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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戏曲志》全体编辑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曾宪忠戴文波芮祚国

后排左起：张德光叶照青冯明



V：汪桥乡仡蓝戏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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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艺人

谢世绪演出花鼓灯11I
之”兰花”。

▲：汪桥乡花临戏州团为山lt人民演出《小花庭j

．一：丰集乡花蓝戏剧团演出《_卜仡吲》

◆一：丰集乡花蓝戏剧团演出目跑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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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戏·曲志

编纂领导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戴文波

副主任 曾宪忠 芮祚国 张德光

委，员 刘宏奎 赵芳书 张木松 叶照青 戴文波

曾宪忠 雷显贵张德光 芮祚国

编 辑 室

主编芮祚国

副主编张穗光

编 辑 叶照青 冯 明 曾宪忠

编务刘显植王．勇 张淑梅 。

校 对芮祚国‘张德光 冯 明 王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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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戏曲艺术，在近千年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己形成了一整套从内容到形式都相当丰富多彩的艺术体

系，它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因此，无论在剧目或舞台艺

术方面，都给我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艺术财富．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一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从继

承、发展和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更值得我们去研究、探

讨和总结．

修志是我国民族传统遗风，也是兴盛时期的标志。为了继承和发

扬优秀的民族戏曲艺术，全面、系统地记录和整理民族文化史料，使之

成为有保存价值的比较完善的戏曲文献，商城县文化局遵照上级有关

指示精神，于1986年8月份成立了《商城县戏曲志》编纂领导小组，确

定编辑人员并开始办公．后来由于人事交动和其它原因，工作暂停。复

于1 987年7月下旬重新组织编写班子，．8月初继续开展工作．在各级领

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全体编辑人员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详

今略古，详近及远的精神记述了我县戏曲事业发展演变的过程。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戏曲史载极少；建国后复因。文化大革命一

十年浩劫，使许多知名的戏曲者艺人遭受迫害，不少珍贵的戏曲资料

没有及时抢救出来；更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致使志书中尚存在不少

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期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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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这个县名是在宋·建隆初开基、明·成化十一年(公元

1475年)正式定下来的，从此就再也没有改过。无独有偶的是：也就

在这一年，于修建城隍庙时，建起了(今知)商城县莳第一座万年台
(戏台)．而在本年由张俊承纂的第一部“县志骨，却‘因毁于战火而

未能留传下来!此以后，又有明·嘉靖年的万炯、．张庆辰，清·顺治

年的高材、康熙年的许全学、嘉庆年的武开吉、周之骣等人相继纂修
过几部地方志书，而于“戏曲一一款却基本上无什记述．只在“风

俗一条里只言片语地提到口元夕作灯市⋯⋯游玩达旦，暮多戏剧”的

话．‘这是公元十六世纪中叶的情况，既日．搿多”·想必其繁盛期还
要更早．．

之外，我觉得起码还有三条值得大书一笔。印：．

笫·，灶戏。它是木作行在开工前的一种祈祷演出．这显然带有

古傩的成份，因而是研究戏剧峻生学必须介入的事象与课题；

第二、京剧。据查：商城是河南省最早引进●二簧戏”的几个
。点”之一，且年代确凿(1867年)，资料翔实；

第三，革命戏剧．由于商城早在1930年即建立了“赤城县苏维

埃”，并同时成立了口红日剧团一，因此这里也就成为本省革命戏剧

活动最早的萌生地之一．

这三点连成一线，再由乡土小戏。花鼓灯”(或称嗨子戏，花篮

戏)穿插其间，便构成了一部商城县的“戏史”，脉络是非常清晰
的．而这，当然靠了纂写商城一戏志”时的一番调查．

《商城县戏曲志》的成书，功不可没；愿三十年以后，另有续
者．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第一剐主编

河南省戏曲学会副会长

马紫晨

一九八九年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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