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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鹤 岗戏曲 志》

出版之前

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所长

《中国戏曲志黑龙江卷》常务副主编
陈 巅

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它是中

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民族艺术的瑰宝。它以灼目绚丽

的光彩，挺立于世界戏剧艺术之林。在文化部、国家民委、

中国剧协的主持下，为了把我们祖国的这份宝贵的艺术财富

用方志的形式记述下来，使其发扬光大，永载青史，自1983

年开始了这一项带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的艺术系

统工程一一编篡《中国戏曲志》。 这项艺术系统工程的构

建，可以全面地记述各地区、各民族的戏曲资料，总结戏曲

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促使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的繁荣，并为后

人保留一部分宝贵的戏曲文献。无疑，这项艺术系统工程将

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编篡《中国戏曲志》丛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划分设地方卷)的过程中， 为向

《中国戏曲志·黑龙江卷》提供志源，汇集本地戏曲资料，

填补地方志书空白，我省各市、各个地区的文化主管部门都

积极主持并开展了编修本地戏曲志书的工作，并出现了令人

欣喜的成果。4蔼 岗 戏 曲_。志》就是这些成果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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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市全体戏曲志编篡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

鹅溺是我国新兴的重要煤炭基地之一。它的历史虽然较

短，但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戏曲这朵民族艺术之花，伴

随着它的发展，深深地扎根于这块蕴藏丰富的乌金沃土之

中。早在1918年鹤岗开发伊始，就有了京剧艺人金满堂等戏

班办的演出活动。1987年以来，戏曲演出场所也相继建立。

可见，鹤岗戏曲活动与鹤岗城市兴起、繁荣是同步发展。这

些宝贵的艺术活动资料，将出现于即将出版的戏曲志书内，

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继19SG年i2月末《码 岗 戏 曲 志》初稿讨论会以

来，在鹤岗市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鹤岗币文化局的辛勤组

织下，历两年半时间的“深加工"．、汶部戏f#f志书的内容进一

步有所充实，质量也有所提高。《鹤 岗 戏 曲志》作

为经国家卷的“资料卷”和省卷的志张，将干寸绪出版，作为建

国四十年的献礼。这是鹤岗市戏盐界、乃至文艺界的盛事。我

们表示热烈祝贺，并衷心地希望它将成为黑龙江戏曲志丛书

中的一份有历史价值的戏曲资料和宝贵的戏曲文献。我们感

谢鹤岗市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和全体编篡人员对编篡全省戏曲

志书所作出的贡献，并相信鹤岗市的戏曲事业将以此作为新

起点，使鹤岗这个欣欣向荣的煤炭工业城市民族戏曲艺术之

花更加艳丽开放。

1989年9月于哈尔滨



凡 例

一、本志以系统记述鹤岗市戏曲历史及理论研究成果，

繁荣社会主义戏曲事业为宗旨。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三、本志按一九八七年末鹤岗市行政IX：恁JJ立卷。

四、本志上限，按实际情况而定，下限至一九八七年。

五、本志分综述、大事记、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并以

此顺序排列。

综述以历史时期为序，概括本市戏曲历史。图表包括大

事记。志略分剧种、剧目、音乐、表演、机构、演出场所、

谚语、口诀等。立传人物按其主要艺术活动分别记述。在世
、

人物不立传，他们的艺术活动在有关部类记载。

六，本志图片集中于后部，与前文相互参照。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年号为先，

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鹤岗市戏曲志初稿讨论会》隆重开
参加了大会。

≈市文化局局长高殿祥。黑龙江省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

习戏曲志。黑龙江卷》副主编、编辑部主任陈巅。黑龙

吁长《中国戏曲志·黑龙江卷》主编张连俊。鹤岗市剐

《中国戏曲志·黑龙江卷》副主编、编辑部副主任隋书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Et《鹤岗戏曲志初稿讨论会》

全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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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鹤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东南端。西南距

省会啥尔滨三百二十五公里(直线距离)；地处北纬47。

4 7至48。197， 东经29。407至130
o

4l 7，．东界梧桐河与

萝北县隔河相望； 西以青石山脉分水岭为界， 与伊春市相

连；南以鹤立河、阿凌达河为界，与汤原县为邻；北以嘉荫

河与嘉荫县毗连。南北纵距一百四十五公里，东西横距三十

公里。市区城郊居民有汉、、回、满、朝鲜、蒙古、鄂伦

春、锡伯、维吾尔、藏、壮、苗、彝、白、 布依、侗、土

家、瑶等十七个民族，总人口据一九八七年人口普查为六十

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四人。市辖向阳、工农、兴安、东山、兴

山、南山六个区。鹤岗市是一个以煤炭为主体的综合性工业

城市。鹤岗市矿务局所属南山、富力、新一、兴山、岭北．

大陆、兴安、峻德八个燥矿，年产原煤一千五百多万吨，居

东北第一。鹤岗市党政机关驻向阳区。

根据鹤岗市文物管理站的考古资料证明，远在原始社会

末期，鹤岗就有了人类劳动生息的踪迹。商、周、秦汉、魏

晋南北朝时期，至隋代，属肃慎及其后裔活动区域。唐朝，

属河北道黑水都督府辖区。 金代， 属上京路下辖的胡里改

路。元代，属辽阳行省水达达路。明代，属奴尔干都指挥使

司辖区。清代，属吉林将军辖地。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

六年)，形成集镇，名兴山镇。中华民国二十年，始被日本

侵占。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成立兴山市政府，为鹤立县

所辖。_九四九年，兴山市改称鹤岗市，隶属松江省。一九



五四年，隶属合江省。 一九五八年， 隶属黑龙江省台江专

区。一九六零年，由黑龙江省直辖至今。

鹤岗市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南部有大片‘煤田。北部是广阔

林区。东南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良好

的生息繁衍条件。自一：丸’-}k年矿山开发后，关内人口逐渐

流入。从此，鹤岗由9戏曲治动伴随着鹤岗煤矿的开采应运而

兴。鹤岗地区戏曲潘动最初兴起，目前尚无文字记载。但据

口碑资料，戏曲活动上限，可追溯到中华民国七年(一九～

八年)。

一歹乙一八年，鹤岗成立了兴华煤矿公司。为庆贺兴华煤

矿公司的成立，公司曾特从佳木斯聘请京剧演员金满堂等人

来鹤岗演唱(剧目不详)。 一九二七年， 公司为了招收工

人，加速煤矿开发，责成办事员张启发在老街基六店开设了

第一个娱乐场所一一露天戏棚。台前可容观众千余人。当年

夏天，公司从松花江上游接来一个戏班，演出京剧，评剧。

演员流动性很大。 主要演员有张月樵(女)、 筱兰芬(

女)、王亚枝(女)、张三丑等。经常上演的剧目有《群英

会》、《武松打虎》、 《天河配》、 《空城计》、《王宝

钏》等二十多出。工人下班后聚集戏棚观看。鹤岗的戏曲活

动从此开始发展起来。后随着煤矿的扩大，流入人口日益增

多，为戏曲在鹤岗的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

一九三五年， 煤矿公司从佳木斯、 哈尔滨等地请来京

剧、河北绑子艺人二十多名，在老街基六店的戏园子(原露

天大戏棚)演出。主要演员有王步云(玻璃翠)、单永富(

盖九省)、陈风兰(宝兰)、徐兰春、宋德凤等。演出剧目

有《王宝钏》、《大登殿》、《双吊孝》、《万花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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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雪山》、 《血手印》等二十多出。 每星期六和星期日演

出，场场满员。一九三七年因戏园子失火，戏班解散。

三十年代宋期，鹤岗出现了本地组织的业余戏班。以机

电厂部分工人为主的戏曲爱好者，在工作之余，经常进行自

娱性的演出，在工人中影响很大，颇爱欢迎。主要演员有尹

裕、候建山。他们以演京剧为主，也演河北绑子、评剧。剧

目有《珠帘寨》、《空城计》、《秦琼卖马》等。

四十年代，鹤岗的戏曲活动已相当活跃。“上江"、佳

木斯等地的艺人不断来鹤岗演出。老君堂每年四月逢八举办

庙会，办会者乘人们来烧香还愿、做各种买卖之机，邀请戏

班来庙会演戏。人们争相观看，十分热闹。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鹤岗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工人

的文化娱乐生治，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从一九四五年

到一九四九年，鹤岗业余戏曲剧团巳发展到八个。较为闻名的

是兴山矿业余剧团、东山矿业余剧团、矿务局业余剧团。这

些剧团在矿务局领导婚积极支持下，利用业余时间为矿工演

出，为促进煤炭生产做出了贡献。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盼

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高可艺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

地位，加强了对艺人的领导。先后成立了鹤岗市京剧团、鹤岗

市豫剧团、鹤岗市曲艺团(包括地方戏)、鹤岗市兴安区评

剧团等四个专业戏曲剧团和～个戏曲学校一～鹤岗市京剧团

戏曲学校。主要京剧演员有刘盛斌、王佩珠、贾慧茵、张洪

生、曹冠英、曹玉璋、李文西、董少明、高庆永、赵斌忠、

周盛呜、崇元碧等，豫剧演员有阎荣卿、贾桂蓉、谢星楼、



阎万春、李恒、白云、杨学亮、李建华等，地方戏演员有李

鸿霞、杜金和、王维军、马金凤等。京尉鼓师有裴世荣，豫

剧鼓师有杨可君、韩厚德，京剧琴师有壬芝瑞、王少斌、史

忠智、傅志安， 豫剧琴师有田海录， 画师有冯金声，韩小

川I。以上四个专业剧团在“文化大革命"前共演出五百二十

个剧目，其中传统戏四百三十九个，新编历史剧八十三个，

现代戏～百个，自创剧目十四个，平均每年演出八酉场，收

入二十余万元。具有代表性的剧目，京剧有《嘉兴府》、《

挑滑车》、《拿高登》、《济公活佛》、《黑旋风李逵》、

《红娘》、《鸳鸯剑》、《宇宙锋》、《失空斩》、《石猴

出世》、《黄河岸上一家人》、《智擒九尾狐》、等；豫剧

有《焦裕录》、《红珊瑚》，《试验前后》、《朝阳沟》，

《女飞行员》、《花木兰》、《对花枪》等。参加黑龙江省

会演的剧目有《黑旋风李逵》、《驾鸯剑》、《宇宙锋》、

《春香闹学》、 《拿高登》、《智擒九尾狐》、 《试验前

后》，参加合江地区会演的剧目有《银色水箭射乌金》、《

黄河岸上一家人》。

与此同时，鹤岗市的业余戏曲剧团和宣传队在各级领导

的关怀支持下，发展也很快。据统计，各种业余戏曲剧团或宣

传队约有三十个。这些业余剧团经常深入车间、井下，跟班演

出。在群众中，特务|j是在广大煤矿工人的心目中，享有很高

的威信。其中影响最大的东山矿业余剧团和兴山矿业余剧

团，曾于一九五八年Y被黑龙江省文化局分别命名为“飞虎宣

传队”和“火箭宣传队刀。 ’

这个时_期，鹤岗市新建了京剧团剧场和卡_四个俱乐部，

为戏盐演出提供了场所，为戏曲^?舌动的流布创造了条件。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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