市文化馆派出罗洁华前往增城县参加广 。

、东省举办的“粤曲写作学习班”学习。回肇后举办了一期粤曲写

‘作学习班，由罗洁华主讲，邀请市粤剧团万德钧协助，学员60多

，：人：_、j√。‘～-，1| -一6 ，一√：，+。
‘

30、1979年，肇庆市东区办事处文化站重新调整组织东区．。

。业余曲艺宣传队，以粤剧老艺人梁妹为艺术指导、文化站站长’

。·陈朝枢为队长，增选了温荣旺、梁燕菲为副队长，主要成员有钟

鹏光、雷金成、梁首明、崔荣：杨四、温丽霞，张肇生、慕容梓权、麦。

·养、梁观莲、雷球、曾桂英等20多人，先后在市郊睦岗、石牌及高

t要大湾、禄步、笋围二带下乡巡回演出古装粤剧《胡不归》、《玉河．
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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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浸女》20多场次。同时，还结合社会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经常

f 在本区管辖范围之内进行宣传活动，编演了《双喜临门》、《IJ,冤

f 家对亲》、《结婚不摆酒》、《爱惜有时钱》、《双喜临门》、《处处防

f 火》等小戏曲。 、

’

‘．’

l t 31、1979年5月，肇庆市文化馆在地区演出公司和地、市文

· 化局、端州影剧院等有关部门的倡议和支持下成立了“肇庆市业

l 余戏剧评论组”，对省内、外来肇演出的专业戏剧、曲艺团体的演

§ 出进行观摩、座谈评论，帮助演出团体提高演出质量。剧评组的
_

主要成员有李剑声、覃华、梁卓桑、黄舒壮、陈锦润、曾太炎、周国

． 涛、袁定环、梁达瑜、赵善策、陈昌、李护暖、欧昭、刘桂旋、梁玉

麟、伍尚强、陈朝枢、陈湛铭、朱欢葵、宁汉高、钟鹏光、苏宝琼、巢

桂清等等20多人_
。4 ’’

．

。

32、1979年7月，西区文化站正式成立“西区业余艺术团”，

由宁汉高任团长，成员有李新源、慕容月、宁宝珠、刘友祖、苏宝

琼、赵耀枢等40多人。该团配合各个时期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

动，自编自演各种曲艺作品，如《计划生育好》、《法网难逃》、《人

人讲卫生》、《算命不灵》、《香竹厂里出风凰》等等。演出地点除了

在工厂、街道、学校、军营之外，还深入到云浮、高要等地的乡镇

农村演出和联欢。

I 33、1980年，肇庆市北区文化站成立后，站长陈湛铭组织了

北区业余粤剧曲艺队，由钟鹏光、符长任副队长，主要成员有黄

二 锦全、宋发奎、刘启辉、廖启珍、容秀华、杨四、崔荣、巢桂清等20

多人。该队除了配合社会形势做好宣传工作之外，还利用业余时

间到乡镇农村演出，活跃农村娱乐生活。1985年该队转为北区

水师营居委曲艺队后，又吸收了莫丽芳、廖超群等人参加，至

1992年因场地问题而停止了活动。，。
一

．

34、1980年4月，市文化馆举办粤曲唱腔学习班，邀请省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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