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蘩船i。《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化局编
主编冷用忠

副主编徐学森

陶叶彩

文伏蚕卿虫搬杜



中国戏曲志云南卷丛书

蓉雉叫做蟪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化局鳊

主编

副主编

冷用忠

徐学森

陶叶彩

文让赛铆出献礼

1994单I量月出宣



参加本书

审定人员

曹汝群(音乐)

张桥(文字)

陈复声(音乐)

张一凡(表演)

石宏(舞台美术、图片)



楚雄彝族自治州艺术集成领导小组

组长贺光曙’

副组长何毅

成员起进富 芮增瑞

《楚雄州戏曲志》编辑组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冷用忠 陈力全 赵新龙 徐学森 圈
各县编辑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如光任侃李学钱况铸陆应和陈家兴

杨松林花荣茂 闻从善谢应能韩家才

主要摄影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宏冷用忠陈雄辉



楚雄彝族自治州艺术集成领导小组

组长贺光曙’

副组长何毅

成员起进富 芮增瑞

《楚雄州戏曲志》编辑组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冷用忠 陈力全 赵新龙 徐学森 圈
各县编辑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如光任侃李学钱况铸陆应和陈家兴

杨松林花荣茂 闻从善谢应能韩家才

主要摄影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宏冷用忠陈雄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楚雄彝族自治州艺术集成领导小组

组长贺光曙’

副组长何毅

成员起进富 芮增瑞

《楚雄州戏曲志》编辑组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冷用忠 陈力全 赵新龙 徐学森 圈
各县编辑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如光任侃李学钱况铸陆应和陈家兴

杨松林花荣茂 闻从善谢应能韩家才

主要摄影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宏冷用忠陈雄辉



楚雄彝族自治州艺术集成领导小组

组长贺光曙’

副组长何毅

成员起进富 芮增瑞

《楚雄州戏曲志》编辑组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冷用忠 陈力全 赵新龙 徐学森 圈
各县编辑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如光任侃李学钱况铸陆应和陈家兴

杨松林花荣茂 闻从善谢应能韩家才

主要摄影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宏冷用忠陈雄辉



资料提供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善继万弘玉f马成章I王之墀王桂芳王如光王宗孔

_王闽 壬家兴l王天顺》王志强王宝元王兴邦王启芬
王应科尹怀青车家增车培英马成章艾光潘史若灵

兰明芬仲任任涵任侃刘师曾l刘厚庵l刘泽炳
刘春刘国枢朱兆昆朱国昌 阳应还许英吴甘

吴尊吴兰吴子惠苏治杞国彩宋如芳杜正朝

陆梅陆廷俊陆应和何仲民何少春冷青余文林

余立粱汪学智李长华李光秀李仲华李希祥李学钱

李普李培宗陈维礼陈家兴杨松林匾森；J杨嘉珍l

杨天学晒必文l杨汝才杨少文杨正开杨德聪杨树清
杨联琦杨国恩杨应康杨应厚杨冲杨祖瑶杨恩堂

杨积荣严树功l况必臣I况铸花荣茂l张灿林l张玉荣

张仲礼张丕楚张达I张文厚1张兴志张自中 张纯良

张贵林张占书罗桂生郑从明郑仕元冼其英金学兰

孟发熙季文汉赵立德闻从善胡敏l姚登昌I I徐德贵f
徐天宁颈宪章贾亚中夏天瑞夏玉福袁荣辉龚如龙

章维华康应符宗方l梅绍农l崔学珍韩家才l曾国童i

曾凤礼 曾文运彭开林普继连黑锡孔谢应能l潘福全l

i樊锐l戴李钧戴松戴献卿



“云南地方艺术集成志丛书”前言

云南是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多民族省分。各

民族的音乐、舞蹈、戏剧艺术蕴藏极其丰富。为

了将这些凝聚着各民族先人创造的灿烂文化遗

产，和建国后各民族艺术工作者创造的优秀成果
和经验，通过科学的体例，全面地、系统地记录

下来，使之成为建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

义新文艺的养料和参照系，我所在完成《中国民

间歌曲集成·云南卷》、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云南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云南卷》、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 《中国戏

曲志·云南卷》等五项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的

同时，计划编辑出版“云南地方艺术集成志丛

书"。该丛书分系列编辑、出版。

各系列丛书分别定名为： 《中国民间歌曲集

成云南卷丛书》、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云南卷丛

书》、《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云南卷丛书》、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丛书》、 《中国



戏曲志云南卷丛书》。各系列丛书由各个省卷编

辑部按各自的体例组织编纂，陆续分册出版， 公

开发行。

这套卷帙浩繁、绚丽多彩的系列丛书，在编
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地文化艺术单位，广大

音乐、舞蹈、戏剧工作者和社会人士，及有关出
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



编辑凡例

一、 “中国戏曲志云南卷丛书”属“云南地方艺术集成志丛

书”中的一个系列。

．5-、本丛书系戏曲专业志书。通过充分吸收历年来各方面对

我省戏曲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及有关资料，系统地记述云南一个

地区的戏曲或一个剧种的历史和现状，及代表性的人、事、艺、

物，以反映我省戏曲改革的客观实际，体现戏曲艺术发展的规

律，有利于戏曲的推陈出新和戏曲科学研究的建设，繁荣我省社

会主义戏曲事业为宗旨。

三、本丛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记已存之事，不书未成

之事。寓是非褒贬于记事之中。不重论说和描写。

四、本丛书所论及的人和事，力求客观、公允、；隹确。凡属

尚无定论的问题，均采取诸说并存，但都应持之有据；妄说、臆

断、传说，均不作为学术见解记述。

五、本丛书按省内现行区划和现有剧种，分别出版各地、

州、市戏曲志和剧种志。各地方戏曲志只记述本地与戏曲有关的

内容。上、下限根据各地区、各剧种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施须在

同一本志书中取得一致。

六、各地方戏曲志和剧种志，均按综述、图表、志略、传记

四大部类顺序排列。

第一部类综述。以历史时期为序，根据史料概括地叙述本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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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或本剧种)戏曲活动的历史和现状；综述是一个总纲，对全

书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

第二部类图表。包括大事年表、剧种表、剧种分布图(或剧

种流布图)。大事年表，以年为序，月日开头，用记述体提纲挈

领地记述一方戏曲或一个剧种的大事。剧种表只用于地方戏曲

志，包括名称、别名、形成或传入时间、形成或传入地点、所唱

腔调、流布地区及备注等项目。剧种分布图用于各地方戏曲志，

剧种流布图用于各剧种志；全省性的剧种志，其流布图按全省行

政区划图划到各地、州、市，带地域性的剧种志和地方戏曲志，

其流布图或分布图按各地、州、市行政区划图划到县(或相当于

县的区)。

第三部类志略。包括剧种、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

演出场所、机构、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

谚语口诀、其它等十三个门类，分别记述有关内容。各个门类的

设置，均从各地区、各剧种的实际情况出发。

剧种。以剧种为单位设置条目，分剐记述本地所有剧种形成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简要地叙述其声腔、剧目和特点。外来剧

种只记述在当地存在的状况，包括其传入和盛衰的历史。各剧种

志不再列剧种条，将其内容并入综述。

剧目。分概述及代表性剧目两项。概述主要记述本地戏曲

(或本剧种)剧目的数字I剧目的来源、分类及特点；建国前后

剧目的建设、发展及发掘、整理、改编、创作情况。代表性剧目

的选择范围，包括剧本与演出有特点的传统剧目，整理改编的传

统剧目，新编历史剧、传说故事剧及现代题材剧目。每个条目，

应从不同剧目的实际出发，分别记述其名称、别名、声腔剧种、

作者或整理改编者、编演年代、首演(或演出)单位、主要演

员、导演、音乐设计、舞美设计，题材来源、版本及收藏情况，故

事提要；特点、成就和影响。对特点、成就和影响，要加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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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

音乐。分概述、代表性的剧种音乐及选例三项。概述主要记

述当地剧种音乐和主要声腔的种类及其概貌。每一剧种音乐设置

一个大条目，着重记述本剧种音乐的渊源、衍变及其发展，唱腔

音乐，包括唱腔结构、音阶调式、旋律风格、演唱特点及唱腔伴

奏方法；伴奏音乐，包括乐队的沿革、建制及特殊乐器、常用曲

牌、锣鼓经的类别、功能、特点及革新，选例，包括音乐设计选

例、唱腔选例及伴奏音乐选例。

表演。分概述、代表性的剧种表演及选例三项。概述主要记

述当地剧种表演艺术的分类，传统戏的排演，和建国以来新的导

演制度的建立等情况。每一剧种表演设置一个大条目，着重记述

本剧种表演历史、艺术分类或行当沿革、体制及特点。选例包括

剧目表演选例、导演选例及特技选例。

舞台美术。分概述和选例两项。概述着重叙述本地区(或本

剧种)舞台美术的历史沿革与发展，不同类型剧种在舞台美术上

的不同特色，建国后本地区(或本剧种)舞台美术的变化等。选

例分别按脸谱(或面具)、扮相、服饰、砌末、传统戏的舞台陈

设及新编剧目的舞美设计等开设条目。

机构。包括科班与学校；班社与剧团I票房(社)与业余剧

团i行会、协会、学会与研究机构，作坊与工厂等。按此顺序，

以每一机构名称设条，以成立年代为序，举要记述。内容包括名

称、性质、剧种、成立年代；沿革，成员状况；社会影响及贡

献。成员状况中着重在对机构的创立和发展有重要建树、贡献的

主要领导和主要业务人员。

演出场所。分概述和演出场所举要两项。概述主要记述本地

区戏曲演出场所衍进的历史和现状。需要开条的演出场所，主要

包括：过去捉村的演出场所，如庙台、草台、祠堂等，过去城镇

的演出场所，如茶社、会馆、戏院等，建国后新建的演出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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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专营剧场、影剧兼营剧场、开放性会场等。

演出习俗。分概述和演出习俗举要两项。概述主要叙述本地

区历代乡村、城镇的演出习俗或本剧种的演出习俗，建国以来对

1日有习俗的改革及新的习俗的建立等等。然后以一个习俗开列一

个条目，简要地记述其活动特点。

文物古迹。包括戏曲雕刻、戏曲壁画、戏画、碑文、文告、，

戏单、剧照及剧本等。但都应是确有文物价值者。以一件文物或

一所古迹为单位开设条目。文物的内容包括名称，出处、年代、

特点及艺术价值等。古迹的内容包括名称、地点、地形、方向、

装饰、修建年月及变迁情况等。

报刊专著。报刊指戏曲专业报纸及刊物，公开发行或内部发

行的均可，综合性报纸的戏剧副刊及综合性刊物的戏剧专栏亦、

可。专著指含有戏曲的戏剧史著、论著、研究性质的资料专集

等，本地作者在本地出版的或在外地出版的均可，公开出版的或

内部印行的亦可。以一种报刊或一种专著开设一个条目，内容包

括名称、作者或编者、创刊或出版年月、公开或内部发行、版本

和收藏情况；内容提要；影响及客观评价等。

轶闻传说。记述各地区、各剧种具有一定意义的轶闻趣事。

以一条轶闻或传说开设一个奈目，生动形象地加以记述。

谚语口诀。谚语是熟语的一种，戏曲界的谚语大多反映了艺

人生活斗争和进行舞台艺术创造的经验。口诀大多为艺人们学戏

教戏、勤学苦练、创造角色及掌握技术枝，j而编成的如顺口溜一

类的语句。一条诀谚一个条目，加以简单的注释，并说明流行的

剧种或地区。

其他。包括名人题词、戏曲对联等无法列入以上门类的内

容。 ，

第四部类传记。立传人物包括剧作家、理论家、评论家、教

育家、活动家、演员、导演、琴师、教师、音乐、舞美、后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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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立传人物应是在各地方戏曲志或剧种志下限年月以前逝世

的并有一定成就、贡献和影响的；坚持生不立传，但活人可以上

书。立传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生年不可考者，可酌情列入适当

位置。传记的内容包括姓名、生卒年代、艺名或笔名、籍贯、性

别、民族、从事专业；生平；艺术活动经历；成就、贡献和影

响。

七、本丛书插图分黑白与彩色两种，黑白插图以文包图形式

排列在有关内容中间，彩色插图汇编成插页列入正文之首，并在

有关内容中说明参见彩图某幅。

八、本丛书一律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撰写。所用字体，以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

表》为准。

九、本丛书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年号为先，

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

十、各地戏曲志、剧种志书后，附录本志主要参考书目等。

《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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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剧《包■回门》

△滇剧《老树红花》

△滇剧《吴*与李师师》

△京剧《画中人》

q彝剧《半夜羊叫》



△花灯剧《红娘递柬》陟

△花灯剧《玉翠衫》

q

花
灯
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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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花灯剧《皮秀顶灯》 △花灯剧《大王操兵》

镣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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