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习俗
巴渠河川剧经历年深岁久的发展，应市场需求逐渐形成一些旧

的演出习俗。200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巴渠川剧史》，由被
誉为“剧坛全才”的已故川剧花脸演员何光表撰写。书中提到，巴渠
河川剧过去的演出习俗大致有：大贺戏、寿诞戏、神诞寿戏、踩台戏、
迷信戏、堂会戏、点戏、打闹台、跳加官、登场、罚戏、挂红放炮、院坝
戏。

打闹台又名打头牌，一般是在演出前为等候观众或地方头面人
物进行的演奏。其过程大体是观众入剧场时，由二鼓匠（即打堂鼓
者）擂击二鼓，之后乐队成员合奏“三吹三打”。“三吹”即锣鼓之中插
入的三支唢呐曲牌。第一支往往是《汉中山》。曲牌吹毕，又接着打
锣鼓。锣鼓打一阵后，又吹第二次曲牌。如是三次，既谓之“三吹三
打”，其吹打时间长短，以打杂师（管事者）招呼“开戏了”为止。还有
一种打闹台的方式，不用唢呐，只用打击乐器演奏若干串在一起的
锣鼓牌子，其作用与“三吹三打”一样，为的是等候观众或头面人物。

罚戏，顾名思义惩罚，一般是传统表演艺术或剧情违背了常规
（包括演出事故）就要受罚。主要是罚戏班或出差错的演员重演或
重点一台戏。罚戏是不给钱的，因此无论演员或戏班，演出时都马
虎不得。院坝戏，每逢天旱求雨或婚丧嫁娶，要请戏班唱戏。也有
人为祈告神灵、求财求子，请戏班唱戏，谓之为“还愿戏”。这些戏一
般在“万年台”或院坝中演，因而被概之“院坝戏”。

川戏班
相传明末清初，渠河一带普建戏楼，但当时依靠戏曲表演营生

的艺人得不到社会尊重，被鄙视为“下九流”。如果戏曲艺人参加袍
哥会不能进“仁”、“义”两堂，出席酒宴不能坐上席，特别是唱旦角的
女艺人，更是朋友羞与为伍，族人不准其进祠堂，死后不能入祖坟，
由此各地官方史志不记载“戏班”的事。而据现在能查到的文字资
料是在清道光元年（1821）以后，才有了各地自办或集资办戏班演唱
川戏的记载。到光绪、民国时期，各县城或场镇纷纷创办戏班，对于
戏班的记载也就逐渐多了。

据《巴渠川剧史》，清道光年间（1821—1850），川戏在渠江上游
巴河沿岸商贾繁荣的白衣、江口、坦溪、兰草、澌岸等场镇（均隶属现
在的巴中市平昌县）普遍流传。同治二年（1863）通江县草地坝有兴
隆班演出（隶属现在巴中市）。同治十年（1871），万源县大竹河街上
创办了“鸣春阁剧社”（戏班）。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江县城隍庙改修结束，川东有名的
“同翠班”到此唱踩台戏。民国九年（1920），“全龄科班”在渠县城演
出。民国元年（1912），“全胜科班”在达县城郑家祠堂开戏园演出。
同年，宣汉县“向茂春戏班”在县城和南坝场一带演出。民国十三年
（1924），范先吉在大竹县城创办“竹阳剧社”（戏班）等，这些是渠河

沿岸各县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川剧班社中的一部分。后来，有的县多
达十几个戏班。

打玩友
渠河两岸的人喜爱川剧，闲暇三五成群交流学唱川剧过戏瘾，

久而久之这种自娱自乐方式被俗称“打玩友”，延续至今。好打玩友
者中不乏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如1933年12月至1938年10月，川军
21军第四师师长范绍增两次带着玩友班入驻达县城。范绍增诨名
范哈（傻）儿，嗜好川剧，爱打玩友，还经常到茶馆里和玩友一起打围
鼓。奉命调离达县时，范绍增的玩友班就地解散，但他离开前给每
个玩友派发50块银元，以作生活之用。

相比范绍增，国民党陆军163师师长陈兰亭的戏瘾更大，他的
师部常年养有一个玩友班子，聚集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艺人，自己
是玩友班的鼓师，且技术一流，在国民党高级军管中亦属少有。陈
兰亭本是袍哥大爷，占“义”字，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个袍哥集团。
陈兰亭为满足嗜好，不惜重金邀请到多个戏班的“高人”，封其师部
副官，以师部名义固定支付薪饷，薪饷等级视艺术水平高低而定，外
界把这批人称为“玩友”副官。

陈兰亭玩友班上手琴师叫陈大毛，本名陈震权，广安县人，解放
后在达县地区川剧团任琴师，1970年病逝。下手琴师龙春和，川南
人，系陈大毛的徒弟，解放后在四川省川剧学校任老师。大锣先百
川泸州人，大钹王少华江津人，二鼓邹明贵南充人，解放后先、王、邹
3人在达县地区川剧团任演奏员。站场（小锣），一般临时找人填
充。唱口有：马良玉，男旦，湖北人；曹锡山，须生，自贡人；马敦品，
男旦，简阳人，解放后在达县地区川剧团工作；申玉松，须生，成都
人，达县中学教师，不领固定薪饷，由陈兰亭送他一些钱作为报酬。
解放后，陈兰亭居住重庆时，还经常到大梁子茶馆和玩友打围鼓。

研究社
清朝中、后期，达县城里没有固定的川剧演出班社，也无固定的

川剧演出戏园子，但在每年农历正月过了，二月初二土地会前后，各
地戏班应时而至，在南门外金华河滩搭露天台子演出，直到洪水季
节到来为止。

民国元年（1912），广安县“全胜科社”在西赵家（赵固乡）演出，
被达县城的绅士邀请进城，租郑家祠堂（永久粮库）建“绥乐茶园”演
出川戏。次年，达县石桥乡王润堂集资在郑家祠堂附近新建一座
“绥乐茶园”，作为全胜班的正式固定演出场地，王润堂遂成全胜班
的老板，由此全胜班成为达县城第一家川剧班社。后来达县陆续出
现的川剧班社有靖国军班、顾青山班、新华舞台、城隍庙戏院、长胜
科社、达县川剧研究社、游民剧团。

达县川剧研究社是戏班名称，并非搞理论研究，是唱戏的班社
团体。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达县城的玩友王少华、陈震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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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川、龙春和、邹明贵、覃正东、马良玉、高代中、
李汉群、胡文志、赖子康、杨国成、周代忠等人，在
正南街（今翠屏路）的德光茶馆里成立了“达县川
剧研究社”，由达县参议长曾继武和袍哥大爷龙
养泉为社长。戏班成立后，曾继武和龙养泉出面
找周旅长夫人协商，把她的戏箱行头租借给研究
社作为底箱。本是戏迷的周夫人慷慨支持，将留
存多年的戏箱赠给了研究社。

1949年10月，重庆发生“九二”火灾后，达县
川剧研究社在火神庙（西街金地阳光大厦即其旧
地）为受灾居民募捐演出3天，演出剧目《阳河
堂》、《南明关》、《桂英打雁》等。募捐演出门票由
曾继武、龙养泉出面摊派给各机关、驻军、商人、
商贩。

川剧团
川剧团，是达州坊间对位于大西街原“达州

市川剧团”的简称，该单位占地面积3037平方
米，其中1221平方米的剧场可容观众1138人。
2001年文艺体制改革，达州市川剧团、达州市歌
舞团、达州市京剧团、达州市杂技团合并，组成
“达州市艺术剧院”，至此“达州市川剧团”成为历
史上的一个名称。一些爱好川剧的达州老人回
忆，曾家喻户晓的“川剧团”成立于解放之初，该
单位虽曾多次更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川剧
团”。

通过聂绍红收集的《达县地区川剧团志》复
印件，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3月，原达县川剧研
究社、游民剧团部分成员及玩友共计40余人，组
建成新的达县川剧研究社，它是经政府批准组建
的县一级专业戏曲表演艺术团体，演出地点在火
神庙，与当时的京剧团共用一座戏台，川剧白天
演出，京剧夜晚演出。后来，随着开展基层文化
宣传的需要，1951年达县川剧研究社改为达县川
剧改进社，1953年改为达县川剧团，1958年改为
达县专区川剧团，1964年改为达县专区农村川剧
团，1969年改为达县地区川剧团革命委员会，
1971年改为达县地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川
剧队，1972年改为达县地区川剧团，1999年改为
达州市川剧团。2001年，达州市川剧团被合并前
的最后一场演出是折子戏专场，演出剧目有《穿
鞋定情》、《失子惊疯》、《杀瞿义》、《杀狗惊妻》。

在那个看戏比看电影更容易的年代，川剧团
曾两次受邀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汇演。而如今，川
剧团家属楼上的大字标语“弘扬民族文化，振兴
川剧艺术”，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里曾有
过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氛围。

创辉煌
1958年，川剧团响应时代号召上山下乡巡回

演出，共计为基层工人农民演出835场，其中城
市271场，农村564场。此后，戏曲舞台艺术受影
视艺术迅速发展的冲击，川剧团演出逐年减少。
时至2001年12月川剧团被合并前，当年演出仅
有20场。然而，自1950年剧团成立至被合并的
这51年期间，川剧团创造过多次辉煌。

1966年由张文志、罗立容、曾宪元、胡嘉芝等
7人参加四川省赴京汇报演出团，在北京中南海
怀仁堂演出了川剧团创作剧目《管得宽》，受到刘
少奇、周恩来、薄一波、陆定一、杨尚昆等国家领
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1983年，川剧团在成都公
演《点状元》、《汉官怨》等剧目期间，中共中央委
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两次观看演出后，
在与演员亲切交谈时见到舞台上的宿铺称，“简
单，作风简朴，具有老根据地的特色”。事后，张
老秘书送来题词：“蓉城放光，巴山辉煌；川剧艺
术，精神粮食；品德高尚，大力发扬；勤劳简朴，世
代流长”。

1986年4月21日，川剧团在京演出由宋小武
编写，文先贵、朱家祥导演的剧目《史外英烈》，受
到首都戏剧界专家、评论家的高度好评。4月24
日，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和中国戏

剧文学会联合召开了有37位专家到场的座谈
会。5月8日，《史外英烈》应中央办公厅邀请进
入中南海怀仁堂汇演。《史外英烈》在京演出期
间，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台分别录像和录
音，《人民日报》、新华社、《戏剧电影报》等各大报
刊发表新闻、评论、剧照。一时间，弘扬川剧成为
戏曲界的重要话题之一，掀起了振兴民族传统戏
曲文化的浪潮，川剧团也因此闻名遐迩，“圈粉”
无数。

重交流
川剧团从不固步自封，经常与全国各兄弟剧

种、剧团互相进行艺术交流与学习，同时还通过
辅导带动各县级剧团进步，从而使达州境内的巴
渠河川剧艺术水平得到整体提升，为传承民族传
统戏曲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0年，四川文化厅举办“全省川剧老艺人
示范演出大会”，达县专区川剧团被省文化厅邀
请参加示范演出的老艺人有廖盛奎、刘学智、陈
震权，同时派往成都观看学习的有文先贵、张莆
秀、王家达。同年，达县专区川剧团到陕西省安
康地区、紫阳、镇巴县以及汉中地区、西乡县巡回
演出时，每到一地就与当地剧团进行艺术交流、
技艺切磋。当年，专区川剧团还先后派出名演员
董舫卿、梁成志、刘玉书、赖祥麟、彭少安，分别到
开江、巴中、南江、平昌、通江的川剧团传授川剧
技艺数月。

从1962年至1983年，川剧团曾选派文先贵、
张文志等人去重庆参加“五专（五个专区）一市
（重庆市）川剧青年演员进修班”学习；出胡永忠、
蒲代吉、曾宪元等人到西安市向西安秦腔二团学
习；徐金梅、周万秀、沈吉伟、付少康等人到北京，
向正在京城演出的上海京剧院学习；冉瑞琼等人
到广西桂林向广西京剧团学习；张文志、蒲代吉
等到北京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学习；康仕金
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化部“第四届戏曲演员讲习
会”学习。在这不断自我提升的21年里，川剧团
的演艺实力得到业界高度认可，吸引重庆市、贵
阳市、解放军铁道兵第八师宣传队先后专程来学
习和移植川剧剧目。

办艺校
在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指引下，川剧团为让

民族传统戏曲文化艺术得到更好传承，一直把培
养接班人作为重要工作之一，通过参与新办培训
班、艺术学校的方式，培养出大批新生力量充实
达州各县川剧团，不断助推达州川剧艺术队伍的
演出质量。

1958年4月中旬，达县专区召开的文化艺
术跃进会上，各县要求达县专区开办川剧演员
训练班。随后，达县专区发出同意开办“四川省
达县专区川剧演员训练班”文件，并定于当年6
月1日正式开学、启用公章，该“训练班”是解放
后达州的第一个戏剧艺术专业教育机构。当
年，川剧团团长马贵刚任“艺校”副主任，董舫
卿、彭少安、赖祥林等10多位演员任教师，55名
学员全是各县川剧团选送的青年演员，经过为
期半年的训练后，当中一些人后来在各剧团担
任导演、主演。

据1986年达县地区文艺训练班印制的内部
资料《达县地区艺术教育史略》记载，达州创办的
戏剧艺术专业教育机构应时代需要曾多次更名，
被坊间习惯简称为“艺校”，仅招录过8批学员，
校址不固定，培训期限不统一，川剧团前后指派
数十名演员任教。1988年，“四川省川剧学校达
县班”是达州创办的戏剧艺术教育机构的最后一
个名称，因达县地区与四川省川剧学校协商达
成，以“省川剧学校”的名义挂牌招生，学制4年，
31名学员毕业后以“省川剧学校”名义发毕业证，
该校位于巴山体育场西三楼，就是现钟楼对面中
心广场公交站位置。1992年，“艺校”全体学员毕
业分配到达县地区川剧团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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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川剧团在怀仁堂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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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校”第一批学员排练

2016年川剧爱好者在滨河游园打玩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川剧玩友合影新编川剧历史剧《史外英烈》剧照

川剧团在怀仁堂汇演《史外英烈》得到卓林接见

川剧旦角罗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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