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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6年9月绵阳市中区九龙

山东议崖墓出十陶制说唱俑。

1983年绵阳市中区开几场出

土汉代陶制说唱俑。

1988年5月绵阳市中区吴
家乡扎雀村议代岸墓出上陶制
j兑唱俑。

1985年冬绵阳市中Ⅸ游仙

村汉代崖墓出土陶制说唱俑。



建国前，三台县都汀乡一村出
土汉代墓葬，墓壁有石刻艺人造像。

1989年4月三台县新德乡黄桷

山东汉崖墓出土陶制打鼓俑。

1981年4月三台县里
崖慕出土陶制击鼓俑。

lg 89年2月28日．

金风村东汉崖墓出土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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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9 90年10月，牟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候跃文等同志在绵阳演出。

绵阳市曲艺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与会代表和领导、来宾合影。

9 90年I 2月27日，绵阳市曲艺工作者协会成立

一九九。年盹月．拿国菩名口技表演

家鹿孟金在绵阳演出。





“绵阳市曲艺志*编写会议19 89年6月在安县召开。

图为与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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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i月，省曲艺家协会负责同志参加绵陌市曲艺志编辑

i怍会泌。



独嘟花鼓

莲 箫

四J||盘了 四川清音



金钱板表演(之一)

四jIl竹琴

金钱极表演(之二)

四』I．花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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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占诗朗诵(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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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绵阳地区成立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分会绵阳地区

会员小组。图为会员小组全体成员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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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102信箱子弟校张晖(7岁)讲
述学雷锋学赖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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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北川县文化馆在治城区举办曲艺
培训班。图为漩坪乡学员表演N)l『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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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J nl县文化馆编印的部份曲艺资料。



1975年8月，平武县义艺宣传队在成都演出

男声说唱“山区新事说不完》等曲艺节目。

19 89年5月，三台县陈尚石

演出谐剧“F县*，参加四川省

首届谐剧．相声比赛决赛，获表
演一等奖。

1982年lO月，绵蹦儿童谭丹

演出谐剧“竹筒筒》，在南昌参
加全国儿童剧(南方片)调演。

北川县陈家坝中心文化站蒋国宾在文化茶同演

唱独脚花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年1月二|gJII县代表队参加网川省群

会演．演出评书、相声等曲艺节目。

著“雨海"道兜己酉刻本。图为

诗集》第三十八卷“弄浩百咏”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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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 63年，江油县曲协宣传队在

中坝街头演出学雷锋曲艺节目。



序

黄道德

、《绵阳市曲艺虑!》经过近蹰年的辛勤耕耘．，终于何世了．庙此，国、家“六五”，

、“七五”期闻文艺学科重点科研项目韵寸太艺术集成，枣书编纂工作在我市寒告全面完

填，付诸桑梓。。 ．-·：≯，。，
．：，。 誓：：。。。- ∥ ． ÷。_

一册在握，几许欣慰中蕴籍着无限感触．涉史之蹒珊，，+修志乏艰亭，若非．亲身经

历。断难体味个中甘苦。 i。 、。．

．，．，：．

t精艺是我国艺术寡库中岭瑰宝，它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人民戗造了_历史．、也戗遣了．
”包括曲艺在内的文学艺术。j，7．， ? -。_ ．．、，，§，； ．。。

j：t绵阳地处川西北要塞．锯皋民鼯，人文荟萃¨各旗人蝌众在逮蠛土地上创造-f夤ll
烂的文化。作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一一曲艺也源远流长。三氙县錾．I；江乡汉代墓壁

石刻的说唱艺人，该县新德乡，．里程乡汉蒸中出土的击鼓俑．安县界牌乡1tt士的陶艺

俑．赢申鼷河遗乡汉墓中出土的艺俑等，，都证明了说唱艺术在我市的悠远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都市的繁荣，说唱艺术不仅应运而生，

而且日趋多样化：，形式也日臻完善，成为劳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五

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文艺成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绵阳人民曾用曲艺鞭笞黑暗的旧社会，宣传抗日救国，歌颂新中国的诞生．反映人

民幸福美满的生活．颂扬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物、新风尚、新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人们用曲艺宣传改革开放，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情，丰富活

跃群众文化生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绵阳的曲艺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偏见，历代剥削阶级把曲艺视为茶余饭后消遣的低级艺

’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曲艺艺人社会地位卑微，备受生活艰辛和蹂躏；于曲艺，史书

不载，典籍不存；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曲艺又遭到践踏，曲艺工作者受到百般摧

残，建国后积累的曲艺资料几失殆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祖国大地复苏，文艺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恢复了青春

的活力，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曲艺获得了新的生命，编修曲艺志的工作也提到

l



了议事日程．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发掘文化遗产，填补科学空白，功利子孙后代，

我市根据中央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曲

艺志>的通知》和省文化厅的有关指示，组织力量，在多方协助下，开展了《绵阳市曲艺

志》的编修工作。从，989年2月起，通过普查，广泛收集文献、档案和口碑资料，整理

分类，鉴别分析，从县曲艺志而市曲艺志，营建着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市、县两级修

志人员凭着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热忱，对艺术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拓荒溯源，茹

苦含辛，不计名利，不计得失，殚精竭思，默默奉献。在无资可鉴的情况下，摸索实

践，不断创造、积累经验。执著、认真、坚韧；腿勤、H勤、手勤。迮访座谈，函调笔

录，广征博采。或克服连续修志之厌倦，一丝不苟；或拨冗于繁纷之事务，专心致志；

或穷究材料之真伪，反复奔走；或斟酌志稿之细微，夜以继日；⋯⋯集数十万字资料，

存真求实，订正考核。循体例之要求，精心编纂，几审几改，三易其稿，善求一字之师，不

留一字之憾，字斟旬酌，终于完成了这一浩繁工程。为我国曲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绵阳市曲艺志》是绵阳有史以来第一部曲艺志书。它力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的思想方法，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实是求是，详今略古，客观地

反映曲艺在绵阳的史事，揭示其发展规律，翔实地记载绵阳曲艺的演变，发展过程，

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绵阳市曲艺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呕心沥血的产物。倘无各级党政领导的关

心重视，财政部门的鼎力相助，省曲艺志编委会、省曲协的鼓励鞭策，社会各方面人士

的通力合作，本志断难结集成卷，如期付梓。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由于资料有限，时间紧迫，且圃于水平、学识，本志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谨此深

感歉疚，并望读者批评指正。

勤政四旬有余，有幸涉足史志编纂，为发掘、弘扬祖国文化遗产竭尽棉薄之力，深感

荣幸，且又责任重大，孜孜以求，不敢有丝毫懈怠。志书修成、聊缀数语，是为序。c、

2

1990年l 1月于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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