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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化志资料选编》主要是为编写

《河南省文化志》初稳选集资料的p 其次是把己

搜集到的部份不能入志的珍贵文化艺术资料集录

戎册留存后世p 其三是交流编写经验，广泛的侄

求各级文化艺术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有

关专家学者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选编》资

料的审阅和补充。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

们的祖先用劳动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丰富她烂的

-文化艺术成果。出子旧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的局

限，艺人的社会地位低贱，生活贫苦，他的的精

湛艺术技能，只能靠口传身敦，很少有文字记

载，更没有人去给也们树碑立传。几年来，省文

化志编辑室的同志，查阅了我省各大图书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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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书刊、史志和档案馆的有关文献档案， 又召集

老艺人、专家们、文Z工作者座谈，收集了不少

资料，其中一人一享有根有据的系统资料不多。

担掠裹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志， 需要有丰富翔实

的资抖。自此，哀J心欢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知

信者积极协助提供资料并踊跃的撰稿c 来稿请寄: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

该《选编》的资料是作为征求意见刊印的，

请勿引用 o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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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

韩德英

豫罪j也叫"商南梆子"、"湾商高谓"、"湾南讴〈靠山旺)" ,. 

是河南省最大的戏曲黯种。流行于河南全省以及山东、、河北、潮

j仁、安徽、江苏、陕西、山西、吉肃的部分地区，青海、新疆、

黑龙江、四月和台湾等地茹有豫黯表演团体.是全嚣广大观众喜

闻乐见甜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源流沿革

豫剧左濡于短时?何地?没有文字记载，近几十年来虽有不

少戏曲研究者进行探讨， 1.旦至今说法不一，妇绵起来，大体上有

如下三种看法( 1 ) "樨mu友摞于郑卫之乡，所谓毒洁靡靡之

音"。宫是在河南民 i司演唱艺术、持到是明辑中后期中原盛行的

"时海小令纱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弦索"等艺术成果，

逐渐?在成的。清乾隆年前成书的长篇小说《歧路灯}中称为 a民

间戏班"、 α本地土腔"， (清棒类钞》中称为"土樨戏'F ，并

指房宫是"泞人梧沿之戏曲"，正说明它是来自民阔前①( 2 ) 
"豫尉可能是从东路秦撞演变雨来的"。其主要理由是，东路秦

盒〈国井i梆子〉必是裤子声撞中比较早的一种戏曲纱， U豫崩不

但在唱撞上、音乐伴奏上和同炜梆子近似，面且在行当上、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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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演上、M11目上都有银多远假的地方。"②( 3 ) "梆子作

为中 1+1地区的戏曲声腔，乃是JA"1:主索发展mJ来的 ， I.!n 出‘本地所

近者' 对于弦索主Il tt递改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豫弱( f>jÇ 

子〉为北曲系统的一个分支，由弦索演变而来'。 "在清初形

成"。③这三种意见都未成定论，有碍于进一步研究探污。

清乾隆初年河南已有剪子戏施行，乾i唾十年( 1745年〉编苦

的《扭甚志》卷七《风土风俗》中记载"愚夫愚妇，多好鬼尚

巫，烧香侵佛，又好约会演戏，如逻逻、拇、弦等类，尤器恶败

俗，近事宪禁，风稍衰止，然其余1ft， 1ft未尽草。"乾隆五十兰

年重修 (1己县志》上，也有自样的记载，只是个别字不一样。这

里的"我来这革"，正说明"宪禁抒未发生多大作用，群众饲然

在 4约会演戏"。广州"外江梨盟会键"的有关碑记上己载有

不少外省戏班在广州演唱，其中有一个九人组成的"豫鸣班"，于

清乾搓二十七年(1 762 年〉左右，在广升i提唱过。;在洗玉清在

《清1-t六省戏班在广东》一文中考iE，"豫鸣班"是河南愣子戏班@

清乾撞年间李绿员写成的长篇小混<< J吱路灯>>'/'，在描写当时

开封戏曲演唱活动时，于七八回斗1写道"因此又想起了民问一

个戏班， Ill! fj故樨静态。戏且是乡间有名的， ml~拉鹊鹊蛋。"九百.

在It且写道: "本地土脸'大筒嗡、小琐呐、郎头皮、梆愣卷，觉{骂

街候不的主人。"⑤所谓"梆锣卷"，即河南民间的 α本地土Æ~"

梆子戏、锣戏、卷戏的同台合演。《歧路灯》虽然是小说， {f1.与

《祀县志》的记载相对照，看来也确才在虚传，是有事实摆棋的。

由此可以挂断， r青乾隆以前河南樨子业已形成。

清末徐湾在《清事草类钞》中说: lí土梆戏者，汗人相tLt之戏

由也。其节目大率为公子遭难小姐招亲，及征战赛宝之事，道自

唱词，悉为泞语，而略加以靡靡之尾音。其人初皆辫子好闲之

徒，略习其声，即可搭班演唱，以供乡间避掉赛会之传演。三5

之期，不过钱十余千文，如供茶饭，且诀旬累丹 7目不去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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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种土樨戏诧较"粗俗纱，‘略习其声，即可搭班演唱气但它

是"汗人相沿之戏曲纱，于L摄于民间，所以还是很受广大群众欢

边的。它虽然不新遭到洁王朝的"宪禁"，但没困比停止演唱活

动，市且一天也一天兴旺发达起来。民国五年( 1 9 1 6 年〉朱

伯试的《童倍明皇宫碑记》中，记载着清同治年间重掺"明;三

宫纱〈即唐明主玄宗的庙宇)的揭款戏班七十多个，分布在当时'

黄i:1商北各府县村镇二十六娃，其中还有安徽太和县大新集、山

东荷泽县~t~菜等地的戏班。同时还记载着民国五年重告"班主

7 的十多个班桂幸Il一百多个演员的名字及其捐款数字。这些戏

班蒋捷员，路许州大ilU 部外，虽然都未摇明二是何剧种，但是还可

以看出，绝大多数是演唱河南梆子的。 Cl吉~~彦明皇宫碑i己》写道

"f究皇宫一!主， ßfH李殿黯1iJ崖，这迹尚存，闻为当年演崩各班

祈揭:宴会之街， 1ti羊年涯，亦不知创自何时。于道光年间样工决

口，庙宇pjzjjL 瓦jj74存。空前治年j诲，经首事张胖，主持真全，

j"l，合踌力，赴各府 1+1县，以及外省，负簿募铭，各班捐纳资材，重

欠佳建宫殿、庙宇。多受勤劳。"@这座"明皇宫"在清道主运年

间就已经存在，但"代远年涩，事不知剑自捕时"@可见它的历

旦也是 11日当长了。提老乙人国亿，在卖国初年学艺的时候，老师

曾对能fì]说，河南的内十处〈即样符、祀县、陈留、蔚氏、中

牟、遥ì'1二、仪封、兰圭吉、封丘、 i辑武等县〉和外八处〈郎太康、

v.哥华、商水、淮阴、项域、淀丘、扶沟、藏邑等县) ，明清商代

就在"河南jl3:"在边行着。虽然只是传阂，并无文字根据，但是

也可以说明，河南梆子在这些地区流仔，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J 0 

一九一一年辛玄革命以后，活甫樨予更多地远入城市演出。

开封当时是问离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向南梆子在那里

的演出活动非常频繁。一九一五年〈民国应年〉六臼二十六日的

《河声日报》上，友表了一篇《梆子戏之陆离现>> ，其中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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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戏亦名讴戏，最盛行于下等社会，自清季赛神风杀，侯流行子

荒村部邑，阎丽省会为绝迹，不辑于去年秋季，偶有茶园之设〈通

常泞垣居tl场皆名茶园一一原注) ，遂连露商起，几聚全省讴戏子

省城。"当时开封比较有名的"茶柱"如"致样茶社"、 "苦资

茶柱"、"渣怀茶社"、"天庆茶挂"、 "京火神庙茶社" "同乐
茶社"等，都争相邀请商薛梆子戏班演出。河南梆子戏班"义或

班"、 "天兴班押、"公议班"、"公兴班"等常在这些 ，t荼社P 演

出，而著称一时。当时开设"茶社"多是商人，赚钱就办，不赚

钱就散，再加上当时的警察署，动辄就借故"勒令停演"和"取

缔樨戏"， a茶社P 就更难稳定。 必茶社"的名称也往往是随着

开办人的更换丽不断变化其名称。如 a致样茶桂纱后改为"移风

茶挂"， 44天皮茶社P 后改为"文明茶社"。此起彼落，相继不

绝，一九一六年开封出版的《毒岳日报》载文说= u东火掉?苗费:

戏园主程某开设复新茶社以来，颠得-般人之欢迎。" "ft;"省簧

戏屡演屡辍，唯挥戏颇能持久."可见、河南梆子戏在开封己占有

主导地位。其?也城市如郑州、洛 i明、信院、安阳、商丘等，也先

后有"茶社"、 "戏盟"之建立，为河南梆子大量进入城市演唱

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国时期的河南乡衬，春新秩报，迎禅赛会之风仍然盛纭，

丽且迎禅赛会必演戏，几乎捋材如此。民国十年(1921年〉的《续

荣阳县志》卷二《地翼·风俗》中记载: "敬持之风愈演愈奢，

火神、土地神等会无无之，百旦火神尤丰旦多，演或有一会演三

台至六台者。猪羊揭竿始戚，供品极备珍错。"荣南县一带是河

南樨子豫西谓的远行地区，所演多黑河薛樨子戏。这种敬神演戏

虽然有点铺张澳费和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千百年来我国农民往

往是通过这种"敬神戏"的演唱活动，而达到"娱人"的目

捕。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河南梆子的发震送入了一个新的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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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大批女演员登上了豫崩舞台。在这个时期的演唱活动，t{开

封为中杏，先后在中山市场一一祖国寺建立了"永安"、 U 国

民"、 "永乐P 、 "同乐"四个戏园，梆子戏的许多名角套萃开

封，在这几个戏器挂牌演出。马及技、王揭枝、杨金玉、彭海幸亏

在永安舞台演出 s 陈素真、金玉美、张国兴等在来乐舞台演出，

需岚英、史彩云等在国民戏院演出s 孙兰芳、黑海水等在同乐戏

院演出〈该院多演京剧，有时演豫崩)， 1935年以樊粹庭为首成

立了"豫声戏剧学社"，改建"永乐舞台"为"豫声黯院"。才ι

乐、国民合并，大多数演员主U、豫声属院，并于1935年 :iJJ 开始
在"豫声剧院"演出。该学社革Z京市戏班的陋习，制定新的规章

制度。在殷饰、化装、表演、舞美等方面向京剧学习，不断进行

革菇。在此时期，樊粹庭编创了不少新剧本，如《义烈风) (霄4

壤银>> <<涤耻血》等，演出后受到现众欢迎。《河南民报》曾提A

道: "豫声剧院，设备完善，为本市梆腐院之翘楚，该院坤伶陈素

真，能戏颇多，说自清楚，唱作兼优，颇受观众欢迎，每晚坐无

惊埠，足晃其魅力不小云。" "七三七事窦立之后E 豫声黯宵夜

组为"那吼剧团干褒-

常香玉在1936年随犀海水的戏班到开封演出，轰动开封。原

来只邀京鹿戏班漠唱的 a醒豫舞台纱，也邀常香玉去演出. 1937 

年 2 旦旦赏变革为首成立了 ::_T州惑血硅髦社纱，王镇南等为常
香玉编写了《六部西周) <<哭长城》等古装戏，还创作了揭露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现代戏《打土地七《打土地》的上演，

是豫崩编演现代戏的开始。与此晤时，永安舞台也上演了不少传

统费用。众多的名角，在开封同时演出丰富多馨的崩吕，相互竞

争，梧互学习，取长补短，大大促进了豫东洒、豫西羁两大疏涯

揭合挠、发展和提高。

1937年襄中华全国或尉界抗敌梅会在武汉成立，豫J!l也参加

了这一组织。 1938年 6 月开封洽陆后，有些豫剧团体和演员先后-

• 5 • 



到了西安，如樊梓庭领导的必费晓剧团纱，周海水的"太乙班"

以及常香玉等，以西安为中心，在广大的西花城乡进行演唱，他

的还为前方战士募捐寒衣献演，为各爱国团体演募捐珑，使豫黯j

扩大了影响和流行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立以后，在党和政J母的直接领导和关怀

下，成立了河南省戏曲改进委员会，认宾贯拇执行了党的"玫制

改人，改戏"和"百花齐放~ ~在:陈 fii新"的方针，对豫尉原有的

班社进行了全面的整动改革，加强了党的领导，大批新的文艺工

作者参加到了豫副司体，广大演职员思想面较为之一新，艺术水

平迅速接高，豫居j开始走上了空前繁荣的道路， 1952年 8 月中南

区第一届戏曲会演在武汉举行，河南代表团主要演员陈素真、主

敬先、王秀兰、李志贞、宋桂玲、张桂花等演出的脖~ êI <(三日
头)) <<别府骂相)) ((洛阳桥)) <<三拂袖)等，受到了好评。国年年

底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在北京举行"香玉尉社"参加会演，常

香玉主演《花木兰>>，并获得在誉奖。 1956年 3 月成立了河南豫

剧院。同年12月在郑州举行河南省首届或由现摩大会，这次大会

的现孽演出，是对建国以来在河南戏曲战线贯彻"改制、政人、改

戏纱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所取得的成绩的大检阅。参

姐大会的戏曲剧种23个，共演出JSIj 目 93个，其中豫腊44个，获得

荣誉奖的演员 4 人，其中豫静j商人〈常香玉、拣素翼〉挟得一等奖

演员60人，其中豫剧演员33人(马金凤、崔兰 ITI 、阎立品、徐风

云、王秀兰、桑振君、赵文庭、王梗保、李斯忠、韦玉庚、吴费

被、张桂花、唐喜成、王敬先、宋桂玲、王素君、李兰菊、马兰

香、李珍荣、陈慧秋、华翰磊、关灵凤、汤兰香、王在岭、渠式

杰、对九来、谢踊明、王韵生、马苦生、赵锡铭、马天捷、高兴

匠、王二顾) 0 (<穆桂英挂婶)) <<司马茅告状>> <<主金豆措粮》

《滚鼓)) <<下拣州)) <<撞磨>} <<大祭桩)) <(麟膜妙、 J> (<自莲花 F

《反五关)) <<小二捏做梦》、《女瓦工》等崩目在"原j本奖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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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举行了豫剧名老艺人会演，对进一步挖掘、继承豫剧传

统，起到了-定推动作用。 1979年河南豫剧院二团牛得草、吴碧

波主演的《唐知县审浩命>> ，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

年献礼演出，获创作、演出一等奖。 1980年举行了"豫剧流派汇

报演出"常香玉、陈素真、马金)~~、崔兰田、阅立品"五大名

旦"各展风耍，演出了拿手好戏。赵义庭、李斯忠、唐喜成、

刘法印、刘忠河等，也演出了自己的代表剧目。 1982年底，举行

了全省戏曲青年演员会演，这是经过"十年浩劫"后，对全省戏曲

青年演员的一次检阅，也是建国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全省青年演

员会演。在这次会演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才能的青年演员，获一

等奖的演员共38名，其中豫刷有29名。豫剧后继有人，是兴旺繁

荣的表现。建国以来所举行的这些不同形式的"会演"对于促

进豫剧艺术的发展、提高，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豫剧发展迅速，现已成为全国的大剧种之一。

主要班社和演员

邹少和l在1937年所著《豫剧考略》中指出"梆子戏班，多

为地方官署吏膏管领，故称官主。从前并无侦察名目，举凡侦查

案件，捕缉盗贼，皆责成于捕役，是以地方官署，必有梆戏一、

二班。平时赴各乡村演唱，捕役混迹其间，借以侦缉，颇资利

用。"这是属于"官办"戏班，大量的还是民间所组织的专业戏

班和业余戏班。

豫剧的班社组织最早开始于何时何地，现已无考。但据老艺人

说，过去的豫剧演员大都出于乾隆年间的蒋门和许门两家科班。

清末民初当地还有"来的戏班不用问，不是再门是许门"的民谚

流传.蒋门科班在朱仙镇，许门科班在清河集。传说开封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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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一_ '1义或班"、 "公议班'和 a公兴疆"，都经历了廓

清两个朝代。但是这仅是传蜀，并无真凭实据。真正有据可查曲

是朱他镇"老郎店"的《重修明皇宫碑记》。朱他镇的《重修

明皇宫碑记》记载了清同治年间的戏班七十六个，如朱抽镇的"公

盛班"，省攘的"义或班"、 G公议班纱、 "桂议班"、 "福喜

堂η 、 必庆福班"、 G庆惶班"、 "庆升班" "藏成班穷、 "万

盛班"，开封府的"公兴班"，祀县的必全盛班"、 a六班班"

等，部暖的"公议班纱、"庆春班"，裴阳的"国议班"等，密县

的"太上班"、 "太乙班"、 "三清班"、 u大清班"、 ,c IJ、二

班'等a 登封的"太乙班"、封丘的 tc~盛班"，卫辉府的"义或

班纱，通许的"公兴班"，黄集的"同庆程"，泪水口的"公成

班"，等等，分布在三十六个府基村镇，不胜枚举。关于这些班柱

的主要演员，已很难一一列举。《豫-'J考略》中说: "需离梆子

崩遗留虽不甚广，其中不乏杰出人才。前无蔚考，自清光绪虎子

〈光绪14年，公元1888年〉余蔚见及者，择优录之，拟以京班名

拎，非溢美也。大净筒客，嗓音宏亮，举止大方，如刘永春，段

才、颜平、苍劲雄挥，如金秀出s 红净张才，嗓音高亮，如孙葱

f由，王海晏，苍老挥厚，身段稳重，如汪桂芬，老生秦大威，唱

念傲扛，均臻绝诣，如谭鑫培J lE旦郎高，清盟委宛，如踪德林，

秦金声如玉瑶脚s 小生张小春，噪音清脆，扮相文雅，如朱素云B

三花西李德魁，口齿清利，滑稽善谑，无徨信气，如刘赶三"。

《重修明皇宫碑记》上还记载了民国五年( 1 9 1 6 年〉重
修"明皇宫"的豫属班社、集体十匹个，首事、宫主〈戏班负责

人〉、演员一百O六人的姓名。班社是z 省城的"义或班'

"公义班，陈留县的"全盛班"、 "德胜班"，祀县的"全盛

班" , m民县的"公庆班"、 "公兴班纱，遥许县的必公兴班"

等.知名的演员有李剑云〈壮提，碑记上写作李建云〉、王海

晏、易期由、王絮亭、林黛云、李德魁、杨羔、掏影云、张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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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民匮初年开封的豫IIJ班社"义成班"、 u天兴班"最为有

名，当时的开封有关摄纸上，还可以看到他们演唱活动的踪迹。

义成班，据1916年 2 月 15日的《泻声击报》载: "省内义成

班，原为开封县署民壮总役于建请所组建，历年以来一般梨园子

弟在各赴演唱，颇享盛名。"在必碑记"的一百0六名中，有一

些就是"义或班"的名费员。如时需云，能书善菌，演技又高z

"于歌舞之际，语默动静，尽能脱俗，与众不同持。⑦他捷的

《美人图》最为出色。还有 α以艺胜者唯王絮亭纱，⑧他〈男旦〉

特别讲究渴句的运用，注意人物的性格刻画，往往增一个字或

减一字而使之生辉。《对花栓) <<坐搂>> <<劝夫>> ，被称为他的

"三绝技"。其他旦角如林黛云、李瑞云，红脸关大王、老生王致

安等，也都名重一峙。 1925年后，相国寺火神庙内建了一个鹿院

一"来安舞台"。 "义成班"郎以这里为阵地进行演出。舞台

的组缤管理分费、暑台。前台，主要负责管理剧院的各种杂务，

如售票、接待观众、供应茶水等z 后台，主要负责演出方面的事

务，如确定演出崩哥，分配角色以及衣箱，道具等管理方面的工

作。这个时期的台柱(主要演员〉是花旦李瑞云、小生张玉合、

须生彭海费等。 1927年河南坠子艺人马双技攻唱臻剧，首先在这

里搭班演出，名噪一时，成为"永安舞台挣的主要演员之一。其

他著名演员玉梅技、扬金玉、可凤英、刘玉梅、于从云、金玉美、

苗黑成等，也曾先后在这里搭班演出。著名演员阁立品、马金凤

就是先后在这里拜马双校为g哥跟班学戏曲。开封沦路前，戏班解

体，停止演出活动。

天兴班，原是封丘县清河集的豫剧科班，历史比较悠久，有

不少豫剧名演员出自这里。清未民初始班主许老六，教师再延德

等，舟、班颇有成效，享有盛名。在"天兴班"停办后的二十年代，

孙延德还曾收陈素真等女弟子，亲授技艺。清末民初必天兴班"

不窜到开封演出。该班名旦李剑云〈小名壮妮〉的唱膛表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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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称绝。《豫剧考略》中说"清宣统间有小旦李剑云者，用武

人，天黯佳喉，请跪园韵，高下获徐，蜿辛辛曲折，如珠走盘，无

不如章，又复善制新腔。白李氏出，熙凤为之一变，被拎界中感

叹为空前绝岳之才，民4因嗓音失润，持部以卒。" 1 9 1 7 年的
《大梁 5 报》上，也曾指出，高混李剑云报女11 "g三于京沪ño习皮

卖，织未必与梅〈兰芳〉、页〈璧云〉齐名，白是一流人物押。

"生姿动作安详，虱娃娃做出乡村妇女模样，窍不失为小家碧

玉"。并为李;&Ij云际迫不幸，:择术不U'i不能致远对而叹倍。旦

角问彰云( 1982年去拉) ，当时也曾以技乙:靖、戏:在 i主i雨著称开

封。其他女rnft: U码iitp 上题名的时登科、张治林、聂二妮、孔宪

王、李玉111ï、张廷华、李法魁等，也是"天兴班"的主要ìY!员。

了象东1;è县的"六班"、 "捕班" (县衙办的〉以及马、武、

郑、茄、刘、常六姓联办的"六姓家班月，均为民国初年的著名、

社班，演员7](成、一阵风、自苟、何运、金或等，曾被当时的

《河声日报》称为 μ高等名角"。这几个戏班为争名角，还曾

t，大起冲突"。商丘的"归德府八班"、 "商丘老班"， a虞域

文5家班"以及"大公义班'气 μ小公义班芳、 "曹家班好等，也

先后出现了不少成名的演员。如名旦李金贵、陈斗、巩宝、苗喜

臣(艺名"苗娃" )等，名红脸王李金镖、郭大六、启:玉成〈艺名

"红脸王" )李存伍(艺名"羊羔于红脸" )，黑头段德福等，

洁末员韧皆负盛名。其他如福妮、桑殿杰、花桂荣、张秀兰、〈艺

名"老少迷" )黄儒秀(艺名"黄娃" )、王文才〈艺名"金马

驹" )、燕守立、曹彦章等，都在豫东一带为群众所称道。周口

的戏班"一条鞭" (大车马行庆舟、〉、准阳前"老五班"等，也

是有名的班社。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一拉豫itJ女演员长苗，

常在周口一带搭班演出，至今传为佳话。

豫西的豫最i班社，多出密县、登封、宣蹈，新安等县的煤窑

主所办。他的的演唱活动~洛阳为中心，被称为"豫西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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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漓珍。早费在洛阳以国一带地区也有"靠山吼"或"靠山

簧〈红) "之栋。知名的覆社有必太乙班"、 "太乙新班"、

"太上班纱， "大一班"、 "大二班"、 "小一班P 、 "小二

者王"、 在小二君王9 、 " /j、四班"等十多个班挂。清末民裙知名的

演员有净角器金升等，须生有郭小孬、王隧葫(狗尾巴〉、贾宝

须〈地tt.牛〉、崔大照、杨小德等，旦角有某江、燕庚等。二十

年代中期有女演员李金枝在警县登台演唱，是豫西调最早的女演

员。其他如张同庆、张小器、张福寿、徐豆豆槐、李沫、马太德

等，在豫西也颇有声望。豫西调名须生跨海水所领导的"太乙

君王纱，从1920年左右开始，舟、科班近三十年，培养了不少人才。

名演员汤兰香、苏兰芬、苏兰芳，是他培养出来的第一挝女演员。

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也曾在此班学习、演唱过。抗日战争中，

更有以"兰7 字排辈命名的"十八兰FFO 其中毛兰花〈解放前夕

JlJ台湾〉、崔兰困、李兰菊、罗兰梅等，便是其中佼佼者。周海

水在培养豫庸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十年代，在开封除了"义成班"组成的"本安舞台"外，

还有两个重要的豫剧司体，存在的时闰虽然不长，但影嚼却是比

较大萄。这就是我们在能边已经提到的"豫声戏剧学社"李曰"中

fN戏曲挂"。 44豫声戏剧学社"在"豫芦席院"演出。主要演员

在豆角黯;素真、玫瑰花、田陆玲、掠素花、碎兰芳、司凤英等5

文武小生赵义庭、黄宿秀，须生z 文tl岱云、陈玉亭、张子林，等

等。"中如i戏曲研究社押在"醒豫舞台"演出，常香玉一举成

名，誉满开封。旦角黯常香玉外，还有青衣炜旦全玉美，玉童音

等董老旦李门搭E 须生有张国庆、张福寿、韩缝丹〈兼演净角〉

等s 文武小生有徐双槐、陈取广、彼火鞭〈王金玉〉等，花脸李

沫，丑角李殿元。还有鼓g哥康小昌、琴颇为j德润等。其时豫南禹

县禅皇锦瓷窑的"一把泥戏班"、长葛县的"三清班"、 "万乐

社"等，也出过不少各行当的名角，如著名续生唐喜成，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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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乐挂"开蒙学戏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就前，西安也出现了不少豫剧团体，如

樊粹庭领导的"满吼剧团"，以及后来他创办曲"狮现 JL 童碍

团"，为豫尉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景云、王敬先、美灵凤、常

警锡等，就是他鸪高足。毛兰花为首的"风麟崩园"，崔兰因为

首的"兰光鹿社"，孙老七创办的 d河南难童戏剧学桂纱，后成

为西藏豫剧团。 1948年 8 月常香玉创办 G香玉豫费j补习学校"，

于1949年在兰舟演出时改名为"香玉剧社"，常香玉捏任社长。

先后吸收的名演员有赵义庭、李兰菊、曹子道、马兰香、赵锡铭

等。不久兰辩解放， "香玉属柱"获得了新生，到1951年全社人

员增至八十多名〈包插学员〉。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掀起后， "香

玉尉挂"的全体陪志，在常香玉的带领下，发起了捐献"香玉商

社号"战斗机的义演活动。经过半年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并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受到堂、政领导和全匿人民的赞扬。 1947

年我解放军陈庚兵团在驻马店附近攻留了一个名叫"卫华科班"

豫剧团体，经过整顿，改名为"中原野战军囚纵十一族大众剧团"，

部队的司志一般呼之"娃娃鹿园"，跟髓着解放军转战奔波，撵

演了不少有教育意义的剧目。演员以必云"字排行命名。豫尉著

名演员级火鞭〈王金玉〉任教师。河南豫剧院成立窍，有不少

"云"字辈演员JJ词南豫睫二团工作。

1956年成立了"河南豫剧院"，常香玉任院长，用奇之任副

院长。下属三个演出国z 一团以原来的"香玉剧社"为基础组

成，主要演员有常香玉、赵义庭、李兰菊、马兰香、赵锡铭、高

兴旺、王素君、王在岭等，二图以原来的必人民剧团"、大众题

因为基础组成，主要演员有部立品、吴碧波、张桂花、唐喜成、

刘九来、李斯忠等F 三国以原来的"省歌剧团"为基础组成，主

要演员有高洁、马琳、魏云、梆兰芳、王善朴等。现在全省有一

百三十一个专业豫剧团体。其它省、自治区也先后建立了不少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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