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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罗 扬

《中国曲艺志》是我国十部民族文艺集成志书之一I这部志书的编纂出版，是我国文化

界尤其是曲艺界的一桩盛事。

我国的曲艺，历史悠久，丰富多采。远在先秦，就有曲艺流传；唐宋时期，曲艺已渐趋繁

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各地区都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说唱艺

术，涌现出众多的曲艺艺人和艺术家，积累了难以数计的书目、曲目，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艺

术流派。曲艺来自人民，是人民大众的艺术，许多书目、曲目都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表

达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其艺术形式亦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无论是在

农村、城镇，还是在牧区、林场、边疆和海岛，都拥有广大的听众，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有着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曲艺对我国文学、戏曲、音乐等姊妹艺术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自

然，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曲艺同戏曲等民族民间文艺一样，是不能登

。大雅之堂”的，曲艺艺人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曲艺的发展极为艰难。但是，由于曲艺始终

保持着与人民大众的密切联系，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和爱护，依然不断地向前发展，显示

出自己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国家跨进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曲艺也随之进入蓬

勃发展的新时期。在此之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曲艺就开始获得新的生机；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曲艺受到重视，曲艺改革取得显著的成绩，成为革命文艺

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曲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振奋精神，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创作演出了许多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好书目、好曲

目，收集、整理出许多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传统作品，锻炼和培养了许多曲艺人才，为丰富

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

极的贡献。并取得不少宝贵的经验。我国的曲艺品种现已发展到四百种以上，曲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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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十余万人，曲艺的创作演出活动越来越活跃，曲艺在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曲艺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更加光辉的新阶段。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曲艺，不愧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曲艺在

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确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

不能不认真地研究曲艺，就不能不积极地发展曲艺。任何轻视曲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

对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曲艺毕竟是过去的时代的产物，其中也的确有些消极落后

的东西；在曲艺改革工作中也曾发生过一些偏差和失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于一

九八六年共同商定编纂出版《中国曲艺志》，并报请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主要目的就是

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地记述我国曲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地反

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曲艺改革工作的显著成就和曲艺史、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以促

进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编纂出版《中国曲艺志》是一项带开创性的大工程。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很重视这项工作，一方面在方针上给予指导，一方面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

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曲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曲艺界的同志们对这项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从事志书编纂工作的同志表

现出坚强的事业心和极大的热情，许多同志为使这部书早日问世，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呕

心沥血，忘我工作，文艺界和社会各界有关人士也给予积极支持。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提高

了工作的勇气和前进的信心。同时，我们感到，编纂工作中的困难也很多。首先是史料、资

料缺乏。由于旧社会不重视曲艺，在我国的艺文志和地方志中极难找到曲艺方面的记载；

若干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少有人记录、整理出来，有些记录下来的材料，也难免讹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部门曾经收集、记录、整理过一些曲艺资料，不幸的是，。文

化大革命”中大都散失；有些老艺人相继去世，更增加了收集资料的困难。其次，是曲艺理

论研究工作还相当薄弱，可利用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编纂《中国曲艺志》又无前例可循，

缺乏经验。第三，在人力和物质条件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总之，这部《中国曲艺

志》的编纂出版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家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和积

极探索的结果。‘

编纂出版《中国曲艺志》既然是一项带开创性的工作，客观上又存在着许多困难，加以

我们的认识水平和编纂能力有限，这部志书难免有缺点和不足。我们热切希望，今后继续

得到各方面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以便群策群力，使这部志书越修越好，并通过修志工作，

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曲艺事业不断推向前进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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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宗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

可能系统、翔实地记录和整理各地区、各民族曲艺历史与现状的有科学研究价值的资料，

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曲艺改革的成就及其理论研究成果，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民

间文化艺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曲艺事业，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一、本志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编纂。

一、本志时间上限，各卷按本地区曲艺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下限一律至公元一九八

五年底截止。

一、本志各卷统一按《<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的要求编写。分综述、图表、志略、传

记四大部类，并按此顺序排列。

综述以历史时代为序，概括地记述本地区曲艺的历史和现状；

图表设本地区行政区划图、曲种分布图、大事年表、曲种表及其他有关图表，

志略包括曲种、曲(书)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

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及其他等，并以此顺序排列#

传记是为本地区曲艺活动中有成就、有影响的演员、音乐设计和伴奏人员、作家、教育

家、理论家、活动家等人物立传。立传人物均按其主要从艺地区记述，以生年先后为序排

列。凡本志所记时间下限以后去世者与尚在世者，均不在本志列传，其艺术活动及成就在

有关部类中记载。

一、本志附录，撷收本地区与曲艺有关的政策、法令及其他的有关资料。

一、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以朝代及其年号为先，夹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一、本志志略部类中曲(书)目之排列，以其名称的笔划为序；传记部类人物排列以生

年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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