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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如唐四杰"之一的

骆宾茧，缸"油歌体"弱的张志和至南宋影响全国的

"金华学援"代表人物吕祖谦。历代人才辈由，群提璀

灿，后人以此比拟于产生孔子、盘子的邹甚鲁圃，把金

华喻为"小邹警"。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民间曲艺提供了

距沃的生长士壤。

金华的民间曲艺句地方戏曲，曾经都是农工士菌，

村灾民妇，写享受娱乐，接受敬化的主要来源。戏曲登大

雅之堂，由艺行街头锺巷，凡戏班难刑之地，是曲艺仔

艺之处，从热阔的城乡茶馆，军lJ偏僻山村附场檐下，给

黎民百姓送去悲攻离合的故事和惩恶扬苦的社会新闻，

宣扬做人的传统提棒。

金华民间曲艺的不少篇嚣，唱的是发生在当地的事

件，说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Itt唱道情又称自昌新

闻，口商鼓词也叫咱公事，又是以当地方言土话说唱，听

来特别亲切 o

从中华人员共租盟成立Itt来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期，金华民间曲艺更是说新唱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形式，方便、灵活、快捷、及时的特征，成为文艺宜

传的轻骑兵，处处听到情简响，天天都有新闻唱，一段

时间，曲艺成了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为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89 年，浙江省文化厅下发了编票市〈地〉曲

艺志的有关文件，从 1990 年起，我市各县(市)开展

了民间曲艺资科的采访搜集工作，并惭断镣缤做了一些

整理编选，由于种种原理直到 1998 年 6 月，市文化局

抽调了章竹林、朱姐丽同志专门从事此项工作，其间又

经征求各县(市)曲艺工~者的意见，于 1999 年初终

于打印成册送审，并于 2002 年 11 月初定稿。此书的编

寨完工，是金华持统文化钻出的又…斗可喜硕果，值此

《金华踹艺志》出版之际，祝愿金华的曲艺能够再有新

的发展。

陈官忠

2002 年 11 月



凡例

…、本忘力求在现雄、金面地反挟和记述本市曲艺

事业的JJj史和现状，起到存史藏志的作用，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采用"纵横结合"的方法，楼排门棠，纵述史

实。企事分综述、大事年表、曲种概述、曲目、曲目表、音

乐、表演、伴奏乐器、机构、演出场所、习俗行规、文物、谚

语行话、艺人简介、轶闻传说、通讯报道、佳作选等 17 章。

主、本书模据"详今路宵"的原则，重点叙述中华

人民共拉国成立以来的曲艺事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尽

可能做到"大事不漏、要事突出"不求回国惧到。

黯、鉴于我市历史上多次行政区域变更，本志主主能

按 2∞0 年金华市所辖程前叙述。

五、艺人能介一章以出生年月为1芋，凡做去世年月

和本书定稿时健在的艺人，出生年月在姓名后到出。

六、本患上溯庸代，下延翌 2002 年 11 月。

七、本志资料来前、:一搞自档案、握手i的文字记载:

二来自调查采访的资料。由于历史等原因，资料散失不

齐，给编写带来很多困难，遗漏之处，只能有待于今启修

正补充。



一、综述

金华位于浙江中部，地处金蟹盆地，东邻台拙，西

南联衙刻，酶自比黯水，北部与杭州、绍兴接壤，是阀、

浙、赣、皖四省的交通捏组。金华市辖兰漠、东阳、义

乌、永康、武义、浦征、磐安和妻城、金东等九个县

〈市、区)。

金华吉瑜、黎安白，人杰地灵，文化珉蕴丰晖，萦有tl飞

邹鲁立称，民间曲艺丰富，遍及全市各地，主要有道

情、鼓询、花鼓、摊簧、说书、铜钱氓、小锣将、琴锣



说唱等，近几年来，小品、相声、快板、双簧、故事等

大众曲艺也渐趋普捕。

明、清以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军口国成立昂的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初，金华地方由艺是除戏曲以外的主要提前娱

乐项目之一。由于行动简霄，演出日白，比较其它艺术

影式更易上山下村，深人民问:村头地角，户内堂前，

集市茶店，都是曲艺说唱的舞台，市各地城镇乡村的茶

惶往往是较为酣定的甜艺场所。因币极大地丰富了城乡

百姓的文化生活，在给群众带来乐麓的同时，也乎于积般

的功善教化作用。

在金华地方曲艺中，道情、鼓词、花鼓、说书等都

有中长篇由白、书目，擅长于叙述故事，刻挝人物，特

别组得一捷的是 650 多个中长篇曲目中，有 100 多个是

发生在金华地区的。八婪的民间艺人们捏当时的社会新

闻缩成由自说唱，因此，金华地方曲艺又称唱新闻、唱

古事、唱公事，源远流长。

金华曲艺的民间艺人，旱先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宙人，他1n以说唱曲艺谋生糊口，照f走仅凭口授心

丑， 一代代口耳相传。为了使曲目更吸引听众，说唱技

巧不i黯更新，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精益求精，从而给我

盯留下不少民间曲艺的好作品。可以说，他妇既是说唱

艺人，也是剧院口头文学的件家。然部由于艺人在旧社

会地住低下，历代文人把地方曲艺当作街头组曲，茶撞

(谷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里旺人

2 



代若、书史书上很难找到地方曲艺的文学记载，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缺憾。

中华人民共军括国成立后，党布1政府非常重视地方曲

艺，组织艺人创缩新由白，歌颂新社会，说唱新生活。

古老的地方曲艺上了舞台、电台、电视，说唱艺人进了

北京人民大会堂，当上了全国劳模和全国文化先进工作

者，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一批批健最年轻有知识的

曲艺表演人才取代了眼吉加文盲的艺人。曲艺人的社会

地位帘了很大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进步，社

会发展，文化摆乐据来越丰富，可供选择的文艺形式越

来越多，人们的欣赏水平也脑来越高，吉者的地方由艺

不可黯免地受到冲击;然而在在村乡镇、街道社区、广

场闹市，宣传党的中心工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地方

曲艺衍熬得到广大群众欢遍。正因为如此，这一传统的

民间艺术也更为珍贵: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辈艺人去

世，搓曲艺活动难以追寻，曲自渐次散铁，给我们留

下承远的遗憾。因此，这部分遗产更需要我们去挖掘、

整理，而编事这本《金华曲艺志》的匠的， t姐就是为了

保存这最历史，提供专家、学者研究，以承苗启后，继

承发扬。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