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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戏曲志丛书

营 口市戏 曲志
辽宁戏曲志丛书编委会主编
营 口市戏曲志编辑部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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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戏 曲 志》丛书编委会名 单

主编 Xrl 放炎

副主编 任光 11~ ( '.'节务 〉 王彦才

编委 〈 以姓氏笔划 为序 〉

王应才 玉良友 丰.琳 王墨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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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J6lJ (( 易婚记 》 营口市评剧团演出

京剧《四进士》

秋楚生饰宋士杰



评剧《两家嫁》 营口市评剧团演出

辽南戏《半月湾》盖县江南戏团演出

辽南戏《逼嫁杀店》盖县辽南戏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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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三堂会审》

营 口 戏曲学校演出
京剧((赤桑镇》

营 口 戏曲学校演出

京剧《三岔 口 )>

营 口戏剧学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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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两家嫁》舞美设计图

辽南戏《半月湾》舞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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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文

金菊花

(杜芝惹)



王维林 倪俊生

胡治年 李忠(小 白菜)



评剧《桃花

庵》

李子祥共合

班演员练功

李子祥共合

班于朝鲜平

壤演出



刘兆祥

王万昌 剧照

小
黛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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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 昆

张笑兰

张化斌

破桂荣



崔笑君剧照 林杨

桂华剧照 << 杨三姐告状 》 中饰裴氏 文秀君剧照《牧羊卷》 中饰赵绵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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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菇

陈艳华

拖车式流动

舞台模型



京剧《把

关》剧照

辽南戏《图

龙城》剧照

评剧《两家

嫁》剧照



序

薛若邻

9 月初，接到《中国戏曲志·辽宁卷》副主编任尤伟同

志的来信， 嘱我为辽宁戏曲志各市卷写序。手才年来札，思绪

万千。

俗话说"盛世H"志F 乱世筑成。"意思是说国家处于

和平稳定时期，注重文化建说F 战乱之际则忙于修筑城墙p

防御进攻。现在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F 生产力还

比较落后，商品经济也不够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但

是，我们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对于历

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能够从比较实际的 v 客观的角度

看 Bil，对于古今的是非功过和党的失误?也能够比较实事求

是地进行评价，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政治局面。正是在这样

的形势下， 1983年文化部会同国家民委、中国戏剧家协会联

合发起了《中国或尚志》大型文献丛书的编慕工作。随后 p

这部丛书被列入"六五" :1争"七五"计划期间的国家艺术科

研重点项目。

辽宁卷的编撰是从1983年底等各、 1984年春正式开始

的。有卷编委员会和编辑部为了培养全省戏曲理论队伍，广



泛地搜集戏曲丈物和背料，统写一部旷世的戏曲文献丛书，

在有文化厅的领导和支持下F 决定编写各市卷戏曲志。一方

面，省卷编辑部自己也在搜集资料，运用以往的研究成果F

着手酝酿有卷提纲和编写工作，一方面， 发动各市编撰，以

各市卷为基础，将其主妥内容和资料纳入省卷。辽宁卷的编

慕工作是双轨进行的。

记得 1 983年底，接到王君扬、任尤伟同志的邀请， 我和

中国戏曲志编委会副主编余从同志就阜新蒙古剧的剧种界定

问题F 前往阜新市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与省、市、 县有关

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观摩讨论F 最后确认阜新蒙古剧是建

国后形成的新的剧种。随后，我们向文化部、 国家 民委和中

出后H办报告此芋。那几天在阜新，大家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和

欢乐之中，饮蒙古族美酒，吃蒙古族馅饼，感到格外香甜，

与会者为中华 民族戏曲百花园地又增添一朵鲜 花F 庆 贺自

豪y 为少数民族戏曲艺范又多了一个剧种而欢欣鼓舞。自那

以后，辽宁戏曲志在省文化，斤的领导下，在省民委和剧协辽

宁分会的支持下，艰苦而紧张地工作着，召开了沈阳会议 、

大连会议、营口会议，我都参‘加了。辽宁差不多每年举行一

次全省性会议F 目的是检阅队伍、训练队伍、 提高队伍。 就

我所知，辽宁的戏曲理论研究人才，过去寥寥无几，现在全

省形成了近 200 人的普查、编写队伍F 这是很可喜的芋情。

通过编撰戏曲志，全省有很多新的发现，例如辽阳明代翻修

的戏楼，海城康熙年间有关秧歌的记载，朝阳底熙年间的题

壁F 记述了"晋腔刀的演出活动F 北镇在乾隆帝东巡时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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