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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陈国良

五十年前，一株雅嫩的幼苗出生在中州大地，风刀霜剑，飘摇欲坠。五年以

后，她移种利州，这一方沃土竞使她枝繁叶茂，长成奇比，成为古利州、成为大西

南—道耀眼的风景。

历史长河默默流过。五十年是那么漫长，又是那样短暂。今天，当我们回过

头来观看这—段历史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清醒。我们满怀感激，感激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艺术团体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感激省、市、县的

各级领导为豫剧团的成长倾洒的滴滴热汗；感谢这方勤劳淳朴的人民用血汗养

育了我们。

我们满怀自豪，自豪一代又一代艺人们自强不息，勇于改革创新，终不负党

和人民的厚爱；自豪剧团拥有一支编、导、演阵容整齐的艺术队伍；自豪拥有一

批尖子演员并后继有人；自豪拥有一大批保留剧目；自豪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

步一个脚印，没有辜负每—寸光阴。

盛世修志，激励后来，我们编纂《四川省豫剧团团志》，记录下我们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脚印，把她交给后来者，我们交出了一部史料，后来人可以从中得到启

示，有所扬弃，在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我们交出的更是一面旗帜，望下一个

五十年，后来人高举它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一九九八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据始录，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相统一。

二、本志上起一九四六年，下限一九九七年底。

三、本志以语体文记述，采用记、述、图、表、录等体裁，分章、节、目等层次。

四、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凡有关事件尽量详列。

五、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志内所设“主要演职员情况介绍刀一章，旨

在记述演员阵容以便对有关章节起到补遗作用。

念

照片之一：广元县豫剧团演职员合影

照片之二，四川省豫剧团挂牌庆典

照片之三：四川省豫剧团挂牌庆典全体演职员合影

照片之四：剧目奖、五个一工程奖、祝贺演出奖

照片之五。省委书记谭启龙观看《穆桂英挂帅》

照片之六：省委书记杨汝岱来团视察工作

照片之七：省长张浩若、副省长罗通达观看《抬花娇》后上台与演员合影留

照片之八：市上领导关心剧团工作

照片之九：豫剧团送文化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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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省委书记杨汝贷米广元视察，来团观看《七品芝麻官*后传．

摄影：陈洋

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四川省省
长张浩若．副省长罗通达来广元视察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广元县豫崩圃全体职工厦县委宣传部文亿厮钡导台彰．

一九丛一年四月二十七口．四川嵩目妥书记谭白昭龙、绵嘲弛委书记F希虹，鼬委书记薛金厚等观看我团演出^穆崔英挂

雌篑出前，在穿薹昕剧团王崇松书记社报。



四川省豫剧团全团合影
摄影陈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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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天开市长接用鲔员 摄影：陈#



一儿几五年九月市长束天开来团观看大型现代豫剧《孔繁森》后，上台接见演员．祝贺演出

成功，他说我是市长，孔繁森也是市长．我要好好向他学习

一九九六年亡兀市豫剧团送文化下乡



隧
鞠麟
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O
们们琳略些■

一
-

式【

f．目球导

<：哩．K

Hr午时：蕊
邻Ilr目蜷联

挺。町哗
蚁琴K慈奕

。《：『媾

J淅澎．



如秣旧．妖

9燃蓄越凌孥．^<<宴樱纂

榭柢够丑璐取器拇长桐砸导暝悄昧曩弧

“匮商骺娜三臣

昶常汰搬





目 录

序 言

凡 例

图片资料

综 述··一········”····”·“·．．····”··“”·”·”··”·”···”··”······“““···(1)

大事记”．eeee eeleoeoo·e e oeeo a⋯⋯⋯⋯⋯⋯⋯⋯⋯⋯⋯⋯⋯⋯⋯⋯⋯··(6)

第一章 组织机构及人员经费⋯⋯⋯⋯⋯⋯⋯⋯⋯⋯⋯⋯⋯⋯⋯(41)

第一节机构设置⋯⋯⋯⋯⋯⋯⋯⋯⋯⋯⋯⋯⋯⋯⋯⋯⋯⋯·⋯“(41)

一、广元豫剧团前身⋯⋯⋯⋯⋯⋯⋯⋯⋯⋯⋯⋯⋯⋯⋯⋯⋯(41)

二、机构与编制⋯⋯⋯⋯⋯⋯⋯⋯⋯⋯⋯⋯⋯⋯⋯⋯⋯⋯⋯(41)

第二节党、团、群组织⋯⋯⋯⋯^⋯⋯⋯⋯⋯⋯⋯⋯⋯⋯⋯⋯⋯(43)

第三节文学艺术团体组织⋯⋯⋯⋯⋯⋯⋯⋯⋯⋯⋯⋯⋯⋯⋯⋯(44)

第四节职工队伍⋯⋯⋯⋯⋯⋯⋯⋯⋯⋯⋯⋯⋯⋯⋯⋯⋯⋯⋯⋯(44)

一、人员变动⋯⋯⋯⋯⋯⋯⋯．．．⋯⋯⋯⋯⋯⋯⋯⋯⋯⋯⋯⋯(45)

二、业务培训与提高⋯⋯··⋯⋯⋯⋯⋯⋯⋯⋯⋯⋯⋯⋯⋯⋯·(54)

三、工资⋯⋯⋯⋯⋯⋯⋯⋯⋯⋯⋯⋯⋯⋯⋯⋯⋯⋯⋯⋯⋯⋯(55)

四、福利待遇⋯⋯⋯⋯⋯⋯⋯⋯⋯⋯⋯⋯⋯⋯⋯⋯⋯⋯⋯⋯(63)

五、社会地位·⋯⋯⋯⋯⋯⋯⋯⋯⋯⋯⋯⋯⋯⋯⋯⋯⋯⋯⋯”(66)

第五节财务管理⋯⋯⋯⋯⋯⋯⋯⋯⋯⋯⋯⋯⋯⋯⋯⋯⋯⋯⋯⋯(67)

一、经费管理制度⋯⋯⋯⋯⋯⋯⋯⋯⋯⋯⋯⋯⋯⋯⋯⋯⋯⋯(67)

二、经费来源⋯⋯⋯⋯⋯⋯⋯⋯⋯⋯⋯⋯⋯⋯⋯⋯⋯⋯⋯⋯(67)

三、设施设备⋯⋯⋯⋯⋯⋯⋯⋯⋯⋯⋯⋯⋯⋯⋯⋯⋯⋯⋯⋯(70)

第二章 剧目生产⋯⋯⋯⋯⋯⋯⋯⋯⋯⋯·⋯⋯⋯⋯⋯⋯⋯⋯⋯“(71)
·】 。



第一节生产上演的传统剧昌⋯⋯⋯⋯⋯⋯⋯⋯⋯⋯⋯·⋯·⋯⋯·(72>

第二节现代戏⋯⋯⋯⋯⋯⋯⋯⋯⋯⋯⋯⋯⋯⋯⋯⋯⋯⋯⋯⋯⋯(74)

第三节刨作改编移植副目·⋯⋯⋯⋯⋯⋯⋯⋯⋯⋯⋯⋯⋯⋯⋯··(75)

第四节保留剧目⋯⋯⋯⋯⋯⋯⋯⋯⋯⋯⋯⋯⋯⋯⋯⋯⋯⋯⋯⋯(77)

第五节保留剧目的选侧⋯⋯⋯⋯⋯⋯，·⋯⋯⋯⋯⋯⋯⋯⋯⋯．．．·(7r8)

第三章 行当分类⋯⋯⋯⋯⋯⋯⋯．．．⋯⋯⋯⋯⋯．．⋯⋯⋯⋯⋯⋯·(83)

第—笋生角行⋯⋯⋯⋯⋯⋯⋯⋯⋯⋯⋯⋯⋯⋯⋯⋯⋯⋯⋯⋯⋯(83)
第二节且角行⋯⋯⋯⋯⋯⋯⋯⋯⋯⋯⋯⋯⋯⋯⋯⋯⋯⋯⋯⋯⋯(84)

第三节净角行⋯⋯⋯⋯⋯⋯⋯⋯⋯⋯⋯⋯⋯⋯⋯⋯⋯⋯⋯⋯⋯(85)

第四节丑角行⋯⋯⋯⋯⋯⋯⋯⋯⋯⋯⋯⋯⋯⋯⋯⋯⋯⋯⋯⋯⋯(86)

第五节吼班儿⋯⋯⋯⋯⋯⋯⋯⋯．．．⋯⋯⋯⋯⋯⋯⋯⋯⋯⋯．．．⋯(86)

第六节乐队⋯⋯⋯⋯⋯⋯⋯⋯⋯⋯⋯⋯⋯⋯⋯⋯⋯⋯⋯⋯⋯⋯(87)

第七节衣箱⋯⋯⋯⋯⋯⋯⋯⋯⋯⋯⋯⋯⋯⋯⋯⋯⋯⋯⋯⋯⋯⋯(88)

第八节打杂师⋯⋯⋯⋯⋯⋯⋯⋯⋯⋯⋯⋯·⋯⋯⋯⋯⋯⋯⋯⋯··(88)

第九节美工师⋯⋯⋯⋯⋯⋯⋯⋯⋯⋯⋯⋯⋯⋯⋯⋯⋯⋯⋯⋯⋯(88)

第十节音响、电工师⋯⋯⋯⋯⋯⋯⋯⋯⋯⋯⋯⋯⋯⋯⋯⋯⋯⋯(88>

第四章 声腔⋯⋯⋯⋯⋯⋯⋯⋯⋯⋯⋯⋯⋯⋯⋯⋯⋯⋯⋯⋯⋯⋯(89)

第—节豫剧声腔概况⋯⋯⋯_⋯⋯⋯⋯⋯⋯⋯⋯⋯⋯·⋯⋯⋯“(89)

第二节豫剧乐器⋯⋯⋯⋯⋯⋯⋯⋯⋯⋯⋯⋯⋯⋯⋯⋯⋯．．．⋯⋯(90)

第三节豫剧团常用板腔种类⋯⋯⋯⋯⋯⋯⋯⋯⋯⋯⋯⋯·-⋯⋯·(91)

第四节声腔选例⋯⋯⋯⋯⋯⋯⋯⋯⋯⋯⋯⋯⋯⋯⋯⋯⋯⋯⋯⋯(92)

第五章 基功程式运用⋯⋯⋯⋯⋯⋯⋯⋯⋯⋯⋯⋯⋯⋯⋯⋯⋯⋯(93)

第一节概况⋯⋯⋯⋯⋯⋯⋯⋯⋯⋯⋯⋯⋯⋯⋯⋯⋯⋯⋯⋯⋯⋯(93)

第二节分类⋯⋯⋯⋯⋯⋯⋯⋯⋯⋯⋯⋯⋯⋯⋯⋯⋯⋯⋯⋯⋯⋯(93)

第六章 舞台美术⋯⋯⋯⋯⋯⋯⋯⋯⋯⋯⋯⋯⋯⋯⋯⋯⋯⋯⋯⋯(97)
·2·



第一节脸谱⋯⋯⋯⋯⋯⋯⋯⋯⋯⋯⋯⋯⋯⋯⋯⋯⋯⋯⋯⋯⋯⋯(97)

第二节服饰⋯⋯⋯⋯⋯⋯⋯⋯⋯⋯⋯⋯⋯⋯⋯⋯⋯⋯⋯⋯⋯⋯(98)

第三节舞台装置⋯⋯⋯⋯⋯⋯⋯⋯⋯⋯⋯⋯⋯⋯⋯⋯⋯⋯⋯⋯(98)

第七章 主要演职员情况介绍⋯⋯⋯⋯⋯⋯⋯⋯⋯⋯⋯⋯⋯⋯(100)

第八章 人物传记⋯⋯⋯⋯⋯⋯⋯“⋯⋯⋯⋯⋯⋯⋯⋯⋯⋯⋯015)

第九章 豫剧艺诀⋯⋯⋯⋯⋯⋯⋯⋯⋯⋯⋯⋯⋯⋯⋯⋯⋯⋯⋯(122)

第十章 文存⋯⋯⋯⋯⋯⋯⋯⋯⋯⋯⋯⋯⋯⋯⋯⋯⋯⋯⋯⋯⋯025)

后 记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