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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高元钧同妻在南京接
受采访后与编辑室成贡合影。

l 990年“苏北琴书”座谈
会后全体人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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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按照

《(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的要求，坚持炙事求是的学风，努力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意尽可能系统、翔．实地记录与整理·本地区曲艺发展的

历史与现状的有科学研究价值的资料，体现建国似来本地+区曲

艺改革的成就与曲艺史、论研究的成果，为科学地继承我国丰富

的曲艺艺术遗产、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的曲艺事业服务。
。

三、本志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并按此顺序排

列。以本地区曲艺史实为依据，不规定上限时间，下限时问截止

在公元1985年12月31日。

’’四、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以其朝代之年

号为主(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收入流行子本地区的曲艺曲种共18种，其中本地

曲种7种，外省、市流入本地的曲种11种。区、县资料以各区、县

编撰小组上报资料为主。

六、本态人物传记以生不立传为原则，选择在下限时间前谢

世的本地区以及外地来宁的有艺术成就和影响的曲艺演员、音

乐设计和伴奏员、作家、理论家、教育家、活动家为之立传，并按

其生年为序排列，生年无考者以其在世的年代先后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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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京市文化局局长 ．

’陈 华 光

纵观中国近代曲艺史，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劝业场和甫京的

夫子庙，是中国曲艺的三大发祥地。三分天下南京居其一，南京

在中国曲艺发展史上占居着重要的地位。这不是某位专家学者

兴之所至下的一个结论，而是被大量的史料所证实了的。
。

’根据已有的文字记载，南京最早的曲艺活动可以追溯到东

汉末年，孙权称帝于建邺，“曲唱”曾风靡一时。时人语云：。曲有

误，周郎顾”，这证明周瑜就是一位高明的曲艺鉴赏家。及至东晋

和南朝，曲艺活动在南京就更加兴盛了，其中讲经、唱导、落花等

曲艺形式的产生和流行，不仅直接生发了唐代的诸多曲种，还对

宋、明以后的曲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明代，南京曲艺的发展达

到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当时流行于南京的打春、莲花落、评话、

词话、打谈和滑稽等，成为许多现代曲种的初始形态。到了清末

和民国，桨声灯影的十里秦淮则是全国曲艺名家的聚散之地，可

谓。日日鼓曲，夜夜弦歌”，南北曲艺名流竞相来此献艺，后。来驰

名全国的曲艺大师骆玉笙、高元钧等均是在南京出道的。回溯历

史，这绝不止是意味着往昔的荣耀，那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文化

财富，这更意味着一种责任。抢救和整理艺术遗产，弘扬民族文



化，乃是时代赋于我们的使命。
’

这部《南京曲艺志)，共分十三个部类，三十五万余字。从

1989．年初到现在；历时六年之久，市、区、县、乡数百人参与其

事，查书不下万卷，行程何，止万里；收集整理的文字、音像资料

难以效计。而担负这项工作的又主要是一批文化界、曲艺界的老

同志：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街串

巷，爬山涉水，或置病痛于不顾，或视清贫为乐事，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为。修筑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 在几年来的资料征集和编纂工作中，承蒙曲艺界前辈马三

立、骆玉笙老人，德高望重的吴白句教授，以及我省曲艺界的周

．良、张棣华、张永熙、王染野、夏耘诸先生，为我们提供史料，撰写

条日，各区县文化部门密切配合和大力协助。谨此，我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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