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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一刘邦
鹤岗市是我国东北著名的煤城，是在辽阔的黑土地上赫赫发

光的一颗明珠。

鹤岗市的曲艺事业在整个文化艺术事业中占据着特殊重要的

地位． ·

黑土文化是动态的文化．是具有强烈吸收性和包容性的文化。

黑土文化的流动性．集中反映在曲艺上。任何艺术门类的发

展．总要有一个从低到高．从／J,N大的过程．曲艺是艺术领域里的

轻骑兵，它演员少，道具轻．一挂大车就人走家搬了。
’

东北的曲艺中，更属二人转为最。二人转是农民的艺术．确切

地讲是流民的艺术。二人转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流动。那里有人群，

它往哪儿流动。人群往哪儿走，它就往哪儿走。二人转艺术所表现

的火爆、泼辣、喜庆的风格正是黑土地入的性格特色。二人转载歌

载舞．演员在剧情中化进化出．把个整本整本的故事表演得淋漓尽

至．更是受到黑土地上那些成帮结伙“跑脚子”的喜爱。

我们从鹤岗市曲艺志中看到．本属农民(或流民)艺术的二入

转，占据着十分突出的位置．我们似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二人转

也是矿工的艺术．是矿工最喜爱的艺术．我想．从煤城的发展史

看．这并非偶然。 ．

从某种意义上说．前是的矿工．就是昨是的流民。

近百年来．从中原地区(主要足齐鲁之地、燕赵之地)流来的大

批农民．并非都是新土地的拓荒者或者并非是固守在土地上的农

民。

黑土地上的流民要比中原土地上的农民有较多的自由。他们

不必依服于一个t地上．今年他是张家财主的肩农．明年他可能堪

拿家财主的雇农．后年也u丁拜地上山玉掏金中J．5菏。当近代J：业存



黑土地上兴起时．最初的产业工人的来源无疑是这些已经游离土

地的流民。

在煤矿生产技术尚处极为笨重的体力劳动阶段．几．乎每位身

强力壮的农民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窑洞里称职的矿工。但是，

职业的改变并不能改变作为农民的心理。实际上．最初的矿工不过

是拿起镐头的农民。农民喜爱的矿工自然喜爱，农民厌弃的矿工自

然厌弃。 ·

这就是为什么以二人转为代表的衄艺能够在鹤岗这样的矿区

受到欢迎并广为流传的原因所在。

从志书中了解到．鹤岗最初的一家书曲茶社是在1938年于新

街基开办的。而后又由曹某开办了一处二人转小剧场，从此吸引了

全省许多知名的二人转艺人来此演出。

1938年距今不过半个世纪．作为历史尚属现代。但是这个“新

衔基”表明鹤岗作为工业城市却是开创之初的纪元，也就是说曲艺

艺人的真1E流入并扎下根来．只有在流民成为矿工并初步具有相

当匏定的罾所之后才能实现和发展。 ，

人．需要娱乐．需要艺术．这是人的本能。

人对娱乐的选择．对艺术的选择，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煤城的矿工对曲艺的选择和酷爱是这种本能的具体化。这也

是为什么曲艺所历尽艰辛坎坷而不衰的原因所在。

应该i电．鹤岗曲艺的大发展是在建国后党领导的时期。

这一时期．鹤岗曲艺不仅规模宏大．人员增多。而且所演的曲

目有了创新。和所有艺术门类一佯，鹤岗的曲艺走上了为人民服务

的道路．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与此相适应．曲艺界的新老艺人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受到了

普遍的承规徊尊霍。
’

鹤岗曲艺在宙内外的i【：演中．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与然．在。左”的路线下．鹤岗曲艺同伞【目昕仃艺术门类一样．

也受到『'·定的摧战栩破坏．然丽．这已成为历史。 ．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告诉人们，煤城是不能没有艺术的．矿工

是不能离开曲艺的。
’

．

‘鹤岗曲艺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耗费了几年的精力将几十年煤城曲艺的史料编纂成志书，这实在

是功高无量的大事。
‘

．
．。

一 我作为一名文化行政部门的同志和朋友．由衷表示祝贺，并

愿以这番言论为序，以示纪念．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于哈尔滨



前 言

鹤岗市文化局局长：高殿祥

继《鹤岗戏曲志》、《鹤岗文化艺术志》之后，《鹤岗曲艺志》又

付梓问世了。这本小册子虽然字数不多．却凝聚着鹤岗市创作评论

研究室全体工作人员的智慧和汗水。“盛世修志”说起来都说是一

件好事．实际干起来困难莆重．首先是经费问题。采访、录制、照相、

整理、设计、试写、审核。印刷无一事不得无钱．可财政状况拮拘，其

次是“十年浩劫”将收集刘不多的一点文献资料丢光了，无从借鉴。

再次是一些著名老艺人去世了．幸存的一些人又年迈多病．记忆模

湖．再次是一些这佯那样的原因．有的人积极性不高．走访十次二

十次疗挤‘叶J一点东西．有的人干脆不予理睬．编辑部的同仁们绞尽

丁4l≈汁．使出了浑身解敏．总算把这本志书编出来了。尽管这本书

j土1：够完藩．在设计整理上叮能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征求

意见时．譬家和老艺人认为还不错。有人说：“《鹤岗曲艺志》编辑部

力j蠢人祭理I叶：T一部宝贵历史文献。为人们了解、认识、研究鹤岗

地I‘lllI艺事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参考、借鉴、启迪的意义。功在后

，、。功1：敢说．若能为后人研究发展曲艺事业能多做贡献。这将是

编者腹f可f==仃J的最大欣慰。

此书形成多蒙黑龙江省史志办．艺术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和

专家f}0火力芝持。特别是马宁、张川、袁文波等领导和专家几次亲

临鹤i≈指导．省内各兄弟市曲艺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在百

忙之中求鹤岗审查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缟纂曲艺志．苦于无现成的经验可循。难免会出现疏漏．失误

甚至错误．还望得到专家和曲艺界老同志的中肯批评和改正．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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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鹤岗市是黑龙江省直辖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南

端．是全国著名的煤炭工业城市。鹤岗市东以梧桐河为界与萝北县

相接；西以青石山分水岭为界与伊舂市相连；南以鹤立河、阿凌达

河为界与汤原县为邻；北以嘉荫河为界与嘉荫县毗邻。全市人口据

1987年统计为六十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四人。

鹤岗市辖工农、向阳、南山、东山、兴山、兴安六个区和蔬园、红

。旗、东方红、团结四个乡及一个新华镇。鹤岗矿务局所属兴安、南

山、睃德、富力、大陆、岭北、兴山、新一等八个煤矿．分布在市区之

内。煤矿工人(包括职工家属)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

鹤岗市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是随着煤炭的开发而逐步繁荣

起来的。1938年曲艺这一艺术开始流入鹤岗。

中华民国27年<1938年>春．在新街基<现工农区)由马风阁

开办的一处书曲茶社．接待流动书曲艺人演出评书，为鹤岗市历史

记载的第一个曲艺演出场所。

中华民国29年(1940年)春，在新街基(现工农区)由曹某开

办一处二人转小剧场．黑龙江省的二人转流动演员来此演出。这是

鹤岗市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地方戏演出场所．

中华民国32年(1943年)以后．鹤岗市的曲艺演出活动日益

兴旺，流动来鹤岗演出的曲艺艺人逐年增加．曲种也越来越丰富。

据记载当时著名艺人有：号称东北四块玉的金双玉，曹双玉；大连

的西河大鼓演员齐玉兰、刘喜莲、尹长泉、王香桂、魏兰芳、白玉凤；

号称江北小圣人的西河大鼓艺人王来君及孙会文等。二人转演员

蔡玉萍、苗彩霞、苗彩凤等山东琴书艺人杨某，这些艺人长期在鹤

岗各茶社占地演出。久演不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派干部接管了鹤岗矿

区。1946年起先后有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军工部、东北电影制片厂

迁来鹤岗(当时兴山市)．带来了延安及老解放区的文艺形式和传

统。矿务局所属各煤矿也先后成立了业余剧团，有的业余剧团为了



配合形势任务编演了大鼓，快板等曲艺节目。

1947年成立的鹤岗煤矿文艺工作团，也编演过大鼓、快板等

曲艺节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5年鹤岗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

长和煤炭生产的发展以及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强烈．曲艺做

为一种艺术门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流动及固定演员逐渐增多，

演出形式及曲种也越来越丰富。 ．

1953年，鹤岗市文教科成立鹤岗市曲艺协会．地址设在新街

基南头(现新街基百货商场处)。会长施桐林。主要负责接待和安

排流动艺人的演出活动。

t954年底．鹤岗市书曲茶社有5个，60多位曲艺艺人占地演

出。各茶社每天分早、中、晚场。演出的曲艺形式有；西河大鼓、东

北大鼓、评词、木板书、山东琴书、河南坠子、二人转、拉场戏等。

1955年。二人转演出在鹤岗市掀起了高潮全市有能演出二人

转的茶社和小剧场六个．省内外较有名望的二人转演员长期在此

占地演出。如：哈尔滨的王文明；阿城的郭桂芬、郭明义；佳木斯的

蔡玉萍；双鸭山的刘参；肇东的范传本、杜金和；富锦的安孝臣t吉

林榆树的郭淑范等。其中郭明义、刘参、范传本、杜金和、安孝臣等

后来参加了鹤岗曲艺团。

在这一时期，鹤岗市的业余曲艺活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鹤岗

矿务局煤矿的业余剧团运用各种曲艺形式．如、快板书、二人转、山

东琴书等．编演本单位的新人新事，颂扬煤炭生产的大好形势。

1956年9月．鹤岗矿务局组织代表队参加在开滦矿务局林西煤矿

举行的全国首届文艺会演大会。演出的自编二人转《模范矿工李树

祥'获一等奖；集体快板《困难吓不倒英雄汉>、山东快书<试车》获

二等奖．1957年3月．在黑龙江省工人业余文艺会演中．二人转

‘模范矿工李树祥)又获优秀节目奖。

1958年到1964年．是鹤岗市曲艺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1958

年演员频繁流动．演出活动增多。为了便于管理和发展鹤岗市的曲

2



艺事业，10月，鹤岗市文化主管部门将较有名望的流动曲艺人集

中起来，成立了鹤岗市曲艺团．隶属于鹤岗市文化局．是集体所有

制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建团初期，有20多名书曲演员，设有四个

茶社．演员按文艺级别评定了工资。演出形式有：东北大鼓、西河

大鼓、木板书、评词、河南坠子等。主要演员有：西河大鼓演员白玉

风、秦泉风、尹长泉、陈长云·东北大鼓演员杨立芳；木板书演员李

金才；评书演员牛铭甫、施桐林、田荫堂、郭铭玺、陈桐韵、河南坠子

演员王少堂、秦玉珠等。1959年8月，又招收流动二入转艺人20

名，成立了鹤岗市曲艺团艺术队(也称二人转队)。主要演员有：李

鸿霞、杜金如、郭明义、郭桂芬、郭淑范、范传本等．至此．鹤岗市曲

艺团设有：书曲队、艺术队；茶社发展到8个．首任支部书记郄贵

桂，副团长魏志诚、王永堂．全团演职人员积极开展演出活动．每年

收入都在十万元以上。1961年．书曲队曾实行超额奖．在原工资不

动的前提下，实行定额制，完成定额后，从超额部分中提取奖金。很

多书曲艺人的奖金超出了固定工资收入．此办法一直实行到1963

年上半年。 ，

这个时期。鹤岗市的衄艺团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曾受到合江地

委的表彰．

鹤岗市曲艺团成立以后，除演出外．文艺创作也日趋繁荣。

1958年6月。陈长云创作的西河大鼓《乌江天险’l李香彬创作演

出的西河大鼓<黄继光'参加黑龙江省书曲汇演获优秀奖。1959年

白玉凤创作的曲艺剧《全家参战》在合江地区文艺汇演中获表演

奖．1960年3月合江地区在鹤岗召开说新书经验交流会，省文化

局局长薛绶宸到会讲话。

1963年．鹤岗市曲艺团创作演出的二人转‘自作煤'‘张飞审

瓜>．评书‘红岩'等在省、地区汇演中获奖。1964年春．黑龙江省书

曲。推陈出新”现场会在鹤岗召开，会上．鹤岗市曲艺团受到表彰，

荣获锦旗一面。至此，一个以“说新、演新、唱新”为主的曲艺“三

新”活动在鹤岗市展开。一些厂、矿的业余剧团，也纷纷效仿开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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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活动。到1964年下半年，由于禁演传统剧目，观众上座率急

剧下降，收入明显减少，曲艺团收不抵支。为了自救，不得不先后开

办了沙石场、格布厂等副业。曲艺团的演职人员在演出不景气的情

况下。参加副业生产。此期间，为探索和适应观众需求．曲艺团艺术

队曾经尝试性的将演出二人转改为演出歌曲和歌舞节目。如1965

年排演大型歌尉《刘胡兰》。但由于二入转演员不能适应歌舞演出，

试验失败．演员人心浮动．很多人先后离开曲艺团而另谋出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鹤岗市曲艺团停止一切业务活

动，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些著名演员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权

威”。下放到工厂、农村进行“劳动改造”。1968年4月．鹤岗市革命

委员会政治部决定将京剧团、豫剧团、曲艺团合并，成立鹤岗市文

艺工作团．并于同年10月赴兴山煤矿(当时红卫矿)接受工人阶级

再教育，参加煤矿生产劳动。1969年9月．因鹤岗市曲艺团是集体

所有制单位而宣告解体．艺术队大部分演职人员被分配到二轻局

当工人。书曲队演员连同曲艺团格布厂交向阳区管理，少部分人留

在鹤岗市文艺工作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各单位业余文艺宣传队十分活跃。

其中大部分以音乐、曲艺为主要演出形式。其中曲艺种类包括京东

大鼓二三句半、数来宝、竹板书、相声、枪杆诗、对口词等，节目内容

部是配合政治运动和生产的。其中大部分是自编自演的，直到

1977年。 ·

1979年5月12日．为贯彻落实中央文化部关于恢复地方剧

种的指示精神．鹤岗市文化局决定正式恢复鹤岗市曲艺团。为加强

领导．尽快开展工作。文化局派艺术科副科长郭旭光任团长，并从

向阳区将格布厂收回(包括在格布厂工作的书曲艺人)．以后，又派

艺术科张佐理．京剧团许少华担任艺术指导．加强曲艺团的业务建

没．曲艺团恢复后．5月下旬开设了春蕾书场．由调回团里的书曲

艺人占地说书。1980年又调回部分原曲艺团的二人转演员．并从

社会上招收20名学员充实队伍。文化局从京剧团抽调五名基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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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负责曲艺团新学员的基本功训练。当年11月排演了大型现代

评剧《月难圆》和部分传统二人转节目。以后又俳演了评剧《这样的

女人》和一些拉场戏．到1980年12月．地方戏义在鹤岗兴盛起来。

一些私人开设的茶社也相继营业．为书曲和二人转演员演出提供

了场所。1981年到1984年。鹤岗市曲艺团除在本市厂、矿俱乐部

及茶社演出外，还分别赴七台河、双鸭山、佳木斯及辽宁省的辽阳、

本溪、鞍山、沈阳等地演出．上座率很高。演出的节目有二人转《扬

八姐游春》《猪八戒拱地》《寒江’《小王打鸟》；拉场戏《冯奎卖妻》等

五十余个。在这个期闻．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各地二人转、书

曲艺人及全国和省内著名曲艺家纷纷来鹤岗演出．演出活动十分

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候宝林、候跃文、杨振华、石富宽、姜

昆、师胜杰等名家来鹤岗献艺。先后来鹤岗演出的团体有“佳木斯、

双鸭山、榆树，永吉、北安、铁力、庆安”等地的民艺团．在鹤岗各茶

社流动演出．

1980-#：鹤岗市恢复了戏曲工作者协会．并举办了曲艺新作品

演唱会。1983年．戏剧、曲艺两个协会分开，单独成立了鹤岗市曲

艺工作者协会。选举王野峰为主席．田润泽、白玉风、王凤和、董振

生、王景蜂为副主席．刘德秀为秘书长．吸收全市65名专业、业余

曲艺工作者为曲艺工作者协会会员。在这个时期．鹤岗市专业、业

余曲艺工作者的创作和演出活动也十分活跃，一些单位业余宣传

队都创作和演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曲艺作品。如：富力煤矿王景峰

创作、高晶演唱的京东大鼓t哥仨学艺>l许少华刨作、范丽影演唱

的京东大鼓《你说缺德不缺德》；田原创作．何忠启、华泽宏、刘忠信

等表演的数来宝《找舅舅》以及市曲艺团根据小说《桥隆飙》改编的

评书、西河大鼓等。有的节目还被录音录像播出。1986年．黑龙江

省第三届相声广播电视比赛在鹤岗市举行．在历时四天的比赛中，

全省30多位专业、业余相声演员来煤城献艺。矿务局多种经营总

公司文工团王成全创作．张亚丽、王成全表演的相声《漫游煤城'在

这次比赛中获三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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