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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戏曲的现状与发展 
谢伯淳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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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在合川的盛衰及其发展刍探 

谢  伯  淳 

    合川地处嘉、涪、渠三江汇流之处，水路上通南充、绵阳、达州，下

达重庆、武汉、上海，是川东北一带历史悠久的物资集散地。市内山青水秀，

人阜物丰，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因而，川剧活动历来十分活跃、丰富。城乡

各处会馆、宗祠、寺庙大多建有戏台、乐楼，有的富户宅舍亦有戏楼台榭。当

年娱乐形式虽然不多，而演戏看戏蔚然成风的盛况由此可略见一斑。 

一 

    川剧流入合川始于何时，已不可考。现在知道合川最早的班社当首推

燕春班。清道光年间（1821—1850），合州大河坝（今合川区太和镇）仁、

义、礼三堂袍哥推管事徐狗耳朵为首创办川剧班社燕春班，在川东北一带巡回

演出，颇负盛誉，时人赞之曰：“看了燕春班，死了也心甘。”1932 年，由李

明德、何焕清、谢福庭等 5人对班社进行整顿，合股经营，称“新燕春班”，

在合川中和舞台演出，形成“座地园子”。1939 年，成都三益公一班由合川肖

家场人肖树人、合川龙市人刁廉全带领来合川，与燕春班合并，改名“新兴三

益公”。次年，新兴三益公 400 余人分为 3班。第三班由肖树人、刁廉全带领

去永川演出，因演员流失而解散；第二班由朱泰安带领到铜梁，与魏洪穆的

“四合公”合并，组成洪泰班，1947 年到重庆德胜舞台演出，改名胜利川剧

团。 

    合川较有影响的班社还有协力社（俗称“白菊花班”）。此社民国十

八年（1929）由黄荣生（艺名白菊花）与其他 3人合伙创建，系“分账班

子”，人称“钻青杠林的班子”。主要活动在乡下，有时也到县城作短期演

出。黄荣生系旦角演员，懂行，关心爱护艺人，在演出收入分配上按艺术高低

和出力大小取酬，管理合理，所以该班生存长达 20 年之久。其他班社还有利

胜班、游达山班、英华永乐社、新光明剧社、扶来社、洪兴班、王云之班、易

树云班、文华班、刘裕恒班、刘裕之班、大河坝班、杨中礼班、蒲献松班、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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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远班、陈全忠班、吴银洲班、长乐班、余丹庭班等 20 多个。外地来合班社

更是无计其数，三庆会、时和班、松寿班、天全班、雷芝春班、陈幺幺班等都

曾在合川留下较大影响。先后在合川献艺的川剧著名演员有：小生演员曾广

荣、柏书文、陈秉坤、姜尚峰、罗素春、曹俊臣、周世禄、蒲献松等；旦角演

员静环、白玉琼、筱月娥、筱丽嫦、筱美英、筱美玉、筱惠芬、筱小凤、鸣

凤、彩凤、俏环、薛艳秋等；生角演员陈淡然、黄耀庭、魏香庭、车佩新、杨

九成、王民哲、祝民达、肖荣华、筱叫天（邹西池）、张德成等；花脸演员周

凯全、周海泉、陈禹门、唐彬如、陈玉骏、吴晓雷、金震雷、赵小雷等；丑角

演员东方髡、笑侬、八根毛（谢海庭）、李笑非、自由人（李文庆）、陈全

波、苏成章、唐广体等。 

    川剧培养人才的机构叫科社或科班。现能追溯到最早的科班是清光绪

三十一年（1905）狮滩乡李伯如创办的春城班。以后先后出现的科班有怀宁科

社（晓字科班）、群乐科社、民益科社、三益科社、永宁科社、翠华科社、九

思科社、醒民科社等 8个。培养了一大批驰名全川的川剧人才。如吴晓雷、黄

晓富、肖晓康、刘晓扬、邱晓秋、陈民其、王民哲、罗群林、蒋群才、金翠贤

（金文品）、杨翠忠、张翠豹、黄翠章（黄君瑞）、王九如、杨九成、蒋民

英、蒋民芬、漆民雷、文民德、祝民达、唐民成、唐民凯、杨民文等。 

    业余川剧俗称“玩友”。解放前袍哥中各个堂口有，各帮会有，城乡

各街道、码头有，甚至有的富户家中也养有“玩友班”。凡遇红白喜事，都要

通宵达旦地“打玩友”（即座唱，亦称“打围鼓”）。有的玩友组织还购置了

服装道具，粉墨登场演出。合川有影响的玩友组织有城区的客籍俱乐部、成云

社、钧天社、余音川剧社、乐乐乐（读 Yao yue luo）、咏霓社、东北俱乐

部、永篤社、永联俱乐部、业余俱乐部、合川川剧社，大河坝的六律俱乐部、

庆安俱乐部、韶音俱乐部、八谐俱乐部、余音俱乐部，肖家场的永乐社、同乐

社、业余俱乐部、商余俱乐部，十二洞桥的同乐社、群乐社，铜溪的群英俱乐

部，狮滩的逸乐社，七间的冶情社，二郎的民众俱乐部，麻柳坪的麻柳茶社，

三汇坝的老滩会，南屏的高官俱乐部等等。 

    当时演出的剧目，除传统川剧外，还有创作剧目。民国二十二年

（1933），出现了“条纲戏”。“条纲戏”以小说为蓝本，由类似导演的人根

据小说讲述故事，划出场景，称为“说条”或“牵条”。然后，每个演员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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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和自己在剧中充当的角色，编出唱词或讲白（多为根据程式套子的即兴之

作，文学性较差），演员们互相逗号“码口”，即可登台表演。条纲戏一般都

是连台戏，一演几十本，以叙述故事为主，结构松散、繁冗，文学性、艺术性

都很差。后来，一些有文化的人，把条纲戏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形成剧本，

其文学性有所提高。清宣统三年至民国十三年（1911— 1924），刘怀绪先后

在怀宁科社和群乐科社教学，写有《一封断肠书》、《半升米》、《可惜青

春》、《茉莉姑娘》、《哑妇与娇妻》、《是谁害了她》等时装戏；民国二十

八年（1939），王贵昌随三益公戏班来合川，又带来《雷雨》、《新世界》、

《糟糠之妻》等时装戏。这些剧目都曾在合川演出。 

    燕春班早期为高腔戏班。但合川地处川东与川北要塞，三江汇合，水

路不仅可直达南充、重庆、遂宁，而且可顺长江而上，通往泸州、宜宾。燕春

班在合川城区成为“座地园子”后，各地艺人在此集散频繁，唱腔、音乐上兼

受四条河道影响。善唱高腔戏的张德成、廖静秋，以胡琴戏著称的吴晓雷、魏

香庭、浣花仙、金震雷，以及长于弹戏的陈玉骏、谙熟灯戏的陈全波等，都曾

较长时间在合川献艺。后来在合川定居的，有来自自贡，师承傅三乾的罗素

春、以川西胡琴戏唱功获誉的倩云（卢淑君）、自贡品玉科社出身、师承李艳

秀的祝卿（张清玉）、搭过汉班的眉山籍人、师承梅春林、唐彬如的张正乾、

南充永庆乐剧社科生、师承罗小凤、粉蝴蝶的淑君（蒙国英）、长于弹戏的大

同乐科社科生任同新（任子良）、营山籍人、师承刘学智、易桃源的李重九

等。声腔上兼容各条河道，异彩纷呈。 

    民国十七年（1928），川军 28 军第三师驻合川，副官刘炎如在成都邀

请一批川剧爱好者来合川，其中薛礼安是为东方圣人鞠子材拉胡琴、吹唢呐的

圣手，还有以唱功见长的花脸张华林、有浣派之称的旦角石德胜等，在合川成

立了客籍俱乐部，把川西坝子的优美唱腔传到了合川业余川剧界。合川人李语

前曾在成都三益公作售票员，学得川西胡琴、川北弹戏之唱腔，民国二十六年

（1937）回合川后，在业余川剧组织钧天社教习唱腔。乐乐乐鼓师黄中鸿（荣

县人），是资阳河高腔戏的传授者；小生、须生演员余霞轩(渠县人)，唱腔吸

收了天籁、萧楷成、张德成的优点，对合川业余川剧界的影响也很大。业余川

剧界的吹打拉唱，与川剧班社可以争长竞艳。 

解放前合川的川剧如此繁荣，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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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川自民国二十年（1931）起有一家电影院外，没有其它娱乐活

动，川剧成为人们娱乐活动的主要部分。城区同期有三、四家戏院同时演出。

人们除看戏外，自娱形式也主要是座唱川剧，尤其是农村，没有戏院，业余川

剧组织遍及村保。 

    2、合川三江汇流，交通方便，名角云集，争妍斗艳。而观众中，除往

来商贾，市民工匠外，河上的船工占了很大比例。 

    3、每年的会戏，是流动戏班的主要演出形式。凡遇某一神圣寿诞或其

它定期的庆祝活动，便由当地推出总会首，负责向士绅、商贾集资，请戏班到

某一有关寺庙唱戏。演出时间少则几天，多则月余不等，每天演出早、中、

午、夜 4场。如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的灯会、二月的观音会、土地会、三月的

东岳会、无常会、娘娘会、四月的药王会、秧苗会、五月的城隍会、单刀会、

六月的川主会、王爷会、九月的九皇会（眼光会），还有不定期的龙爪会、张

爷会、雷祖会等。遇有干旱、兵荒、瘟疫、匪盗等情况，要搬东猖、搬目莲，

一唱数十天。大户人家遇生辰、接媳妇、生儿子、举丧等红白喜事，要唱堂

戏。商界开业，要唱恭维戏。赈灾、救难，要唱募捐戏。 

4、工商界有的老板家中，长期养有鼓师、琴师，制有服装道具，遇有喜庆之

事，或空闲之时，聘请专业演员，或邀集业余爱好者，登台演出，或举行座

唱。如太和镇丝厂老板黄治安、黄锦文，就较长时间将鼓师刘汉章、范春庭、

方荣安、琴师刘银清、粟乃吉供养在家中，并从成都购置服装道具一堂，经常

组织演出。 

二 

    1950 年 7 月，新兴三益公经劳资改革，组成合川县新艺川剧团（后更

名合川县第一川剧团）。1950 年 3 月，合川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将合川的民间艺

人组织起来成立合川县文艺界杂技宣传队，其中川剧组 1955 年改建为新新川

剧团（后更名合川县第二川剧团）。此时，合川还有曲剧团、话剧团，共 4个

专业戏剧团体。1959 年 3 月，两个川剧团合并为合川县川剧团，曲剧团和话剧

团合并为合川县文工团。 

    1983 年以前，合川的专业戏剧团体每天都坚持演出午、夜两场，还经

常到本县区乡和外地巡回演出。合川川剧团长期设有剧本、音乐创作人员。从

1954 年起，率先在戏曲团体建立导演制度。并派人到重庆学习女帮腔、锣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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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至 1986 年，演出的代表剧目有《钓鱼城》、《屈原》、《花溪渡》、

《白蛇传》、《恩仇记》、《孔雀胆》、《谭记儿》、《白云楼》、《十五

贯》、《柳荫记》、《牛郎织女》、《红杜鹃》、《江姐》、《金沙江畔》、

《霓虹灯下的哨兵》、《杜鹃山》等。 

    1956 年，江津专区举行第一届川剧汇演，新艺川剧团的《白蛇传》获

集体演出奖，江仁惠、黄玉秀、绕邦兰、胡继先、李良明、杨登丽获演员奖；

《杀惜》，祝民达获表演一等奖，张清玉获表演二等奖；《雷神洞》，卢淑

君、任子良获表演二等奖。新新川剧团的《斩经堂》，邱宗福、曾菊芬获学员

表演一等奖。1960 年 2 月，一次川剧界具有历史意义的、承前启后的特大盛会

——四川省川剧老艺人示范演出，在成都八宝街影剧院举行。近百名川剧艺术

家荟萃一堂，同台献艺，争妍竞艳，各展风采。这次“群英会”，从 2月 15

日开始，至 2月 28 日落幕，历时 14 天，演出 21 场，上演脍炙人口的拿手剧

目 85 个。担负这次盛会光荣使命的“底班”工作，正是合川县川剧团。当时

全省专业川剧团有 240 多个，为什么把这一光荣使命交给一个县级剧团呢？据

老一辈艺人回忆，这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同志几经考察后点名确定的，主要

原因是：纪律好，行当齐全，服装道具高档。除作底班的 60 人外，还有鼓师

伍桂成、小生演员金文品、小丑演员黄腊丁（黄建卿）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演

出。演出结束后，合川县川剧团又在成都军区礼堂公演 1月，演出《白蛇

传》、《恩仇记》、《谢瑶环》等剧，其中任一钧改编的《白蛇传》，文辞绚

丽，比省、市剧团的演出本更富文学色彩，女托举、王道灵吊皮条等表演脍炙

人口，获得观众高度评价。 

    1982 年 9 月，合川县川剧团的大型新编古代川剧《阚泽荐陆》和大型

现代川剧《双江激浪》参加永川地区戏剧创作调演，《阚泽荐陆》获演出一等

奖，《双江激浪》获演出二等奖，邱永江获导演奖，邱宗福、任方智获演员

奖。1983 年 5 月，《阚泽荐陆》参加四川省首届振兴川剧调演，获精神文明

奖、演出奖、舞美奖。1984 年 1—4 月，重庆市文化局主持复排《阚泽荐

陆》，由倪国祯、余荣邦对剧本作了改写，袁玉堃任艺术指导，陈安业、潘和

志、曹明舒、戴席权设计音乐、舞美。熊平安、李明华、林森修、黄庭炎协助

演出。4月 5—10 日，赴重庆实验剧场接受省、市负责人审查，并公演 5场。

四川省文化厅为全剧录像，10 月，由四川电视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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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川川剧团先后招收培训学员 11 批共 150 名，左清飞、涂太中、李明

华等 18 人调省、市院团，成为享誉成渝的名角。合川县文化主管部门还多次

组织、抽调艺术人员外出学习。1957 年至 1958 年，江津专区举办了 3期川剧

演员训练班，合川川剧演员 42 人参加集训。先后参加了中央、省、市级学习

的艺术人员有张昶、朱治文、黎建明、牟崇礼、何明孝、李幼绩、李文彬、邱

永江、谢伯淳、黄介眉、秦建国、谭冶良、向庆等。 

    解放后，业余戏剧活动在有领导、有组织的情况下，开展得更为活

跃，更为普遍。不仅各镇、街、区、乡、村、社有业余文工团、宣传队，而且

各厂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也有俱乐部、宣传队。1981 年，全县有业余

剧团（队）65 个，其中舞台演出的 31 个。1979 年，出现了农忙从农、农闲从

艺的半农半艺剧团，1983 年，全县有半农半艺剧团 13 个。11 月，合川举办首

届农民戏剧节，龙市、双凤、太和、铜溪、利泽、狮滩、滑石川剧团、码头川

训班、云门曲剧团 9个半农半艺剧团演出了本县作者创作的大小剧目 15 个，

历时 11 天，演出 22 场，观众达 15000 多人次。6家全国、省、市报刊刊载报

道、评论，重庆电视台以《川剧锣鼓响山乡》为题录播了专题片。1990 年 4—

7 月，合川县举行川剧声腔大奖赛，116 人参赛，初赛 8场，决赛 3场，观众

达 8000 多人次。评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4名，三等奖 9名，优秀奖 26 名。

川剧团为这次活动作了辅导和示范演出。 

    解放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艺宣传工作，对戏剧创作一直作为重点

工作来抓。李正谊、黄秀松、张昶、任一钧、朱治文等人创作的《钓鱼城》、

《少年英雄刘文学》、《红岩》、《合州一朵云》、《真假美猴王》、《朱紫

国》、《柳桥湾》、《杨闇公》、《春风红雨》、《迎风展翅》、《回龙

寺》、《胭脂》等剧为专业剧团采用上演。文革后，戏剧创作更呈现出生动活

泼的局面，全县专业、业余创作人员达 60 余人，写出大小剧目数百出。专

业、业余采用上演的近百个，省、市、县报刊发表 30 多个。经黄秀松改编后

的《钓鱼城》，1981 年获四川省优秀剧目创作三等奖。刘道平的《钓鱼城之

战》1992 年获“重庆新作”二等奖。省、市获奖的小戏和戏剧小品《孟德才中

奖》、《贺礼》、《假如都是 Y的》、《森林爷爷》、《相亲路上》等 20 多

个。1988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钓鱼城戏剧选》，载入黄秀松的《钓鱼

城》和刘道平的《钓鱼城之战》两剧。合川戏剧家协会向《重庆新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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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合川剧作专集 2辑，自编剧作专集 1辑，收入大戏 10 个（刘道平的《钓

鱼城之战》、《治蜀斩夔》，邓兴林的《红绳误》，黄介眉的《凤凰仙子》，

谢伯淳的《唐伯虎落榜》、《三告状》，陈应德的《柳湘莲与尤三姐》，邓世

昌、蔡洪彬的《祁奚举贤》、彭月朗的《帝王媳》，李幼绩、杜运坤的《库银

案》），小戏 3个（杜运坤的《双登门》，杨瑞萱的《呼唤》，陈应德的《三

挑水》），电视剧 2集（朱治文的《5.11 案件》），谐剧 2个（秦建国的《艾

过余》，文余鼎的《打针》）及朱治文、杨栋勉的戏剧评论 2篇。 

    1989 年 10 月和 1991 年 10 月，谢伯淳创作、邱永江导演的大型古代戏

《唐伯虎落榜》和《智破神杀案》先后参加重庆市第二、三届雾季艺术节演

出。《唐》剧还由重庆市文化局和重庆剧协推荐，为西南地区戏剧艺术研讨会

献演。同会，又观看了《钓鱼城之战》录像。1991 年 3— 4 月，为配合重庆市

公安局“打拐”工作，谢伯淳创作、邱永江导演的大型现代戏《少女怨》在全

市上演 30 余场，3个选场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入专题片，产生轰动效应，

受到重庆市公安局和合川市党委、政府表彰。1996 年 1 月，重庆市举办川剧吹

打乐邀请赛，合川市川剧团演奏的《巴蜀锣鼓喜迎春》获一等奖。1999 年，谢

伯淳创作、邱永江导演的现代小戏《算八字》，由重庆剧协推荐，参加全国

“曹禺杯”戏剧大赛，获入围奖。 

    文武小生演员李良明是 1954 年学员，1960 年作为中国川剧团成员，随

团赴东欧 4国访问演出，在《柜中缘》、《白蛇传》中扮演岳雷、许仙等角

色，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邓颖超、罗瑞卿、郭沫若等中央领导

接见。1979 年，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1999 年 12 月，在中国第 5届映山红

民间戏剧节中，演出折子戏《逼侄赴科》，获表演一等奖。邱宗福是 1955 年

学员，1972— 1978 年，借调四川省川剧院，在《杜鹃山》中饰主角雷刚，随

团赴京汇报演出。后又在《卧虎令》中饰主角唐成，赴京汇报演出。在此期

中，还借调成都市川剧院，在现代大型川剧《贺龙》中饰演贺龙。1999 年 12

月，在中国第 5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中，演出折子戏《五台会兄》，获表演二

等奖。 

回顾解放后 40 多年川剧在合川的辉煌，有以下几点原因。 

    1、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历次重要活动，都拨给了活动经费。重大

活动，领导亲自挂帅。如声腔大奖赛，副县长李德安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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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副主任李文信、县政协副主席唐唯目、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廖国权、县文化局

长梁益新、副局长杨栋勉担任副组长。文化局艺术创评科科长朱治文任办公室

主任，亲自赴 6个初赛点组织初赛和示范演出。《阚泽荐陆》赴成都参加四川

省首届振兴川剧调演，由县文化局副局长（主持全局工作）刘道平督促排导，

并带队到成都。 

    2、领导有方，业务工作在同级专业艺术团体中遥遥领先。合川川剧团

有 100 多年历史，艺术功底深厚，在原“江八县”剧团中人称“老大哥”。

1954 年 4 月，县文教科派黄秀松到团作驻团干部，担负起了全团的业务工作。

黄秀松毕业于灌县（今都江堰市）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导演专业，精通

戏剧。他到剧团后，即对演员进行小品训练，建立导演制度。剧团上演的剧

本，必须经过他挑选、改编、移植；演员对剧本有意见，他亲自组织讨论，由

编导修改。定稿的剧本，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动。使剧团形成一个艺术的整体。

这是当年省委宣传部长明朗决定合川川剧团担任全省老艺人示范演出“底班”

的基本条件。学员举办训练班或随团学艺，都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训练制度，

从而使剧团的风范得以代代相传，人才辈出。 

    3、重视创作。上世纪 50 年代，剧团就从教师中选拔喜欢戏剧的人员

到剧团作专职编剧，又从部队转业人员中调入新音乐工作者从事音乐改革和创

作。合川县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丁禹孝、刘道平、朱治文、张昶带头从事戏剧

创作，写出了《合州一朵云》、《钓鱼城之战》、《治蜀斩夔》、《将军

渡》、《杨闇公》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他们还送从事戏剧创作的剧团职工

和业余爱好者赴中央、省、市学习、参加函授，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戏剧创作会

议，聘请专家进行辅导。上世纪 80 年代，重庆市文化局创评室对区县戏剧创

作工作的辅导，对合川的戏剧创作，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曾多次组织人员

到合川讨论、修改《阚泽荐陆》、《唐伯虎落榜》、《智破神杀案》、《少女

怨》、《孟德才中奖》等剧。 

    4、参加各种活动，扩大影响，培养更多的川剧爱好者。李良明作为中

国川剧团成员访问东欧四国，邱宗福在四川省《杜鹃山》剧组扮演雷刚赴京演

出，及他们参加中国第五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演出获奖，都为他们赢得了荣

誉，也扩大了剧团的影响。谢伯淳、龚思全参加全国、省、市的观摩、展览、

学习活动，剧团参加重庆市的川剧吹打乐比赛获奖，刘长宁、吕登荣、孙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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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重庆市川剧声腔赛获奖等等，都为剧团赢得了好的声誉。尤其是县（市、

区）里举办的群众性活动，更拥有众多的群众参与，使更多的人接触到川剧。

在娱乐形式多元化的今天，这是争取观众的一条必经之路。 

三 

    1979 年 12 月至 1980 年 4 月，县川剧团陆续招收学员 26 名，借用合川

师范校场地集训 1年，负责管理和教学的有黄秀松、罗素春、李良明、曾菊

芬、王碧华、周宜强、刘洪琴、蒙国英、邱宗福、饶正君、瞿世忠、李解等。

同时，聘请重庆市京剧团孟慧志、杂技团王大全、合川武协邓元亮作武功教

师，合川师范校黄文庆作声乐教师，易赐均作文化教师。这批学员，大多已成

为合川区艺术团骨干，但至今已不足 20 人。 

    2002 年 9 月，川剧团与歌舞团合并组建为重庆合川钓鱼城艺术团，

2005 年 4 月更名为重庆市合川区艺术团。两团原有演职人员 138 人，在职职工

55 人，经人员分流后，艺术团现有在职职工 20 人，招聘人员 20 人。 

    艺术团在几年的实践中，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先后创作了戏

剧小品、表演唱等艺术性、思想性较强的文艺节目。在庆祝建市 10 周年庆典

演出中，推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川剧特技“变脸”、“吐火”、“藏刀”、

“吹腊烛”等，增加了演出看点和亮点，受到了观众的喜爱。2002 年，参加重

庆首届乡村艺术节，我团选送的舞蹈《合川人的日子越来越好》获创作金奖，

表演唱《小妹一支花》、小品《陶行知》分获表演金奖和铜奖。2007 年，区艺

术团、区戏剧家协会创作演出的大型方言话剧《河岸春晓》和小话剧《人人农

家乐》，入选重庆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戏汇演并获“优秀剧目奖”、

“优秀演出奖”等 5个奖项，受到市委宣传部、市文联表彰。同时，在川剧艺

术的弘扬与传承方面，演出了川剧折子戏《逼侄赴科》、《柜中缘》、《人间

好》、《做文章》等，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艺术团在抓好这些创作节目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送文化下乡演出活

动，每年在城区演出 30 场，农村演出 20 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

精神食粮，积极地推动了地方精神文明建设。 

    今年 4月，合川区文广新局主办、艺术团承办、戏剧家协会协办了

“川渝川剧艺术研讨会”，艺术团的部分退休职工、79 级学员 80 余人出席会

议。会议还邀请了四川省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杨昌林、重庆市川剧院院长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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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国家一级导演宋天伟、重庆市艺术学校副教授李明华、陈祖明、段涵同及

绵阳、德阳、永川、潼南、铜梁等各地川剧演职员和业余票友 20 余人到会。

合川老、中、青艺术人员与各地来宾荟萃一堂，就川剧现状及继承发展进行研

讨，并公演 3场，演出折子戏 13 个，观众上万人次。对弘扬川剧艺术起了积

极作用。蒋淑梅是合川川训班 79 级为潼南县川剧团代训的学员，从艺 30 年

来，经遂宁、绵阳等地不断摔打，已成为川剧界的佼佼者，是国家一级演员，

梅花奖得主，四川省十佳青年演员，曾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献艺。这

次她回第二娘家，演出的《贵妃醉酒》获得了观众热烈赞扬。 

    研讨会上大家认识到，川剧艺术博大精深，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该传承和弘扬。但川剧一花独放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要继承和发展川剧艺

术，一是希望党和政府一如既往地给予大力支持，包括经费和人才培养；二是

顺应潮流，在多种文艺表演形式中，融入川剧演出，使人们在多种娱乐享受

中，体味到川剧艺术的魅力；三是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川剧艺术开辟

展示的平台，把戏送到农村、工厂等群众最渴望看到川剧的地方去；四是培养

后继人才，尽快解决后继乏人的现状。 

    合川是重庆市确定的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合川艺术团是合川区

唯一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一是艺术人才青黄不接，其原

因是编制问题，有编制也不准进人，使人才发生断代。目前采用的招聘办法，

使工作者不能安心，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又流失了。二是培养人才需要一定经

费，这需要政府的支持。三是演出市场不规范，文化馆是业余文化辅导机构，

却不务正业，在市场演出中与专业团体竞争，拿着国家工资搞外手，不顾质

量，压价，扰乱了专业艺术团体的正常运作。这些，都不利于川剧的弘扬、发

展。 

    合川区艺术团面临这些困难，仍在沉着应战。他们认为，在下一步的

工作中，必须抓好队伍建设，改善队伍结构，出人、出戏、出精品。这次川渝

川剧艺术研讨会，在合川产生了很好的反响，群众对川剧艺术仍然十分喜欢，

成渝各地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为了实施德润工程，弘扬传承川剧艺术，他们

争取每年举办 1次川剧艺术研讨会及专场川剧演出。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用 3至 5年时间，构建一支创作、演出、经济综合实力位居重庆区县

第一流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双牌坊华宇巷 25 号 

电话：401520 

电话：15086829738    （023）42823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