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晋剧院院志

(一)
(1952—1992)

主编：侯桂林

副主编：李兰德

一九九四年四月



出席《院志》讨论会名单

(一九九三年七月)

寒声 张焕 高凤岐 张万一

方冰

王辛路

邢化一

杨玉璋

石如玉

郭德玉

赵森林

陈柱

杨连贵

王宝川

石飞

温瑞荣

李兰德，

王克忠

齐 陶

武红飚

侯桂林

祁爱斌



出席“院志”讨论会全体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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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属信史．茹古涵今(序)⋯⋯⋯⋯⋯⋯⋯⋯-·华而’实(1) ．

晋剧院与晋剧艺术(代序)．⋯i⋯⋯⋯··j⋯⋯“寒：声(3)

省晋剧院机构沿革概说⋯⋯⋯⋯⋯：--．⋯一喉桂林(32) ．

现行机构一览图 ⋯⋯．．、．⋯⋯：⋯⋯：⋯⋯··：·侯桂林(43) ’．

机构沿革及历届院团长：书记任职名单⋯_⋯：⋯-·(44)
、

． ．(1953÷1992)··：⋯．⋯⋯⋯·．．．侯桂林‘石如玉+
‘’+。’-|一．。一

’
‘

黄‘来喜 霍海仙’’ ：^
． +々!／l、-’Fi ，l壬二』斗ILU

参加省内外重大艺术活动年表．
’ ．

。．

．(195，2--1992)。·?·：一．：⋯⋯：·jjj-·：?⋯⋯··侯桂林(74) ．

创作、改‘编、移植剧目资料汇编．．、
’4

．
．

’．(1956--1992)．·_⋯■·-：·?：：：侯桂林 石如玉(1p6)
‘

历届艺术获奖项且及获奖人员．汇编⋯，⋯．．．． -
“

(1952--1992)⋯⋯⋯⋯一．-⋯一．·⋯·；⋯侯桂林(130)

．．‘一、演-员表演奖⋯．．-．⋯⋯⋯一⋯⋯⋯”⋯⋯“一⋯⋯⋯’：(1-34-)：1

二、剧目创作、导演、集体演出奖⋯⋯⋯，：⋯⋯i⋯-⋯⋯⋯’()． ．．

’“．．三、音乐创作、演奏奖‘⋯?⋯⋯⋯⋯⋯··?⋯⋯⋯⋯：⋯；■⋯-()

，．一．四、舞台美术、舞台技术创作奖．⋯⋯⋯⋯⋯⋯√⋯．．．⋯⋯!’()‘’

爷方人士诗词赠言汇编·7．．．．；：。：．⋯侯挂林‘‘张蛲‘亚(160) ，

院’址及其建筑概述⋯⋯m⋯∥一；^⋯．．．j：+侯桂林(193)．． 。

‘附i：院址平面布置图．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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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建筑面积统计表≮’ 。’‘。．’

i：1一 ：

历1任院级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表
+

． ?
‘

．

、。(1957--1,9,92)⋯：：：：⋯⋯：‘·+-：⋯⋯⋯to．．侯桂棘．(200)
： j，；j1 j一·、 _．．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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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口

j ，、
．

历任院级领导干部简介 一
、 ．

：寒声⋯⋯⋯⋯⋯⋯j⋯⋯⋯⋯⋯⋯⋯⋯⋯⋯(204)。
l竖二签I一⋯⋯⋯⋯⋯⋯⋯⋯⋯⋯⋯⋯⋯⋯j⋯⋯⋯：j⋯(206)

．。高凤岐⋯⋯一⋯：⋯⋯⋯⋯··^⋯⋯⋯7．．．⋯．：．．‘．⋯⋯⋯⋯．．(207) ‘-．

．．匦达莶卜矗⋯⋯⋯⋯⋯⋯．．．⋯⋯⋯⋯⋯_⋯．．．⋯’⋯。．．(208)
’

、

l工墨剑⋯⋯_⋯⋯⋯⋯⋯⋯⋯⋯．．．0⋯j⋯⋯(209)
一张万一。7．⋯⋯：⋯⋯⋯⋯⋯⋯j⋯。⋯⋯⋯⋯⋯一⋯．．：⋯一(211)

，!拳．锐⋯：：j一。‘：⋯⋯⋯一：j··?⋯⋯⋯⋯⋯⋯⋯⋯⋯一：⋯．．(212)

董新良i_：⋯⋯⋯：：⋯⋯··j⋯⋯⋯⋯⋯⋯一，：⋯⋯一(213)
． ．张健：⋯⋯⋯．'．·：⋯∥⋯⋯⋯⋯⋯⋯⋯⋯⋯⋯⋯⋯⋯⋯．(214)

陈晋元⋯⋯⋯一⋯?⋯⋯⋯⋯“j⋯⋯一_⋯⋯⋯⋯—，⋯一’(215)
‘

石飞⋯⋯⋯⋯⋯⋯·?⋯⋯⋯二⋯·一：⋯⋯⋯·：⋯⋯⋯⋯⋯(217)

i牛桂英·：．．．‘⋯⋯：⋯：··≯-⋯：：··：⋯⋯⋯⋯⋯⋯⋯．、．⋯⋯⋯i219)

I塾丛釜|-⋯⋯⋯⋯一“⋯⋯⋯⋯⋯_⋯⋯⋯⋯⋯-．．．⋯⋯(220)’

圃4⋯j⋯j⋯：‘-：⋯j■⋯：⋯．．．⋯：：⋯⋯⋯-‘(221)
．一温明轸⋯⋯．．．．．．|·：一⋯．t：．：：_⋯一：t．。．：⋯：．：．。．：⋯．：⋯⋯⋯(222)’

·

方．冰⋯⋯。“．·一一⋯：·：一⋯“⋯·誓。⋯⋯’⋯⋯····j·．-．．(223)

．、逼瑞荣⋯⋯⋯⋯⋯：⋯：⋯⋯⋯：⋯⋯⋯⋯⋯⋯“⋯⋯⋯⋯．(225)

一张焕⋯：⋯⋯⋯·：：：⋯⋯⋯⋯“。一●⋯⋯⋯r：．．．一⋯小r．．(226)

一瞳生塑J．．．⋯⋯一“．．．⋯⋯．．．，⋯⋯：一⋯⋯o¨一_?!j_．．．(_221 8)、

。．温明轩?⋯⋯⋯⋯⋯⋯．．．⋯⋯⋯⋯⋯⋯：⋯÷⋯⋯⋯”_．．j一(230)‘

．4王爱爱．．．⋯··：⋯’．．．：⋯⋯⋯⋯．．．⋯⋯⋯k_⋯：．．：一⋯．：j．(232)

：郭德玉．．．．。⋯⋯0 0·iO,00．．．_⋯⋯”：Ⅵ⋯⋯⋯一．．．⋯⋯?⋯⋯．．．．(233)

’邢化一一?⋯⋯⋯⋯i⋯⋯⋯?⋯⋯·：⋯：⋯⋯．．．··j⋯j⋯⋯⋯(234)

一李踩栋⋯z⋯⋯⋯⋯⋯⋯⋯·?⋯⋯⋯⋯：一一⋯⋯⋯．．i⋯．(235)‘

j‘李兰德⋯⋯⋯⋯⋯⋯⋯’⋯⋯”i。i··．‘．⋯·i_⋯·，。一⋯⋯?·i：(236)

’，～．1陶‘。i一．．⋯：⋯---·：?一．·j：■·j⋯⋯⋯⋯：·j⋯⋯·¨⋯⋯?：．．+(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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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桂林⋯⋯⋯⋯⋯⋯⋯⋯一⋯⋯一⋯⋯⋯“¨二一“⋯．．．0(239)

梁波⋯j⋯⋯⋯⋯⋯⋯··‘·：⋯⋯⋯⋯⋯··：⋯⋯⋯；⋯⋯·：·’(241)

i l东 柱·i⋯⋯⋯⋯⋯⋯一，⋯⋯⋯⋯⋯?⋯⋯⋯⋯⋯⋯⋯⋯(242)

．-武红飚⋯⋯⋯⋯⋯⋯⋯⋯⋯⋯⋯⋯⋯‘o⋯⋯⋯⋯⋯一“(244)

田桂兰．．．⋯⋯⋯⋯_⋯⋯⋯⋯⋯⋯⋯⋯⋯⋯⋯⋯⋯⋯⋯’，(244)

各类高。级职称艺术人员小传⋯⋯’⋯⋯‘“⋯⋯一·：^一(246)

二一、高职演’员
’

’

口 。

‘·1 (已离返休的高职演员)

。圃!见本编209页)‘
’

牛桂英(见本编219页)

郭凤英．．．i⋯⋯⋯⋯⋯⋯⋯⋯⋯⋯⋯⋯：⋯⋯：⋯⋯⋯⋯：··(250)-网。．：⋯⋯⋯⋯．．：_⋯⋯⋯：⋯·：⋯⋯：·：⋯’(251)
‘J乔国瑞I⋯⋯⋯⋯⋯⋯⋯⋯⋯⋯⋯⋯⋯⋯⋯?：⋯·：⋯⋯一(253)．-、．
粱小云⋯⋯⋯⋯·：?⋯⋯⋯⋯⋯⋯⋯：：⋯⋯⋯⋯“⋯⋯⋯··(255)

r’，刘後英⋯⋯⋯⋯⋯⋯⋯⋯⋯⋯⋯⋯⋯⋯⋯⋯⋯⋯⋯⋯一：(257)
’

1乔玉仙⋯·?·：⋯⋯⋯⋯⋯⋯⋯”’⋯·二⋯一⋯⋯⋯⋯⋯⋯⋯”．(257)

I孙福娥；：⋯．．．⋯⋯⋯“⋯⋯⋯⋯．．-．⋯⋯⋯⋯⋯⋯⋯⋯-(258)

．．I堡至垒|．⋯⋯⋯⋯-．⋯⋯⋯⋯．．．⋯⋯⋯·：j⋯一：．．⋯一：⋯⋯·(259) ∥．

李素英：⋯··：⋯⋯⋯⋯?⋯⋯·：·：⋯⋯⋯··：⋯⋯一‰⋯·：⋯·(260)．

{+筱桂芬”j：．．⋯⋯⋯i⋯‰⋯⋯⋯小巴__⋯·；：⋯“⋯：··：：·(262) 。·-’

任玉玲⋯⋯．．．⋯⋯⋯⋯⋯⋯⋯⋯⋯⋯⋯：⋯^⋯·j．．．·’：⋯·(2633·‘

， ’刘讪玲⋯⋯一‘⋯⋯一-⋯：^“““：；-．．⋯_工_⋯⋯⋯(2“j’ ‘：一

：：一．冀．：萍⋯：⋯⋯⋯⋯⋯⋯·k⋯⋯一；ki“⋯⋯小‰：_：··-(266) 一

马’玉楼：··：．’．⋯⋯⋯⋯一⋯⋯一一一i矗⋯一⋯；⋯·：：⋯⋯_’(26i)
i

i ．·刘‘宝俊⋯⋯⋯·?：⋯⋯⋯⋯⋯⋯·：⋯·一曩⋯j⋯一··i⋯_j”(268)．

‘． I塞壁壁}⋯⋯⋯飞⋯：j⋯_⋯：一．．．一●⋯“_⋯⋯⋯‰·(269)-
郝翠英⋯⋯⋯⋯⋯⋯一．·⋯⋯⋯一一二．．⋯一⋯．：．⋯．：．：‰．．：(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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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一

李．天忠⋯．．．．．．．．．一⋯⋯⋯⋯⋯⋯⋯⋯⋯⋯⋯⋯⋯⋯⋯·芑(270)
●

●
●

；冉小豹⋯⋯⋯⋯⋯⋯⋯⋯⋯⋯⋯⋯⋯⋯⋯’“⋯⋯·；⋯⋯一(271)

’

刘惠生‘⋯⋯⋯⋯⋯⋯⋯⋯⋯⋯i⋯一，⋯⋯⋯⋯⋯⋯⋯⋯⋯()276

：， 。、(现在职高职演员) ．

，_

·

王爱爱(见本编232页) ． ．
一

+

．

‘田桂兰(见本缔244．页)。．‘⋯．⋯．． ．
．

．

张友莲j⋯⋯⋯⋯⋯⋯⋯⋯⋯⋯⋯⋯⋯⋯：．．．⋯⋯⋯⋯⋯·(277)

金世耀．．．⋯⋯⋯⋯⋯⋯⋯．．．⋯⋯⋯⋯⋯⋯⋯⋯⋯⋯⋯⋯(278)

．． ’陈云龙⋯⋯⋯一⋯⋯⋯⋯：⋯⋯⋯⋯⋯⋯⋯··i：⋯⋯⋯⋯·(278)+
’

栗桂莲⋯⋯⋯⋯⋯⋯⋯⋯⋯⋯⋯⋯+⋯⋯⋯⋯⋯⋯⋯”“”(278)

杨爱莲⋯⋯⋯⋯?⋯⋯⋯⋯⋯⋯⋯⋯⋯⋯⋯⋯一“⋯⋯⋯·(280)

．。孙 昌⋯⋯⋯⋯⋯⋯⋯⋯⋯⋯⋯⋯⋯⋯⋯⋯’。⋯’．(281)

．，．．Ij÷_高职婆奏员⋯二．：：．，， ；．÷ ．，，‘一‘o．一矿
?。 ·

． 。‘．(已离退休者)． 一． ：，．． o_．．；
． ．刘 柱⋯⋯·?⋯；⋯?··：⋯··?··：?：⋯⋯··j⋯：··：⋯⋯·：·i⋯i．．(284)

．．陈贾元蚬本编215页) ．，‘．‘．，一 ．，
．，．．

7
． 、～．

r
．‘

★，

-’，●
●

●
-●

．’V． L

，

、

●●

●L

。

、．j．r

杜步信⋯．．．_⋯⋯_7．．．．．．⋯小⋯?：⋯·：⋯⋯⋯一⋯⋯⋯一(285)．‘。

王-根寿．．．：：：_⋯．．．⋯⋯：⋯·j⋯⋯⋯⋯⋯一⋯⋯⋯⋯⋯⋯’(285)二Z

许培鑫?一：⋯⋯：··：：··：⋯．I．·?··：：．⋯⋯⋯⋯·；：⋯⋯一；⋯：：⋯匕．(286)

菌希文二：：¨⋯·!：?⋯⋯⋯⋯⋯：：⋯“之⋯⋯⋯¨⋯_⋯⋯_(286)

粱树年⋯．．．⋯：⋯·?⋯⋯：⋯⋯·o⋯⋯“⋯⋯⋯⋯⋯⋯i⋯≮X286)

林‘惠民·?；：：·?：··：：·q⋯：?：··?⋯·!⋯·二⋯⋯0⋯⋯⋯·厶⋯⋯··：(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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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职者)‘。·

．侯桂林(见本编239页) ．

。。‘

， 三、高职舞美人员 ‘’、‘：’
、

(已离退休者)
。

．

张吉祥⋯⋯⋯⋯⋯⋯一⋯⋯⋯⋯：⋯⋯⋯⋯⋯⋯⋯⋯⋯“(292)

郝．。忠⋯⋯：：⋯⋯⋯⋯··：⋯⋯⋯⋯⋯⋯⋯⋯⋯⋯⋯⋯⋯·(292) ：

尤福⋯⋯⋯+⋯⋯⋯⋯⋯⋯i⋯⋯：⋯!⋯⋯⋯⋯⋯⋯”：：：!(293)

邢石麟⋯⋯⋯⋯⋯⋯⋯⋯⋯⋯⋯⋯⋯⋯⋯⋯⋯⋯⋯⋯⋯(293)

郭发财⋯·?⋯⋯⋯·i⋯“。一^⋯··i⋯⋯⋯⋯⋯⋯⋯⋯⋯⋯：·‘(294)：

陈计民一?⋯·?⋯⋯⋯⋯⋯⋯⋯··?·?·．⋯⋯⋯：⋯⋯·j⋯⋯⋯!(294)

赵显华·j⋯⋯?⋯⋯：?⋯⋯⋯⋯?··?!·．’．⋯⋯⋯·．．⋯⋯⋯⋯·．(295)

、罗．煜·?⋯·：⋯⋯?⋯．·i．．⋯⋯⋯⋯⋯⋯⋯⋯⋯⋯⋯⋯⋯．⋯(296) ：

许跃；⋯⋯·：⋯·．⋯⋯“二⋯⋯⋯⋯⋯⋯一．．．‘⋯⋯：⋯⋯⋯⋯(297)．

(现在职者) ‘

．
．

。

渠广福、o：⋯·i⋯⋯·””·M⋯⋯⋯⋯：⋯⋯：“·：·．．．⋯，⋯?⋯(298)+‘

．-丁耀德⋯·j⋯⋯j⋯．．．7．．一⋯．．．一．⋯⋯⋯⋯一⋯⋯⋯⋯⋯一一J‘(29§)

，
四、高职艺术创作人员．’ 一

+、～ ‘7 ．-．

：’专·7(已离j退休者)
‘’

··一0‘．t’
’’、·

匿步颜l(见本编228页) ：
、’

‘
．

．．

’

+王辛路⋯⋯⋯⋯⋯_⋯⋯⋯⋯⋯⋯⋯“：：⋯⋯⋯一”：．．．．··(301)．

．、j。刘元彤·j誓⋯：⋯⋯0．i·t⋯．矗⋯⋯⋯。．“i⋯⋯。一_。一(302)
·， 赵森林⋯⋯厶j⋯_·’⋯：_⋯⋯⋯·：⋯⋯⋯··：j．．．⋯⋯：⋯”：．(303)

，一’，李守祯k’一··：⋯·o““．?⋯?≮w⋯．．-：⋯：：．：⋯⋯．．1：⋯(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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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鲍云鹏⋯：⋯⋯⋯⋯⋯⋯⋯⋯⋯⋯⋯⋯⋯⋯⋯⋯⋯⋯?·．．．．．(306)

、冯育坛⋯一⋯¨一．．⋯⋯⋯”⋯⋯．一．⋯⋯⋯．．．⋯⋯⋯··i：⋯·(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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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志属信史茹古涵今(序，5：-一·．

． ，编史修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就下令设馆修史，命宰相魏征亲自监

修j用以“资治”、吁教化’’；?实现长治久安，这为以后历朝统治者所效

法。特别是明清两代，都不惜重金，设局开馆，礼聘饱学之士，潜心
’

修志，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

周总理都曾倡导编修地方志，并将修志工作列入十二年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又将编纂

?新方志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因为志书可以使

广大人民对我国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有个系统、深层的了．‘
。

解，这是_件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 。

． 我省修志工作起步较早，但由于种种原因曾经落后于一些省‘
7

分。经过各方面几年来的努力，修志速度加快了．，志书质量提高了。

．‘在《山西通志》宏大的体系中，《地理志》、《气象志》、《地质矿产志》、

《地震志》、《林业志》、《煤炭工业志》、《金融志》等都已陆续问世。由

省文化厅牵头，省文联、省作协、省档案局参加编修的《文化艺术t．

志》也已完成，。但是，就我所知，由一个表演团体独立修志的尚属罕

见j这也就是我们对山西省晋剧院《院志》的成书加以青睐的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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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属信史多，志书中所记述的历史应是真实的、准确的，要客

观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真正做到!‘存真求实”。《省晋剧院院志》的

断限为】J952——i992’，举凡这四十年中的设置、沿革、艺术活动，

人位进退等无不实事求是地、翔实地再现。在体例、织构、篇目、文

、字方面也比较精严，有助于反映出这一历史期的总体面貌，反映出

几代艺术家和从业人员不断从事继承、创造与革新的场景和进程。。
。

可以说是纵贯今昔、横纳盲科．，形成为“一方之总览”。这样全面、系 ．

统的院情载体，具有无可代替的特征和优势。无疑会使后来者沛然 ’

．生发出尊重传统、敬业乐群、锐意革新、不断创造的精神力量。对全
一 社会了解晋剧、热爱晋剧、扶持晋剧也是一个有力的召唤。，，

+

该志书的编纂人侯桂林等几位都非专业的修志工作者，他们

在艺术、院务、行政管理等工作之余，三年来毕其心血、倾其全力，

终于蔚然成此鸿篇，实在令人感奋。如果省直和她市表演院团中的

有心人，也能由此而产生修志的动力和愿望，那就更是如我这样的

热心羽众的意外之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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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声孽剧哼副哇磬售碡苓囹毒直孽毒母下。编警了警跫氅出西
省晋尉院院毒》．I在我省荟杏睫固是_次可是的首创。．我有幸先嗜
为快，全文稿通读两遍．：越读越觉得这一工程的重要。首先’我认为，．

任何一个艺术院团，积累史料和建立自己的艺术档案!是为启B的· +·

，．茎术是迹女Ⅱ何迈进历史挚令的零塞尹母和艺术笨展的雩霎蒡石与 ．

‘动力。它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也是一项“为前人立传、为后人铺路”，， ，

．’功在当今，利在后世，功德无量的好事。同时，从晋剧史的科学意义．

： 来说：建国以后，是它从“山陕梆子”过渡到，“晋剧”的一个突变期，，‘

。‘且9最后完成期。晋剧院及其前身，也正处在晋剧这一急剧变化的历’
‘

‘曼阶譬1．．因啪，这些毒寒尊黟宴资料收集：，不只．对霉尊剧譬芝术哆 ，

一 风和历史经验总结，具有不可缺少的史料价值，它对于山陕梆子转
。链为驽励艺术眄人民性守美价值：它对于社舍主．义文化建霹的继 ，’

’承与革新，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
． ．． ⋯、、。i j． ．

’●● ● ● ●t ‘ f · 一 ．

’

，，‘!j’．．j。、．÷~、晋剧院成立前前后后；．一．． ．．：．’’’
●， 。，‘ ‘

·

， 、 !一．
．’：

‘‘ 一 。

‘

．t

+

． ．i：·“ ． ‘，．0：
‘‘

。 i，一《山西省晋：剧饶院志》反．1956，年成立!r讪西奢戏由尉院，苗起。汴 ．．

．’

‘

。．
·’ ·3·．

，

’
●

·，

，． ，



、

．

‘

．

。

‘．
，

．

． _‘，

．．

7

··． ，一 ：
···：：⋯⋯：‘‘ ·． ．

．‘ ．

’
。

●～●
●

’●

．

●

●

●

． 限至1992年底，总计36+年。加上它的前身，1953年成立的山西入
‘

民晋剧团和华北人民晋剧团回省的省晋剧一团起、；实为四十年的．

·历史。并且剧院还要兴旺地延续下去j这一段历史的特点：是戏曲
． 界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

‘．对戏曲改革创新逐渐有了明确的方针政策的时期。事实上在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对戏剧工作也早已有了思想领导。。．

1949年7月，也就是全国解放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 ．

1了“戏曲改进局”，和以周扬为主任委员的‘‘戏曲改进委员会”，实行
。

鼍三改”政策。以后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

“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三并举?’方针，以及不成文
‘

的“会演制度”。晋剧院的雏型“戏曲剧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

为加强对戏曲团体的领导成立的。当时省文化局除直属冀美莲、王‘ 一

亦宇、李守桢领导的’省晋剧一团和刘俊英、方冰、苗雨稚领导的省

‘．’晋剧二团外；尚有王秀兰领导的省蒲剧团’i所以不能称晋剧院而命
。． 名为“山西省戏曲剧院”：+．

‘ ‘

’．、

‘ ‘

‘

．

。。

1'958‘年冬，江萍调回省委宣传部，李庶民任省文化局局长，
’

。1959年初，四大梆子从福建前线慰问回来顺路在上海为中央工作 -．

会议演出．。彭真、薄-波在会议期间给中共山西省委陶鲁茄、卫恒、4 ．

王谦等几位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剧团是‘个省的门面j要花点钱、
。

． 把戏搞上去”。山西乘这股东风，．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才把丁、牛、郭、 ．

．一领导的太原市晋剧一团调省，与省■、二团合并成立普剧重点囟： 、

同时又把王秀兰领导的省蒲剧团调回晋南j与闫逢春、张庆奎的两

个团合并，成立蒲剧重点团。并把省歌舞团、省戏校与省戏曲剧院、．‘

．合并，改名“实验剧院”。当时这样做一方面是受苏联“建立剧场艺
术”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彭真、薄一波指出“山西戏曲尉团演员 一

老化，行头陈1日他，“要集．中花点钱，招收。批青年演员，把破墒上．。-=

去”和山西省委决一C,-要‘‘戏剧过关，要打翻身仗”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 1的结果。试行了?段时间，不成，才又把省歌j省戏校独立出来。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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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包括1961．年新成立的青年晋剧团，于1961：年又恢复为山西省 一’

、．戏曲剧院。一r为什么还不称‘：晋剧院”；因为那时有一股对抗风；认为

中路梆子代表不了“晋’(．山西)，四大梆子另三家争论尤烈二所以早
’’在1959年初，福建前线慰问团印说明书时，戬才按照党组决定分
，‘。别写成“晋剧．一中路梆子”、“晋剧·蒲州梆子”等；四大梆子前都冠’·

． 以“晋剧”二字。直到1962年视，才正式改名“晋剧院”。

， 晋剧院的变化除以上几次更名外‘，．自1953年至今四十年来，．
”

t风风雨雨。在．自己的黄金时代忽又遭逢十年动乱j L-．,-．下跌进了灾难．

深重的峡谷，把自‘已辛辛苦苦开：创．得。来的家底打烂了：i人。b搅乱：

了。一之后，经过医治自己的创伤，在一些有志之士的撑持下收罗人
才，在困苦中崛起，再t次成立青年晋剧团，重新呼唤那黄金时代的，

余韵‘。，人类社会的走向7，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云变幻i黄河后浪催 ．

‘

前浪i晋剧也终归还要走向新的繁荣。梆子戏转化为独秀一枝的 ．一

?晋剧”来之不易，．晋剧院也正’在新形势面前再创自己新的业绩o．

～．：i：我乘此机会对晋剧的『_些渊源关系及其演变做一点研究，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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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一点地方戏曲的形成与区域性民间文化的关系i与自己的人民。-
， 群众的特殊关系。、也许是有好处的j’，‘一^．·。。’、。．：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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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牛桂英舞台生活回忆》中写出了．一篇文章；其中就谈到 -．

． 山陕梆子腔如何演变为晋剧时÷些简略进程。‘那不是简单的改个 ’t

一名字的问题，它是梆子腔“字调y与“乐调”声腔上的一种实质性转

．．’ 化与变形。特别是声腔色彩变了．，变得韩信岭以北的人们爱听爱唱．?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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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一．甲·晋剧的来龙去脉． ． 一√。．

．一，晋剧钓祖先究竟是谁?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其实又不那么简+一 ．

单i．曾有·个公斌： ：，i‘．?，：!∥4．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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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也遵循这个公式：其根据也就是早期中路梆子科班要

买蒲州或陕西同州娃娃学戏，要请蒲州艺人教戏；念自要学蒲自．?

．i似乎无可非议。。近年在学术领域探索得多了，就发现这个公式又是 ．

不科学的i“声腔三十年一变”，100年前的蒲州梆子根本不是现在 ．

+这样，200年前即吴太初乾隆五十年(1·785)成书的《燕兰小谱》时

代i还根据没有蒲州梆这个名字i那时尚笼统称誓梆子’：，如它的《例一

言》中称，今以戈腔，梆子等日花部j’：蒲州薛四儿名下加了“勾腔"0

勾腔是梆子吹腔，亦非专指蒲州梆。山西太原籍的张莲官也只唱不
t 分路数的梆子，四川魏长生的琴腔也属梆子，虽然他的弟子蒋四儿

1为直隶宣化人，唱梆子秦腔j亦非后来的秦腔。那时的梆子山西、陕
． 西、河南人能唱，，四川．、-贵州j河北、仙东人也都很容易学会：也就是 ’

‘

说那时的梆子还没有后来那种严格的地方声腔特点，只能算作、山

陕豫地区的一种板腔体声腔，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的《河汾旅
‘

一话》，称这种声腔为“山陕梆子”。更早一点说：康熙年间在京演出的一

?山陕梆子”虽曾叫过“山陕秦腔”、“山-西梆子”、“秦腔?’，那种称谓
·’

与当时的山陕商人势力有关’，更多通称为“山陕班”，(见周贻白《中

国戏剧宴讲座》，因为当吐的戏班成员，几乎都有LlJ、陕籍艺人。所
以“山陕梆子”才是晋剧的祖先。，如果也列一个公式，那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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