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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巷上弄一家瓷行放映。1937年春，赵寿延与人合伙，在福建会馆办起了新明星大戏院，
淘汰了手摇放映机，租来两台放映机，放有声电影，赵寿延经营电影院，虽然赢利，但受不
了地痞流氓、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终于负债累累，于1947年4月服毒自杀，之后由景德
镇人程又堂任经理，直到景德镇解放前夕才歇业。
    1949年5月，程又堂独资将程家巷上弄的大瓷行建成明星电影院，用35毫米提包机
放映。1950年2月3日，中共浮梁地委派程辉到电影院任经理，为公方代表，电影院改名
中华电影院。1950年5月，中共浮梁地委拨款在中山路中段西侧动工兴建人民电影院，
同时正式接管中华电影院。1952年夏，人民电影院竣工，首映《白毛女》，盛况空前，景德
镇市电影放映业从此进人一个新时期。
    1954年4月，成立农村电影放映队，1956年8月又成立第二放映队，电影放映开始面
向农村。1962年，成立红卫电影院和东郊电影院，市区放映点向工厂区发展。
    1964年5月，成立市电影管理站，1972年改为电影放映管理处，1973年4月成立电
影发行放映公司。1979年兴建光明电影院，1980年春节正式营业，1983年2月又建成了
东郊电影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电影网点遍布城乡，截至1985年底止，除市内4家电影院
外，工厂35毫米放映单位38家，农村35毫米集镇电影院5家，农村16毫米集镇电影院9
家，16毫米放映俱乐部18家，工矿办16毫米俱乐部12家，农村16毫米放映队19个，8．
75毫米放映队74个。全市城乡总共有189个放映单位，共接待观众34642526人次，放
映收人2499895元，发行收人1201622元，上缴国家利润195600元。

第四节 民间文艺

       曲艺

    景德镇曲艺有昌江大鼓、讲传说书、文词、道情、小调、莲花闹6种，都用景德镇方言
说唱，流行已久。
    昌江大鼓1874年，安徽宿县鼓书艺人张昆山到景德镇，在黄家洲说唱淮南大鼓书，
深受瓷业工人、船民及其他劳动者的喜爱。

    1912年冬，张昆山收了画瓷工人刘世澄（号屹蚤）为徒。刘世澄白天画瓷，晚上学鼓
书，3年后辞工不做，摆场子说大鼓书为生。张昆山把黄家洲书场让给徒弟，自己到何家
注另开书场。师徒俩每场必满，生意兴旺。刘世澄觉得用安徽口语说唱，很是拗口，征得

师傅同意，改用景德镇方言说唱，为创造昌江大鼓进行了探索。1923年，张昆山收了第二
个徒弟―湖北孝感县人陈梦楼。张昆山虽然是景德镇曲艺界一代宗师，但仍然是一贫

如洗，1925年冬病死在何家注墩头上。刘世澄于1926年5月在九江说书，被当地流氓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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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打伤，无钱医治，死在公厕内。

    陈梦楼继承师傅衣钵，仍在黄家洲说唱大鼓书，他前后收了徐天福、陈明初、夏巧亭3
个徒弟。1935年冬，陈梦楼吐血死在书场。此后3个徒弟各自摆场说唱大鼓书，昌江大
鼓经他们3个人的发展创造，才正式形成。

    1943年秋，浮梁民众教育馆组织全镇说书唱曲艺人学习宣传抗日新书目、新曲子。
同时成立浮梁县说书唱曲训练班，公推夏巧亭为总干事，陈明初为副总干事，组织民间艺

人开展抗日宣传。夏巧亭、陈明初、徐天福3人都下茶馆说唱大鼓书，群众戏称他们是书
场三鼎甲。当时，其他鼓书艺人也很活跃，富商弄河边有罗豆腐佬，抵陀林有江女保（盲
人） 、赛宝坦有金早生、湖南码头有曹广东佬、厂前冯都佬、财神弄河边有汪松德等等。主
要书目有《薛家将》、《西游记》、《杨家将》、（（岳飞传》、《水浒传》、《封神榜》、（（万花楼》、
《七侠五义》等30多部。

    讲传说书 讲传说书是专讲不唱，有的是照书本宣讲，有的不用书本，只是将内容熟
记在心，用自己的语言绘声绘色地传达给听众。

    清咸丰初年，有个经营瓷器的小商人陈公本，外号陈快嘴，在外地经商时喜欢听说
书，后来经商蚀本，生活无计，于1855年正月，在厂前照壁墙下摆几条板凳讲起传书来
了。从此，景德镇人把这种形式称为讲传，又因手捧书本，所以也有人叫说书，陈公本就

是这一曲种的创始人。此后，讲传艺人相继出现，到清末民初时就相当兴盛，火神庙有曹

麻狗、厂前有冯忠和、八卦图有刘金石（穷秀才出身） 、黄家洲有冯老馆。这种讲传说书延
续至今。

    文词1880年，宜黄民间说唱艺人高来庆，到景德镇卖唱为生唱的就叫文词，从此这
一曲种就流人了景德镇。

    文词，唱的都是戏文，只唱不演，所以称为堂会，也叫公堂文词。8个艺人组成一堂，
鼓板、月琴、三弦、琵琶、二胡、扬琴、板胡、笛子共8件乐器，自拉自唱，生旦净丑大家分
担，所以又称为八音文弹词。民国初年又吸收本地的民间小调，发展成文词曲剧。可以

演一些小戏曲，如《安安送米》、《雪梅教子》、《文表借衣》、《蒙正祭灶》等20多出。唱文
词的堂班有：1889年由顾急子、刘团头等组成的高乐堂；1894年由汪寿山、汪启旺等组成
的喜乐堂；1917年由韩烂头、徐福田等组成的老乐堂；1931年由余松标、杨女女等组成的
永乐堂；1938年由张定山、吴贤良等组成的新乐堂；1942年由周求高、冯作茂等组成的义
乐堂等等。

    景德镇城乡有婚寿酬神等喜庆活动，都会请他们去唱堂会。其中徐福田、吴贤良、杨
女女、熊金贵4人是很有名的琴师，号称景德镇的三把半胡琴（其中熊金贵因琴风流滑，
大家只承认他为半把） 。

    道情1911年夏，高安艺人刘水德到景德镇串街走巷卖唱为生。他唱的是《卖花
记》、《白扇记》、《乌金记》、《合同记》、《破肚记》等通俗唱本，很受镇民欢迎。道情只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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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简板、一只道情筒。唱腔仅一种旋律，演唱者用快慢轻重等表达感情变化，能发出平
板、缓板、快板、悲板4种节奏。
    民国初年，盲人湛东科（12岁）在景德镇打莲花闹讨饭，14岁时被刘水德收为徒弟学

唱道情，师徒俩栖身于华陀庙，相依为命。湛东科天资聪慧，3年后就能单独演唱，技巧方
面比师傅还胜一筹。湛东科21岁时，刘水德病死。从此，湛东科成了景德镇有名的道情
艺人。

    1932年，湛东科开始在黄家洲摆场子说唱道情。他的主要曲目有《血袍记》、《合同
记》、《乌金记》等。群众将他的名字叫别了字，东科讹为冬瓜。一提起冬瓜瞎子的道情，
无人不称赞他唱得好。
    1956年2月，湛东科参加了江西省第二届民间艺术会演。1959年又参加了全省第一

次曲艺会演。两次都获得了奖励。
    小调 小调又称清唱，20世纪50年代末还叫过清音。清代，景德镇有几家妓院，妓

女们在接客时都唱苏州、扬州一带的小调，如《扬州相思》、《扬州十打》、《茉莉花》、《夜落

金钱》、《跌断桥》、《虞美人》、《下象棋》等。1926年，徐福田、吴贤良、熊金贵等琴师被妓

院请去拉胡琴伴奏，这几位琴师同时又是文词的琴师，因此江苏小调从此与文词融为一

体，成为文词堂会的曲目。抗战期间，学唱小调的妇女多了，她们参加说书唱曲训练班，

改革唱词，宣传抗日救国。新中国建立后大多数都参加了曲艺队。1958年8月，段杏娥、

张滴如、萧集明赴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曲艺会演。

    莲花落（闹） 光绪末年，有个走江湖的艺人到景德镇乞讨，因为他是哥老会的老大，
人称陈老大，真名不详。他善唱莲花闹，手拿叶子板，随口编词，见什么唱什么，如“走了

东家到西家，拜了状元拜探花⋯⋯”如果这家有个老太婆，他就唱“兹眉善目老太婆，年纪

要活一百多，样子和气精神好，赛过当年杨令婆”。后来收了刘水德为徒，刘水德又传给
了湛东科。

    这种莲花闹，北方叫数来宝，有的地区还叫金钱板。

     十番班

    俗称吹鼓手，就是为婚丧喜庆服务的民间乐队。明、清时这种乐队由10种乐器组
成，故称十番班。后来逐渐减少，至民国时只剩下唢呐和锣鼓，必要时加一支大号（俗称

先锋） 。建国后，有时竟减至二对唢呐吹奏。
    这种十番班，并无专业班社，只是由一个人挂牌，有了主顾，临时请乐手组成，人数可
多可少，由主顾需要而定，任务完成即散。
       灯彩

    龙灯 由于景德镇是“工匠来八方”之地，又是万商云集之处，各种风格的龙灯也汇

集于此。有瓷龙（茶杯盖、汤匙、酒杯等组成） 、银龙（金银首饰扎成） 、草龙（稻草扎成） 、
板凳龙（条凳组成） 、桥板龙（木板连接而成） 、香龙（每节龙身上插许多线香，不用蜡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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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篓龙（即断龙，又称散龙） 、绸龙（用绸布扎成） 、花灯龙（花灯组成） 、布龙、纸龙、灯笼龙
（纸灯笼组成）等等。就龙头而言，又有园头龙、高额龙、长嘴龙、权角龙、肉角龙、刺角龙、

长鼻龙、隆鼻龙等等，是各种龙灯的总汇。特别是五王庙的神龙，一只直径约2米铁龙
头，龙头上再糊纸。以后请龙时层层加糊，旧纸并不撕毁。如果糊得太厚，需要换新，必

需选吉日举行隆重的仪式。龙身13节，披黄布彩绘鳞片。神龙出巡时，沿街大小店铺，
全都香案迎接，燃放鞭爆。 由于龙头太重，不能起舞，只能由人们扛着略作左右摆动，沿
前、后街游走一遍再回庙。

    蚌壳 一个扮蚌壳精（女）  ，身背大蚌壳，一开一合；一个扮老渔翁，手拿渔网，当街表
演，活泼、诙谐。

    狮子 玩狮子实际上是一种武术活动。景德镇的狮子有乌一黄二的说法，打乌毛狮
子的，还必须是全市武功最好的，黄毛者居第二。但一般都喜欢背绿毛狮子上街，意思是

不跟人争高低，以免惹是生非。玩狮子时，首先都要当街表演一通武术，如大刀、双刀、
铜、三节棍、九节鞭，齐眉棍等。

    高跷、抬阁 高跷、抬阁、都是按戏文化妆游行，并不表演。高跷大都是外地人，抬阁
则都是本地人，用小孩扮戏中人物，坐在固定的抬架上让大人们抬着走。这些活动一般
都是迎神赛会、元宵闹花灯时才举行。

    曲艺队1949年9月，鼓书艺人夏巧亭、陈明初、金早生、江女保等人组织了说书改
进小组，由夏巧亭任组长。1950年2月又吸收了文词、小调、道情等曲种的艺人参加，改
名民间艺人学习组，仍由夏巧亭任组长，这便是市曲艺队的前身。

    1952年5月，民间艺人学习组发展到60多人。市文教科决定成立景德镇市民间曲
艺队，由文化馆领导，选举夏巧亭为队长，陈明初为副队长。队内设说书组、文词组、道情
组和清唱组。

    1954年春，又改名为景德镇市曲艺队，由市文教科领导，派干部来队制订了一系列规
章制度，从此市曲艺队走上了正轨。

    1958年8月，夏巧亭、段杏娥、张滴如等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夏巧亭被
评为红旗曲艺工作者（全国仅13个）  ，同时被接纳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1959年春，在八卦图河边建造了曲艺场，可容纳观众200人，为文词、清唱的场所，其
他各组都有自己的演出场所。艺人们按规定向市曲艺队缴纳公益金和公积金，艺人的福
利事业有了初步的保障。

    1％3年，市文教局派汪庭仁来队主持工作，夏巧亭改为曲艺工会主席。不久，汪庭仁
离队，又派洪长 来队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曲艺队被撤消，夏巧亭、陈明初、罗水生
等主要曲艺艺人被下放农村劳动，许多曲艺艺人被迫改行。

    1979年n月，夏巧亭赴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曲艺
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曲协理事，1982年9月，又当选为中国曲协江西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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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1981年，景德镇市进行曲艺艺人登记。1982年2月成立昌江区曲艺队，属昌江
区领导，区文化馆负责业务管理。艺人们自选队长，自负盈亏，市文化局派夏巧亭到昌江
区文化馆工作，辅导曲艺队曲（书）目的整理、修改。从此，景德镇市民间曲艺进人了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章 文艺创作

    五代时期的颜真卿，宋、元时期的王安石、佛印、苏轼、杨万里、文天祥等，都曾在景德
镇生活过，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作品。清代浮梁知县沈嘉微的《窑民行》，对历史上瓷业
工人的苦难生涯作了深刻的描绘，寄予了满腔同情。督陶官唐英先后在景德镇督陶20
多年，不但有学术著作《陶冶图说》、（（陶务叙略》等，还创作了大量诗词，编成《陶人心语））
巧卷，还著有戏曲集《古柏堂传奇》，收人了他创作的《转天心》等7部剧作和由他改编的
乱弹剧目10部。清代景德镇文人郑凤仪的《浮梁竹枝词》，郑廷桂的《陶阳竹枝词》，龚拭
的《陶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

第一节  文   学

年代 作品名称                                                                                                                                                                                                                                   ． 体裁

一 一

    出版或发表                                                                                                                                   一 作者姓名

1953 窑变观音 瓷器故事集 中国作家出版社 江思清

1959 瓷都激浪 瓷器故事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
                                                                                          一

集体

1973

  ～ ― ―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不平凡的暑假1
                                                                                                                                                                                                                                                    一

儿童小说 江西人民出版社 胡康戒

1979 五子罗汉 瓷器故事集

一 － 一 － － 月 ～ ～ ～ ～ ～ ～ ． 卩 卩 ～ ～ ～ ～ 月 ． ． ． ， ～ ～ ， ． ． ． ． ．

    天津新蕾出版社                                                                                                                                                                                              ．
                                                                                                     一

胡康戒罗永文

1986

．口．．．．．．．．．．．．．．．．．．

                                                                                                                                一

        瓷魂                                                                                                                                                                                                                                                                                                              。
                                                                      一

长篇小说
                                                                                                                                                                                                                                                     一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
                                                                                                                                                                                                                                                         一

杨毅

1988

灬 一 － 一 一 ～ － 一

彩色的童年                                                                                                                                                                                             ’
                                        一

散文诗集 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田波

1 9 8 5·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美人祭                                                                                                                                                                                                                                                                          ·
                                                            一

瓷器故事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
                                                                                                                                                                                                                                     一

胡康戒

1989 梨园义侠 长篇小说

一 － 曦 ～ － － － － 灬 ～ ～ － － ～ 冖 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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