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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肇庆曲艺志》终于编成而世，这是肇庆文化史上乃

至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一桩好事。我们热烈祝贺她的诞

生!并衷心感谢为她的出生而给予高度重视的领导和呕

心沥血为她孕育长成、平安坠地的所有同志和朋友。

肇庆，是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片肥

沃和神奇的土地，曾是岭南最早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摇篮。

我们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世代承

传，创造了岭南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文明，使肇庆成为岭南

最早首府之所，著名的文化古都，是岭南土著文化的发祥

地，也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最早的交汇中心。加上大

自然格外恩赐的神工造化，这里的山JIf形胜，风景秀丽、

奇特众多的自然景观令人叹为观止，使肇庆成为国家级

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城市。物质文明的

辉煌同时也创造了精神文明的灿烂j万紫千红、绚丽多姿

的艺术之花结成了丰硕的经济之果。

地灵人杰，物阜文昌。曲艺，这古老的民间艺术，来

自人民，服务社会，是人民大众的艺术。肇庆曲艺，伴随

着肇庆历史上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而产生、发展、衍

变，丰富多彩，颇具特色，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名播遐迩，

誉享中外，深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极其顽强、相

当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是岭南文化宝库中至为珍贵的一

份精神财富。

编纂出版《肇庆曲艺志》，就是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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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记录和整理肇庆曲

艺的文献和资料，正确地记述肇庆曲艺的历史和现状，重

点反映解放以来在党的“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

下，肇庆盐艺事业欣欣向荣发展的历史和改革工作的成

绩及不足，为继承和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促进这一古老民

间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吸纳和培

养更多的曲艺人才，创作更多的曲艺精品，满足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的进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

编纂出版(肇庆曲艺志》是一项拾遗补缺又带有开创

性的全新工作，其难度之大当可想见。所幸有各级领导

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又有曲艺界同仁和社会上朋友的关

心和帮助，更有热心同志从事编纂，他们为了早日出书，

历尽千辛万苦，搜集、挖掘、记录、整理、查证、核对，不怕

其苦，不畏其难，不厌其烦，埋头苦干，终于如期完成，如

愿出版。这是汗水和心血的结晶，值得引以为慰和庆贺。

俗语“巧归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客观上困难多多，

而我们编纂能力、学识的欠缺，摆在大家面前这本《肇庆

曲艺志》上的文字与肇庆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曲艺事业的

辉煌，也许相形见拙，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尽量占有资

料，减少这种反差，意有所求，力有不逮，挂一漏万，心有

遗憾。虽不尽如人意，然已无愧我心，毕竟我们已经尽了

心力。竭诚希望曾给予帮助的同志一如既往，继续给予

关心，使其今后臻于完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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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宗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系统、翔实地记录和整理本地区

曲艺历史与现状的资料，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曲艺改革的成就，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繁荣

和发展社会主义曲艺事业。

二、本志时间上限按本地区各县曲艺发展的实际情

况而定；下限一律至公元一九八五年底截止。

三、本志按《(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的要求编写。

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并按此顺序排列。

综述以历史时代为序，概括地记述本地区曲艺的历

史和现状；

图表设本地区行政区划暨曲种主要流布地区示意

图、大事年表、曲种表；

志略包括曲种、曲目、表演、舞台美术、机构，并以此

顺序排列。

传记是为本地区益艺活动中有成就、有影响的民问

艺人立传，以生年先后为序排列。凡本志所记时间下限

以后去世者与尚在世者，均不在本志列传，其艺术活动及

成就在有关部类中记载。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以朝代及

其年号为先，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

公元纪年。
·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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