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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扬一枝花》

前言

扬州，历史上曾经是我国东南部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因为兼容并蓄了来自吴越、楚汉、中原乃至
燕赵的文化精髓，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充满个性与生机的扬州文化，由此也使她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风光明媚，景色秀美，只要你走进她，就会感受到游在画里，住在诗中的浪漫情趣；这里有独
树一帜的园林胜迹，你能亲身体验到城在园中，园在城内的真实景致；这里有活跃的文化创造力和浓
郁的文化氛围，连天上的二分明月，地面的十里春风，都隐藏着许多美丽动人的历史故事；这里有不
同风格、不同门类的艺术品种，从这些不同特征的艺术形态中，你能触摸和探寻到扬州人的审美情趣
和文化心理；这里有蜚声中外的扬州画派，透过那寓意深邃的画卷，你会感受到扬州人敢于冲破桎梏
、励志创新的文化追求。然而，千百年来，这片富庶、繁华的乐土，曾经承受过太多的苦难：鲍照的
一篇《芜城赋》，写尽了千年前她的劫难和创伤；四百多年前的那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多铎用屠刀让
这座城池哀鸿遍野；七十年前的日本侵略军，曾经在这片沃土上疯狂地掠夺和杀戮。然而，暴力没有
能切断扬州人心中的民族情结，也没有能让扬州文化湮灭、断流、被同化。倒是一场鸦片战争带来的
民族屈辱，改变了她的交通枢纽地位，一度给扬州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重创，并引起了一些人对她的
前景的担忧。“一条津浦路，一条沪宁、沪杭甬路，几条大轮船，便把扬州倒栽下来了。”曹聚仁先
生的这句话，道破了扬州由繁盛转而衰败的原因，也隐藏着他对扬州能否振兴的深深疑虑。但他没有
料到，失去的可以重建，而且会建设得更好。当铁路、跨江大桥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替代了当年的
运河、长江、驿道后，那一度衰败了的扬州，又神奇地恢复了往昔的繁荣。他也没有料到，那丰富的
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库，正是这个基因，使扬州文化得以世代凝聚、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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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扬一枝花》

内容概要

《维扬一枝花:扬州扬剧艺术》内容简介：扬州，历史上曾经是我国东南部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因
为兼容并蓄了来自吴越、楚汉、中原乃至燕赵的文化精髓，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充满个性与生机的扬州
文化，由此也使她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风光明媚，景色秀美，只要你走进她，就会感受到游
在画里，住在诗中的浪漫情趣；这里有独树一帜的园林胜迹，你能亲身体验到城在园中，园在城内的
真实景致；这里有活跃的文化创造力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连天上的二分明月，地面的十里春风，都隐
藏着许多美丽动人的历史故事；这里有不同风格、不同门类的艺术品种，从这些不同特征的艺术形态
中，你能触摸和探寻到扬州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这里有蜚声中外的扬州画派，透过那寓意深邃
的画卷，你会感受到扬州人敢于冲破桎梏、励志创新的文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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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扬一枝花》

书籍目录

《扬州艺术丛书》序 陆苏华引言说古道今话源流土人土班乱弹戏娱神娱俗香火戏载歌载舞花鼓戏亦新
亦旧维扬戏新生曲折振兴激浊扬清述剧目剧目来源内容分类文学传承剧本创新高唱低吟赏音乐声腔来
源演唱技巧曲调伴奏音乐创新既庄且谐说表演喜剧最当行文武有绝技博采众长成一家承前启后记科班
新新社永乐社民鸣社男女同科许家班科班一览艺徒与艺校浓妆淡抹品流派金派：深沉含蓄委婉舒徐高
派：端庄华贵酣畅淋漓华派：婀娜刚健华彩多姿石派与周派：雄浑苍劲风流倜傥耀古辉今谱明星昨夜
星辰闪耀今夜星光灿烂经典赏析夺印血冤皮九辣子史可法真假二十四小时县长与老板作者絮语扬州艺
苑门外谈(跋) 赵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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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扬一枝花》

章节摘录

插图：扬州以西的天长、六合、仪征等西部丘陵地区为洪山派，扬州东部，江都、高邮、兴化、泰县
等里下河地区为五岳派。也有人具体指出，扬州、江都、邗江、仪征、六合的东半部为洪山，六合的
西部、泰州的东部以及高邮、兴化等地为五岳。实际上，随着扬州香火向戏曲的演变，两派之间的区
域界限已逐步打破。但从唱腔上来看，来安、天长、六合以及扬州西部邗江丘陵地区的【洪山调】，
确是别具一格。可能由于当地方言，与纯粹的扬州话，有一定差异，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唱腔。建国前
有一段时期，当地称香火戏为“洪山戏”，建国后安徽省来安县、天长县还专门成立洪山戏剧团和洪
山戏学校，同时举行老艺人座谈会，收集、挖掘遗产。潘喜云、周荣根等老艺人曾应邀参加过天长县
委宣传部召开的洪山戏座谈会。后来逐步倾向于认为“洪山戏”属于扬州香火戏的一个支派，才不用
“洪山戏”的名称，改称扬州戏和扬剧。关于“五岳”的来历，有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据老艺人汪
麟童先生幼年时听前辈艺人王长坤讲：“唐太宗时，有异姓五人，同属扬州府各县的举子。因进京赶
考误了考期，又无回家的路费，患难相帮，结为异姓兄弟。为了糊口，用扬州家乡的香火调、鼓儿词
编成故事演唱，听者甚多。后被唐王得知，宣入宫廷演唱，为了听曲方便，便在宫中挖一地坑，上盖
木板，置五人于坑中。吃住均在坑内。皇帝高兴，一蹬地板，下面就敲锣打鼓唱起来。时间一长，皇
上将地下五人忘了，结果饿死在坑中，五艺人化为厉鬼，大闹皇宫。唐王无奈，封他们为五岳之神。
”泰县老艺人朱凤楼提供的《五岳神书》中，还具体记载了五位艺人的名字：“大郎姓周名周生，李
琦就是二官人，三郎姓杨名文辉，四郎姓朱叫天林，五郎姓吕名吕太，结拜弟兄五个人。”五位艺人
成了五岳之神，也成了香火的祖师爷。长期以来，五岳之首、掌握东岳的周生的诞生日三月二十八日
，是香火艺人的节日，每年都要做“东岳会”，烧香礼拜。香火艺人有重大活动，也都在这一天举行
。例如1929年成立上海维扬伶界联合会时，六个戏班举行义演，就是在这一天举行的。关于“洪山”
的由来，也有很多说法，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以“洪山”为名，自成一派。据六合帮老艺人
王长坤讲，六合有座大洪山，六合帮香火都在大洪山周围，因与东乡的香火有矛盾，从“五岳”分裂
出来，以“洪山”为名另立一派。另一种说法，与太平天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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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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