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 

通剧 

通剧是南通地方戏曲剧种。原为僮子戏，它源于上僮子。所谓“僮子”即民间职业巫师，

发源于楚越的“以舞降神”的巫觋与当地的方言、文化、风俗、民情交融，同化逐渐形成了

有鲜明南通地方色彩的古巫觋的另一个分支──南通僮子。僮子在乡间从事迷信活动上僮子

的过程中，把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说唱神鬼词句及七字调、古儿书唱本加工后，化妆登台，

串演戏文。它以南通方言加锣鼓伴奏的演唱、粗犷的唱腔和通俗易懂的唱词，为农民群众喜

闻乐见。僮子的做“劝”（劝世文）演戏，尽管纯朴得过于简陋，粗糙得近乎原始，但它却

千真万确是典型的民间戏剧，并拥有数十万计的观众，长演长盛，历久不衰，象南通这样地

处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城市，南通僮子依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

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建国后，僮子摒弃其祭神驱鬼的迷信内容，利用其说唱形式，演现代

剧，推陈出新，逐步改造成为通剧在编导、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都有提高，近年来，南

通僮子不仅被列为专门课题重点研究，而且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重和兴趣。 

僮子是民间巫师，是从楚越的巫文化“以舞降神”发源而来，在南通一带形成南通僮子

这种富有本地特色的巫师。僮子在祭祀、祈祷、招魂等活动中进行舞蹈歌唱，渐渐把一些故

事、七字调加入唱词中，这种歌唱方式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就慢慢传播开来，最后登上舞台，

形成了通剧。 

伴奏简单原始，主要是锣鼓打击乐，唱腔粗犷纯朴，唱词通俗易懂，很受当地人民群众

的喜爱，展了中国傩文化的原始风貌。 

《陈英卖水》、《白马驮尸》、《花子街》、《李兆庭》、《好书记》等。 

民国 10 年（1921 年）老“童子”曾组班在南通八厂街演出“童子戏“，未能在全县推

开。建国后，经南通市、县专业文艺工作者甄选出一些“童子戏”脚本并帮助整理加工后，

由南通县籍的一些老“童子”组成南通市实验通剧团在市郊和县境西部演出。“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被禁演。但“童子腔”纯用南通方言演唱，通俗易懂，农民爱听，仍在乡间继续流传。

70 年代末由一些通剧艺人与通剧爱好者先后组成 8 个通剧队：英雄乡通剧队（1980 年 9 月

成立）、秦灶乡通剧队（1981 年 1 月成立，1991 年随乡划入南通市郊区）、四安乡通剧队（1981

年 2 月成立）、平东乡通剧队（1982 年 6 月成立，次年解散）、石南乡通剧队（1982 年 8 月

成立）、幸福乡通剧队（1983 年 2 月成立，幸福乡划入南通市之前，通剧队即归唐闸文化馆）、

新联乡民艺通剧队（1983 年 7 月成立）、赵甸乡通剧队（1984 年 1 月成立，不久自行解散）。 

  童子戏只有三种主要调口（曲调）特色是“童子开口三门腔，上版不上眼”，是古老的



 

  现存宋代如派盆景珍品有：古柏 3 盆，为北宋教育家胡瑷柏园遗物，树龄 900 余年，分

别命名为“华盖麋鹿”、“立鹤遐龄 ”、“蛟龙穿云”。其中两弯半“蛟龙穿云”，获 1985 年中

国盆景评比展览会一等奖；“华盖麋鹿”获 1987 年江苏省盆景展览会荣誉奖。存县人民公园

内。古桧 1 株，为落地盆景，两弯半造型，宋文昭公曾肇手植，树龄 800 余年，生长茂盛，

存水明楼西侧。古绒针柏 1 盆，名“龙腾虎跃”，为元末明初汪之衍文园内遗物，1982 年获

得江苏省盆景展览会优秀盆景奖，1983 年获南通市盆景展览最佳奖，1984 年选中国国际旅

行社年历封面，1987 年获江苏省盆景展览会荣誉奖，存县人民公园内。巨型五针构 4 盆，

树龄 200 余年，树高均达 1.8 米，树冠直径 2 米，阴片 1 米，阳片 2 米，存县烈士馆内。五

针松 1 盆，园艺世家储友山所作，树龄 130 余年，原 4 株称为“四姐妹”，现仅存县人民公

园一盆“苍复南山”，1985 年获中国盆景评比展览会 3 等奖。罗汉松－雀舌 1 盆，两弯半造

型，树龄 120 余年，1985 年获中国盆景评比展览会 2 等奖，现存县人民公园内。迎宾雀舌

松 1 盆，清代作品，1982 年获江苏省盆景展览会优秀奖，存县人民公园内。迎宾罗汉松－

中叶，制作于 1910 年（清宣统二年），1982 年获江苏省盆景展览会优秀奖，存县人民公园

内，雀舌两弯半大、中型各 1 盆，县人民公园制作，1987 年分别获江苏省盆景展览会荣誉

奖、三等奖。虎刺 1 盆，定名“绿荫深处”，存绿园内，雀梅 1 盆，定名“饱览人间春色”，

树龄 180 年，如皋绿园制作，1990 年日本大阪国际花卉博览会上获国际奖和最高荣誉奖－

国际优秀金奖。 

第七章 美食特产 

南通特产 

刘桥菜刀 

曹正兴菜刀的创始人曹月海，是黄陂县郝家庙大曹湾人，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正月，筹办一盘行炉在汉锻制菜刀，取标记为“曹正兴”。同治六年（公元 1867 年），

由曹氏第二代经营。次年，在汉口张美之巷开设曹正兴刀店，以“钢火纯正，货真价实，夹

灰卷口，包掉回换”而取信于顾客，生意极为兴隆。民国初年，传至曹氏第三代，改变经营

方式，大量收购刀坯，经整形、淬火后镌上曹正兴牌子，以高于同行 30%～50％的价格出

售，旺季时日获纯利达 60 块银元。尔后，因曹氏后裔挥霍无度，营业日渐衰落。武汉解放

前夕，由第四代曹文治筹资复业，终因资金短缺，勉强支撑门庭。 

狼山鸡 

狼山鸡是蛋肉兼用型鸡种之一。以产蛋多、蛋体大，体肥健壮、肉质鲜美而著称、按



 

气小，肉质肥嫩鲜美。羊皮的皮板足壮，细致，有油性，羊毛洁白，板皮质优属汉口路。利

用当年公羔去势后秋末屠宰，用 70℃温水烫羊连表皮将毛推下，成块的毛称“块毛”，毛锋

明光透亮，为制作高档毛笔的原料。 

分布：海门山羊主要分布长江三角洲地带的海门、启东、南通等县，因海门为中心产区

而故名。1987 年，仅海门、启东、南通三县的海门山羊年末存栏量达 111.13 万只。海门山

羊皮、毛、肉兼用。其板皮柔韧致密，肉质肥嫩鲜美，膻味少；毛是上等的制笔原料。山羊

肠衣是医用羊肠线的原料。山羊的板皮、细光锋毛、羊小肠和山羊绒等都是重要的出口创汇

物资。山羊肉可做成多种菜肴，提汤羊肉、红烧羊肉为冬令佳肴。 

第八章 科技教育 

  2007 年末全市拥有普通高等学校 6 所，在校学生 8.1 万人；成人高校 2 所，在校学生

2.3 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7 所，在校学生 6.03 万人；普通中学 304 所，在校学生 41.23

万人；小学 482 所，在校学生 36.79 万人；各级各类幼儿园 454 所，在园儿童 13.5 万人；特

殊教育学校 10 所，在校学生 982 人；技工学校 6 所，在校学生 1.5 万人。全市小学学龄儿

童入学率为 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 98.8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86.8%；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为 45.19%。 

  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975.61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24.2%。全

年新增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154 家，其中，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31 家，江苏

省高新技术企业 154 家，省级“双密”企业 6 家；全年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产品 184 项；全年

新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7 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 家，省级工程中心 3 家。全市有 12

项科技成果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全年申请专利量 9066 件，比上年增长 69.7%，专利授权

量为 3756 件，比上年增长 119.8%。至年末全市共建成科技孵化器 9 家。 

江苏省启东中学 

江苏省启东中学占地 260.14 亩，建筑面积 10. 5 万平方米，1990 年 4 月，成为江苏省首

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7 年更名为江苏省启东中学；1998 年 4 月，顺利通过“国家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的评估验收，2003 年 12 月成为江苏省首批四星级学校。 

中文名：江苏省启东中学 

创办时间：1928 年 

类别：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