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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舒志超
．

志或称书、考，是纪传体史籍的一种体裁．方志，是记述地区历史的史志，可分为

全国性总志和地方志两类．其源可追溯到‘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而真正逐步

完备形成志书，则经‘史记>到‘汉书>的过程．我国编写地方志约有两千年的历史，有

编纂方志的传统和经验，但是，作为戏曲专志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的．1983年国家把编

纂中国戏曲志作为一项重点科研项目提出来．以1982年我国省、直辖市、自治区行政区

划的方域立卷。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戏曲志的编纂是方志学、戏曲学科的结合．也

可以说，这是在戏曲学科的门类中增加方志学的项目．而在方志学中增加了一门新的系

列、新的内容的志书，填补了我国编纂志书和社会科学艺术门类的历史空白．通过实践．

越来越清楚看出一门新兴的学科即戏曲方志学正在建立，这是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1983年11月，湖北省文化厅召开了全省艺术科学规划暨戏曲、文物、文艺志工作会．甜

定了我省编纂戏曲志的规划．并组建了‘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编辑部．随后，有关地、

市，县文化主譬部门动员组织专业人员，分别建立了编写组．六年来，在全国艺术科学

规划颁导小组统一部署下，在我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省戏剧家协会的支持下，戏曲悫

编纂人员奋发拼搏，通过省内外调查访问、搜集整理，查阅历史文献，并经过鉴别研究，

先后编出汉剧悫、楚剧志、荆州花鼓戏志、黄梅采茶戏志等四个剧种志和鄂西自治州

(南剧)、孝感、襄樊、沙市、威宁、郧阳、广济(武穴)、远安等地市县的地方戏曲资料，

汇编本．在此基础上，湖北卷编辑部按照‘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规定的体饲和出版

计期，又特邀了一百四十名戏曲专家编写了九百多条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湖北不同声

腔系统的22个戏曲剧种的历史与现状．概括体现了湖北地方戏改革和理论研究的成果．

完成了编辑一部资料翔实、具有科学文献价值的专著——‘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的任

务．这部戏曲志已完成国家终审，将付排出版． ．

汉剧、楚剧、荆州花鼓戏、黄梅采茶戏的源流沿革、声腔、剧目、表演艺术特色、艺

术革新、名老艺人传记等．在‘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的综述篇以及各部类篇章中，都

有简要或有所侧重的记述．但是，鉴于以上剧种在我省地方戏曲历史上发展态势各异．各

． 自有突出的贡献．各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汉尉，过去首创皮黄合奏．从而形成皮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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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腔系统，艺术传统深厚，对我省地方戏兴起影响甚大；楚剧是湖北花鼓戏中发展最快

的杰出的代表性剧种；荆州花鼓戏富有江汉平原艺术特色；黄梅采茶戏对打锣腔系的形

成有重要的贡献，因此，从历史的宏观高度，有必要独立设置专志，全面系统地记述这

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剧种志的框架体例，仍遵循‘中国戏曲志>编

委会的编纂原则，结合各剧种的实践，项目设置不尽相同，大致分为源流沿革、大事记、

剧目、表演、音乐、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

轶闻传说、谚语、口诀及其它。通过记述、排列翔实可靠的资料，透视出本剧种的概貌、

脉络和发展规律；体现出戏曲艺术综合性的特点和综合体中各个艺术成份的联系与区别；

以及戏曲艺术与其它各类艺术的共性与个性，戏曲艺术如何进行纵向继承、横向借鉴，不

断创新I通过准确记述历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理论家、教育家所作出的贡献，对他们予

以科学的评价。
’。

．

一可以肯定，戏曲志湖北卷和四个剧种志的编纂出版，集中了建国以来我省戏曲历史

资料调查、搜集和理论研究的成果，体现了广大戏曲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水平，但在记述

戏曲剧种之间渊源、流变关系等复杂的问题上，由于有关资料不足，对有的学术问题开

展讨论不够充分，还存在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志书采取了诸说并

存的方法，提供线索，有待今后深入调查研讨。我们深信。我省戏曲志的出版，将对科

学地继承我省戏曲艺术遗产和革新戏曲艺术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有助于戏曲史论的研

究和教学，有利于繁荣戏曲创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建设戏曲方志学，逐步丰富发

展和完善这一新兴学科，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戏曲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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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州花鼓戏是流行于江汉平原的民间小戏。一百多年来，经过历代艺人从内容到形

式的开拓和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传统。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

这一蕴藏着极大生命力的民间艺术仍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一度奄奄一息。建国后，在党

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荆州花鼓戏得以新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更为迅速，

创作演出了一批在省内外有影响并得到推广的优秀剧目，声腔体系和表演艺术日臻完善，

在广大农村深受群众的喜爱，经久不衰．戏剧博士孟繁树在‘中国戏曲的困惑>一书中

指出，“我国现有三百多个剧种，它们的处境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急剧衰落的

剧种，第二类是属于受到严重冲击但根基尚未动摇的剧种，第三类是属于上升时期的剧

种，如黄梅戏、吉剧、荆州花鼓戏等．”它们。一面贪婪地吮吸着古老戏曲艺术的乳汁，

一面接受各种新兴艺术形式的经验，从而使自己适应了新的时代。”

如何深入、系统、全面地搜集、整理荆州花鼓戏的艺术遗产，集中建国以来对剧种

历史调查研究的理论成果，反映和总结戏曲改革实践中的工作成就，以及正反两方面的

经验教训，以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戏曲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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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文化厅关于编纂‘荆州

花鼓戏志>的指示下达后，我们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决定有效地抓住大好时机．借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东风．广泛宣传发动，努力完成这个戏曲艺术既肩负着“统合古

今”重任，又具有。彰往昭来”意义的工作．

修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但运用方志的特点与规律记述戏曲的历史，是前

人未做过的的事情。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

将其贯穿于编纂工作全过程．从调查搜集资料到撰写条目、修改书稿，吸收、借鉴方志

学的优秀传统，结合戏曲艺术的实际i力求用新观点、新方法来撰写新时期的剧种志．

张庚同志说t。保存一方戏曲史料，为后人取得经验教训，功莫大焉．”当前戏曲面

临着严重挑战。‘荆州花鼓戏志>罗列了诸多历史事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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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内涵·得出教训·吸取营养·当有益千加深对新时期戏曲艺术的认识．只要坚持社

会主义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挑战中求发展，在改革中求创新．

整个戏曲事业必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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