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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董必武同志接见《山乡风云》演员。

李先念同志接见《站花墙》演员。

叶剑英同志接见《葛麻》剧组。

一九六三年，王任重同志(前排左四)在麻城

接见武汉市楚剧团深入生活小组。

沈云陔(右)与程砚秋合影(一九五二年)。 电影《葛麻》剧照，熊剑啸饰葛麻，陈梅村饰员外·



沈云陔饰《断桥》中的白素贞

g打金枝》中的唐王f李雅樵饰)和郭子仪(高少楼饰)

”乌金记》布景

L_-．．．．——————————————————

章炳炎饰左维明

《拜月记》布景



韧

海英一，布景 一水过门前一布景

关啸彬在、、站花墙)、中饰王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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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李先念、陈丕显同志在红安观看红安县

楚剧团演出的《唐知县审浩命》后，与演员合影。

一一

沈云陔与崔嵬．于黑丁，昊天保，

愚，高百岁，龚啸岚等同志一起。

电影《追报表》高少楼饰老队长，朱世麓饰

小会计。

《断桥》中的青蛇(沈云陔饰)、白蛇(关啸

彬饰和许仙(高月楼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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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ro·¨j>’! ‘．-： ’一
．’’。余凯华张家农。徐大树；屠海风喻业斌j：·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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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名次不分先后)、

郑亮雄杨有珂。余凯华樊启祥张家农‘徐大树 ：

’

喻业斌屠海风聂时登余国强缪生地黄斌臣．
戴希彩杨新春楚志勇何奚奔 ⋯一·

． ．‘．‘：．?
√．． _

。‘ 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 _⋯．

中央戏曲研究院

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

湖北省艺术研究所

湖北省楚剧团!～’

湖北省图书馆■-I

武汉市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

武汉市文化局

武汉市修志办公室

孝感地区戏剧工作室

武汉市楚剧团

黄陂县楚剧团：‘
?

‘红安县楚剧团 ．j j

孝感市楚剧团o．．．．

≯云梦市楚剧团

“扛陵县楚剧团． 一
鄂州市楚剧团

·京山县楚剧团

应山县楚剧团

沔阳县楚剧团 ．

．汉阳县楚剧团．

麻城县楚剧团

镰1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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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剑啸袁璧玉龚啸岚管纵匮二竭易佑庄匿圃
余少君高少楼彭文秀朱彬I邓式钟l张惠良郑启中
朱衣姜翠兰张金荣邓石生刘国杰王兆乾王艳云

江翠蓉．叶咏华吴玉仙l田艺园l李之骥周东成李合童
汪期贤罗玉华曾祥寿l陈顺生I黄志忠高家宽周立
吕三琳杨春庭王维元王克斌张善臣丁元心汤少Jil

周佩芝唐兆麟王艳霞潘春阶张木舟陈国轩陈宝华

．高月樵王运和胡少卿陈家运王爱卿彭梅生李心高

吴大汉丁时吉杨甫刘玉清叶金堂胡福礼高海棠

李金翠李明山王银山张少楼郑良佐．沈建云姜承荣

。余少侠江少屏李敏邓天南

提供照(图)片的单位和个人

武汉市艺术学校

’·湖北省艺术研究所
’

湖北省楚剧团

武汉市楚剧团艺术室

红安县楚剧团 ’F

黄陂县楚剧团 。

孝感市楚剧团
i

．、江陵县楚剧团
。

。 云梦县楚剧团

沈建国关云森姜翠兰荣明祥朱光梅张一平夏胜东

肖思华肖毅勤鲁昌明吴永乐李之骥李敏．江少屏

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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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舒志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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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全圜性

总志和地方志两类．源可追溯到《尚书·万贡》、《周礼·职方氏》，真正逐步完备形成志书还

是经过《史记》到《汉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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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戏曲专志在我圃历史．卜是没有的。1983年国家把编纂中困戏曲志作为一项m点科

研项目提出来，以l 982年我困省、直辖市、自治区行政区划的方域立卷，这是巾囡’仃电以来

的创举．戏曲志的编纂是方志学、戏曲学科的结合，也可以说，在戏曲学科的门类巾增加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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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了我国编蘖志书和社

会科学艺术门类的历史空白。通过实践．越来越清楚吞出一n新兴的学科即戏曲方志学iF枉

建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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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规划

暨戏曲、文物、文艺志工作会，制定了我省编蘖戏曲志的规划，并组建《中网戏廿1I志·湖北卷》

， 编辑部。随后。有关地、市、县文化主管部门动员组织专业人员，分别建立了编写组’．六年来。

在全囡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下，在我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省戏剧家协会的支

持下，戏曲志编纂人员奋力拼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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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编出汉剧志，楚剧志、荆州花鼓戏志、黄梅采茶戏志等四个剧种志和鄂晒自治
～

州(南剧)，孝感、襄樊、沙市、成宁、郧阳、广济(武穴)、远安地市县的地方戏曲资料汇编本。在

此基础．h，湖北卷编辑部按照‘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规定的体例和出版计蜘，义特邀了一

百四十名戏曲专家编写了九百多条目，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湖北不同芦f腔系统的22个戏曲刷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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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戏曲专志将于今年底

完成困家终审付排出版．

汉剧、楚剧、荆州花鼓戏、黄梅采茶戏的源流沿革、声腔，剧目、裘演艺术特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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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简要或彳r所侧

重的记述．但是，鉴于以．|：剧种在我省地方戏曲发展历史．卜态势各异．各一彳J．突出的贡献．各
。

占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汉剧，过去首创皮黄合奏，从iflj形成皮黄声腔系统，艺术传统深厚，．

对我省地方戏兴起影响甚大；楚剧是湖北花鼓戏巾发展最快的杰出的代表性剧种；荆州花鼓

戏窗钉江汉-甲．原艺术特包I荧悔采茶戏对打锣腔系的形成彳J．重要的贡献，因此．从历尘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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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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囤戏曲志》编委会的编纂原则，结合各剧种的实足屹．项目设咒，

一i尽相同，大致分为源流沿革，大习f记、剧目、表演、音乐、舞行荚术、机构、演}I：场所、浈⋯习

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n诀及其它。通过记述、排列翔实可靠的资料．透

视出本剧种的慨貌、脉络和发展规律；体现出戏曲艺术综合性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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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肯定。戏曲志湖北卷和四个剧种志的编纂出版，集中了建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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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曲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水甲，但在记述戏曲剧种

之M渊源、流变关系复杂的问题．}：，由于有关资料不足．对有的学术问题开展讨论，1i够充分．

还存在一些历史．卜．遗留．卜-米的问题种小同的观点。志书采取了诸说多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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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创

作。促进巾外文化交流，为迎设戏曲方志学．逐步丰富发展f1I完替这一新兴学科，为睽浆社会
。

主义的戏曲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冲文明作出贡献。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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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志高
‘

，

经过几度春秋的艰苦奋斗，湖北《楚剧志》和读青见面了。楚剧乃是湖北地区具有J“泛影

． 响的戏曲剧种．楚剧这个湖北花鼓戏巾的代表，根植黄(ra)，孝(感)，流行鄂中，在地方戏曲

．剧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困传统戏曲艺术乃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宝，各个戏曲剧种在历史的

发展中都移{累了大嫩的艺术财富．这小仅属于历史，i“jH疆应属于今天和．未来。为了砸好地

弘扬民族文化，繁荣戏啦艺术，我们要对各个戏曲剧种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探寻，要对优秀

的传统艺术遗产进行抢救，继承。lfIj通过剧种史志的编纂工作使剧种的历史和现状成为翔实

的文字记录，为今入和后代研究戏曲理论、继承传统遗产，繁荣戏曲艺术提供可贸借鉴的科

学依据。这便是从事戏曲剧种史志编纂的意义和作用．

史志的编纂在我国已有两千年历史，但具体涉及到戏曲这门传统艺术发展史的编蕖则

由于历史的原因。始终是个空白。即使散落民IhJ的一些史料也大多是几碑轶闻，上土寥符星晨、

散乱无章，这就使史志编．蕖这项求实、求真且具科学性的文字工程增添了很多困难。1983年

囡家把编蘖中囡戏曲志及戏曲剧种志作为重点科研项目提出之后。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卜．，我们组织了楚剧的专业人员通过广泛调查i方问、查阅搜集文献、考’证

鉴别汇总、分类排列编蘖。《楚剧志》在框架体例．t--_，我们既遵循《中国戏曲志》的编纂原则，

又根据尉种自身的不同特点，力求通过剧种源流沿革，不同时期的大事记及剧目、表演、机

构、场所、专著、轶闻等史料，勾画出剧种发展的概貌柑脉络．同时，对在表演艺术及理沦、教

育等方面做出贡献的艺人也给予了客观科学的评价。 ．

鉴于历史的原因，加之我们又缺乏戏曲史志的编蘖经验，故在一些涉及到剧种渊源、变

革巾尚存在的无法考证的学术问题则只能采取诸说并存的方法l对于尚钉争议的伺题，钉待

今后进一步考证分析定论。

，史志的编蘖工作是一项造福千秋的事业．我们坚信：《楚剧志》的完成，将对湖北地方戏 ：

曲的发展、戏曲事业的繁荣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对弘扬民族文化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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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沿革

楚剧是形成于湖北黄陂、孝感一带的地方花鼓戏：旧称哦呵腔、西路花鼓戏和黄孝花鼓

戏．1926年定名为楚剧。流传地域以黄陂、孝感、武汉市为中心，分布于本省新洲、黄冈、麻

城、红安、浠水、鄂城、大冶、汉阳、武昌、嘉鱼、成宁、蒲圻、应山、安陆、云梦、大悟、应城、京山、

钟祥、江陵、沔阳、宜都等地，并均建立了专业楚尉团。与湖北交界的豫南、赣北、皖西各县，乃

至上海、西安、长沙．都曾有过黄孝花鼓戏班的足迹。

黄陂县位于湖北省偏东部，东与红安、新洲接壤，西与孝感毗连，北与大悟为邻，南、

濒长江、府河，与汉口一衣带水，舟楫相通，几无间隔．黄陂县自唐贞观六年(632)属黄

州府辖制。元、明两朝仍属黄州府，清雍正七年(1729)改属汉阳府．。黄冈，麻城、黄陂

三县分士，俗亦大都近之。”(清康熙《湖广通志》)。黄州所属各县索有上元玩灯的风俗，明

弘治《黄州府志》已有记载．入清以来，灯会更盛，醵金演剧者日众，日灯灯。灯会活动

蔚然成风，遍载于府志、县志风俗篇内。黄陂灯会“放灯自十一日至元宵夜，宵夜花灯，连

宵忘倦．”(清康熙杨简庵修《黄陂县志》)．鄂东元宵节灯会彳f龙灯、狮舞、高跷、推车．采

莲船、打连响、跑竹马、拉犟驴、蚌壳精、虾子灯等形式，鱼龙曼衍，百戏杂陈。“花灯者

⋯⋯妆饰男、妇．沿门唱杨花柳曲及荷花、采茶等歌。”(《湖北通志》风俗·口寸令)。灯会

中的。八十八行”装扮士农工商各行业的人物及神话中的传说人物，尤为黄冈、黄陂、孝

感一带的群众喜闻乐见．素有“花鼓戏窝子”之称的黄陂北乡(蔡店、梅店及今大悟县一

带)、孝感县界河沿岸、黄冈县西部(今属新洲县)仓子埠、阳逻等处，颇重玩灯。各湾、

各村都要推举头人集资延师，筹办。灯戏科班”(简称灯科)，培养本湾和本族的子弟习歌

舞、练技艺，待灯会和庙会之期，一展身手，争强斗胜。黄陂、孝感偏重于采莲船科，黄

冈偏厦于高跷灯科。李雨村于乾隆四年(1739)观看黄州人表演的高跷后写有《观高跷灯

歌》一浔并序称：。黄州人屠姓能为此伎”。。双枝续足展甲地。楚黄州人善其伎；般演亦与

俳优同，名虽为灯白日至。”(载《童山诗集》卷三十七)。鄂东各县的庙会也相当活跃。黄

陂县境内’的木兰山与通山县的九宫山、均州的武当山齐名，每值庙会之期，八方乡民从

“数百里外皆络绎奔赴，填山塞谷，争相朝谒．设隈飙经，征优演剧⋯⋯至今犹然。”(光绪

二十年刘吕绪据康熙旧志重修《黄陂县志》)．据楚剧和东路花鼓戏老艺人回忆，鄂东?i；i：行 ·

-跳花鼓神”(麻城谓“唱神戏”)。黄孝花鼓戏常演的单边词“八flll庆寿”，又名。庙腔”。鄂

东的灯会和庙会活动孕育了花鼓戏、采茶戏。在田畈歌曲(薅草锣鼓、秧山歌)和【屯n·J歌

舞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鄂东花鼓戏、采茶戏的。当家腔”(主腔)——哦呵腔。发源于麻城

县北境风波山麓的举水，自北向南，流经黄冈县旧州(今名新洲，属新洲县)，于举门注入

长江。当地群众习以举水为界，将河东的花鼓戏称东路花鼓戏，河蹬称西路(黄孝)花鼓

戏。东路花鼓戏的东腔和黄孝花鼓戏的迓腔，起初即名哦呵腔。这种民刚戏曲声腔的演唱

形式为锣鼓伴奏、人声帮腔、不托管弦。帮腔时多有哦呵，哦呵的衬字，故名哦呵腔。黄

孝花鼓戏的哦呵腔用黄陂一带的语音演唱，后称为迓腔。何时始称迓腔，年代4i详。哦呵

腔采用胡琴伴奏、去掉人声接腔后，迓腔之名逐渐传开．黄孝花鼓戏早期的声腔除哦呵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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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悲腔、四平和仙倥及各种民歌小调。黄孝花鼓戏与东路花鼓戏一河相隔、地域毗

邻，两个剧种的艺人常有交往，在声腔，剧目和演出习俗方面颇多近似，具有亲缘关系．

黄陂。地瘠民贫”，历来四出谋生者众，故有。无陂不成镇”之谚．明成化十年
’

(1 474)汉水改道将汉阳与汉口分割开，地势低洼、芦苇丛生的汉门经移民开垦、经营，逐

渐发展成为百业兴旺的商埠。康熙问，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记载：。汉n不特为楚省咽

喉，而云、贵、四JIl、湖南、广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

可得也．”清雍正五年(1727')汉阳通判(主管粮运和农田水利的衙门)移驻汉口(见《大

清一统志>)．雍正七年划。德安之孝感县、黄州之黄陂县隶属汉阳．”(《湖北通志·舆地

志>)归于同一行政区域管辖后，黄陂、孝感与汉口镇的关系更为密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黄、孝籍乡民纷纷涌进汉口镇谋生定居。。汉几黄陂街，在嘉庆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

大率黄陂人也。”(王葆心《续汉口丛谈》)。黄陂街处于沿江一带．颇得地利，是汉l-I镇商

业贸易最繁荣的街市之一．清人叶调元写予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九年(1839—1849)之Ii．1J的

‘汉口竹枝词》卷五杂记云：。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

总在两三更。”土荡(又名土挡。故址在今民众乐园西侧统一街土挡巷附近)在同治三年

(J864)汉门未修筑城墙以前，是一个水码头．黄陂、孝感的货船由后湖进入汉口镇，多停

泊于此。从十荡到黄陂街，近在咫尺。茶馆、餐馆、旅馆颇多。聚居这一地带的黄陂、孝

感籍“打铜帮”、。打铁帮”、“篓子帮”、。马车帮”、。踩石}静”(染坊)等手工业辑、码头工

人和商贩，是黄孝花鼓戏的忠实观众，叶调元称之谓。草鞋帮是死忠臣。”(《汉几竹枝

词》卷五)。汉【1通济f-j(今一元路)外的沙包在后湖排水道一侧，沙包与华景街的麻阳几

隔排水道相望!，是黄陂、孝感民众自黄孝河来汉几的必经之地，集市贸易活跃，也是黄孝

花鼓戏经常演唱的地点。据光绪四年(187'8)三月初八日《申报》刊载：。近闻黄陂、黄冈

等县之无业游民又到汉臬(汉口)通济门外演唱花鼓小戏⋯⋯遂赢饬役拿获．”明确指出是 ．

黄陂花鼓小戏。这与叶氏题吟《汉n竹枝词》的年代相隔小远，可知汉订十荡、通济门一

带的居民观看黄孝花鼓戏巳成习俗．又据。楚剧之乡”黄陂的调查资料，黄陂县梅店王家

冲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已承办花鼓戏班，头人为塾师王家福，生于嘉庆十六年

(18l 1)，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家冲戏班世代承袭．王氏后裔出了五代丑角．以．卜

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说明，黄孝花鼓戏形成的a,J'l坷，不晚于道光中叶。

黄孝花鼓戏形成的初期，以灯戏班的组织形式在农村元宵节玩灯时演唱，演员大多是

农民和手工业者，属业余自娱性质。随后逐渐形成农闲演出的麦黄班、四季班和常年演出

的江湖班。出现了以卖艺谋生的职业艺人，由知名演员领头邀班出外演唱。现知较早的职

业性黄孝花鼓戏班有成丰年问黄陂北乡刘庸、许满和孝感周三(名银)、雷望的戏班．同治

末、光绪初孝感邹家庙邹全顺班、光绪年问孝感杨店张家大湾班、黄陂彭家冲艾九爹(光

裕)班和横店张面糊戏班等。最初只演一丑一旦的对子戏，或小旦、小丑，小生的三小戏，

演员既演戏又兼锣鼓、帮腔。所以一班七、八人即足用，故有“七紧八松九偷闲”之说。化

妆和服装均较简陋。化妆只是搽点红白粉。生角的装扮只是一顶方巾、一件青布褶子，丑

角用一块青兰布扎成巾子或青布罗帽，穿上水衣、扫脚#旦角以青兰布包头(故称旦角为

唱包头的)，条件较好的戏班备有衣箱，旦角改梳“巴巴头”。

黄孝花鼓戏的常演剧目有单边词、小戏和折子戏(组戏)。．旦角独演的单边词钉l八fIlI

庆寿》，《闹五更》、《九连环’、‘十绣：I，《十恨大脚》、《十二想》、‘十八摸》、t-I：T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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