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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在中国戏曲历史上的地位

(代 序)

马紫 晨

沁阳是不是个戏剧中心?多年来我就有这个怀疑。而要加以证实，就有必要进行一番研

究．

一、作为沁阳县(包括今之博爱)，是民国以后(1 91 3年)的建置。古代，它曾经是

。覃怀首邑”(夏朝)；商，为鄂(邗)侯国；汉，设河内郡；后魏置怀州。这两种设置经四

百年反复，至宋则合而为二，日“怀州河内邵”。金初，一度称南怀州；元，设怀庆路；至

明．清，则皆为怀庆府。如此看来，从夏商到民国，历经四千年之久，这里一直是块片不g-小

的地方。少者管辖七、八个县，泛者竞指今豫北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京汉铁路通车，才影

响到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转移和削弱，乃至成为今日总面积仅占全省不足o．27％，总

人口仅占全省不足o．48％的一般县份。当然，随着焦枝铁路的通车，这一带的工农业建设又

上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群众也富裕得多了。所有这些，才是该县文化艺术存在、

发展、繁荣、兴盛的基础条件，也是我们A,k事具有社会性的戏曲学术研究的前提。

二、如上所述，既然“沁阳”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小可，那么放眼艺坛，也#乇可以看到

一幅群星灿烂的瑰丽图景。远的不讲．仅盛唐以后，这里芤诞生过诸如“西昆体”的老祖先李

商隐(8】3—858)， “唐宋八大家”名列榜首的韩昌黎(768—824)等人。而隔河相望的邙

岭一侧，更涌现出一大批文苑名家，如张说、王湾、祖咪、社甫、贾至。独孤及、武元衡，

樊宗师、刘禹锡，元稹、李涉、房千里，聂夷中等。查：西南向，只不过相距80公里，就是

隋、唐两朝的东都洛阳，唐玄宗宴宾，还要河内太守组织“声伎”数百人参加，(见《怀庆

府志》)那么彼时河内一带乐舞之盛也就可想而知了。上列诗家还特别喜爱描写歌毒戏乐的

演出情状。象韩愈．所写诗歌常“被之管弦”；元稹的《会奥记》乃后出《西厢记》之蓝本，

且相传张生即是写他自己。至于以乐舞为题材或涉及这个方面的诗作，那就更加多得不可胜

计。据《全唐诗》所牧。张既有8首，李商您有】6首，杜甫有l 7首，元稹有3】首，刘焉伤更

多达35首。其中如《赠歌妓》、《赠支fj采春》．《胡旋女》、《立邢伎》、《西凉伎》、

《法曲》、《腰舞》及《观公孙大娘剑器行》等，均成为千古绝唱。李商隐所作大量爱情诗

歌，对唐宋婉约派词人和元明清各朝诸多写爱情题材的剖作家，更可以称俘上是影响巨大。

他们的原籍都在洛阳至沁阳一带，其作品描述的内容又怎么能够与所谓“绵亘八里”的戏场

和。三百里皆来观”的人群无关呢!(见《隋书》)

三、再往后数就是宋。金。那时有一座风景佳丽的名园，叫“沁圊”。很多写词牌子的人，

都喜欢借题发挥，高歌一曲《沁园春》。但是“沁园”在什么地方．也许没有谁去思索。其

实就在沁阳县东北沁水的北岸。别看现在一片荒芜，当年可是大金朝官僚们欢娱燕游之所。

楼船画舫，妙舞弦歌的盏况，大约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后毁于战祸兵瑟。曾为元之立国制



定规模的契痒人耶律楚材(1 160一1244)，于窝阔台在位时重游沁园，曾有诗凭吊云： 。昔

年曾赏沁因春，今日重来迹已陈。水外无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颓月榭经兵火。草

木诗碑覆劫尘。羞对覃怀昔时月，多情依旧照行人”。往昔繁华虽己一去不返，但作为与南

宋对峙达119年的金朝，毕竟要留下它在各方面(也包括文化艺术)的时代印迹。北宋的”队

戏”演出，在这里竞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前。形象地反映金代杂剧情状的石雕棺，近年也出土

了两具，且全在沁阳附近(一修武、一焦作)。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上溯五百年，曾广泛演出

于河溯一带的《踏谣娘》，其故事情节就发生在隋末的“河内”。(见《太平御览》)还有北

宋时期的杂剧雕砖。沁阳及其附近也时有出土；至于历代的百戏伎、乐，舞俑那就更多了。

由此再往下推，沁阳戏曲发展的脉络当尤为清晰。因为地面上的存世文物毕竟更容易说

明一些问题。比如演出场所一项，清末民初沁阳县(．包括今之博爱)尚存的近300座古戏楼

(庙台)当中，始建于金元时期的竟占60余座。而整个豫北(5市27县)总数约二千余座戏楼

当中，沁阳一县居然占了七分之一!全县(包括博爱)每年起会多达300余次，短者一晌三

日，长者半月十天。而绝大多数的庙会是都有戏曲活动的；剧种十几个，班社二百多，从艺

伶人则高达八千之数，若以1980—l982年计算，大约每90A．中即有一名演员．至于在音律方

面。沁阳人朱载，育(1536—1 611)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方法阐明十二平均律理论的伟大天

才，那更是国际景仰的了。

四、在中国戏史上，元代是第一个高峰。但一提元曲．Al'I-l想到的中心地点常限于大都

(北京)、平阳(临泠)、汴粱(开封)，或者再加上东平、真定(正定)，彰德(安阳)，开州(濮

阳)，至多再挂上个洛阳，(因为有姚守中啊)。却从无人提起过“沁阳”。那么这里是否

无足轻重呢?根据前面所谈各点，我看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了。因为从地理位置看，一西北，

一西南。一东北，一东南，沁阳恰居临汾、洛阳、安阳、开封等元杂剧盛行的四个城市中间，

若以直线计算，则相距均不超过200公里，何况这一带出土和存世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又是那样

多!如果说沁阳为什么没有元曲家?想一想，也并非无踪可寻。锺嗣成《录鬼薄》记述。前

辈已死名公有乐府传于兰者”中，名列第19的为“阅彦学”， (明·天一阁钞本作“阙彦

举”)。根据孙楷第先生的考证： “阚”应作“橄”。其籍贯虽语焉不详，但《广韵》却谓：

橄， “姓也”．此姓“河内有之”。其它几种著作则均可证明。学”实为“举”。剐无考．

另外，天一阁钞本《录鬼薄》在“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一类里，名列第32的还有一

位奥殷周，这个名字就更少为人提及了，连《中国人名大辞典》上也查不到。所幸《阳春白

雪》．《太和正音谱》和《群英乐府格势》等，均有奥敦周卿其人。 “奥敦”者，金人娃也；

“周卿”是字。原来天一阁本脱“卿”字，又误“敦”为“殷”。他是哪里人，一时也查不

清．但可以肯定这位元曲家在沁阳生活过一些年代，时当元·成宗之前。因为白仁甫《天籁

集》誊下有词，题为《覃怀北赏梅，同参政杨丈西庵和奥敦周卿府判韵》调寄《木兰花慢》

一首．西庵于金·正大甲申(1224年)曾为偃师令，距怀州仅一河之隔；后仕元，又于1269

年出任怀孟路总管。周卿为其僚属，可能过从甚密，才有赏梅赋诗之举．此二例也足可说

明：沁阳不会是元杂剧活动的空白吧．

限于篇幅，不应再信笔而涂了．书此短文，目的是提请学术界注意：治中国剧史．应给

沁阳以应有的位置．

1988，6、28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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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丰硕的艺术宝库中，戏曲艺才占据着重要而独特的位置，它是全国各族人民

经过上千年的共同努力创造才得以形成、发展，完备起来的综合艺术，是社会发展同步并进

的不可低估的精神产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戏曲艺术长期被禁锕在牢笼中，搁霞在社会的最低层，得不到应

有的重视和发展。新中国的成立使戏曲事业枇木逢春，获得勃勃生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在文艺“双百”方针的沭浴下，戏曲艺术迅速发展，空前繁荣，进入了一个方向明确，

前景广阔，根深叶茂，大有可为的新阶段。

总结，回顾、继承．发展珍贵的戏曲艺术，按期完成“六五”跨“七五”计划期间国家

重点艺术科研项目之一的“戏曲志”的编篡工作，使之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砂J建设，推动

社会进步、振奋民族精神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是历史赋于我们的神圣使命和应尽的天职，

也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了高质量尽快编好《沁阳县戏曲志》，在编志过程中，全体编辑工作人员不辞辛

劳，走村串乡，翻山越岭，夜以继日。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经二年余的时间终于完成此项任

务。此间，省．市《戏曲志》编辑部曾多次给以热心帮助和诚恳指导；县委、县政府领导

亲自审阅、把关，提出建议，县财政部门大力支持，保证了本志顺利完成。在本志付印时，

省广播电视厅王南方副厅长亲笔题词．这都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和鼓舞。乘本志出版之际，

特向为《沁阳县戏曲志》的成书做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和对本志给以关怀秘支持的各级领导同

志，以及各界人士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今天，《沁阳县戏曲志》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发展，演变过程和现状，是一本珍贵的艺术资料。

听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本志书反映了我县几百年来戏曲艺术的

但由于时间短。水平低、遗漏或不适之处在

沁阳县文化局长周启耀

．3¨='一l甘仃



《沁阳县戏曲志》领导小组

组长

成 员

周启耀

郭全仁

魏德良

杨建超

《沁阳县戏曲志》编辑室

主 编

编 辑

郭全仁

魏德良

杨建超



《沁阳县戏曲志》领导小组

组长

成 员

周启耀

郭全仁

魏德良

杨建超

《沁阳县戏曲志》编辑室

主 编

编 辑

郭全仁

魏德良

杨建超



、

静静甚≤剐毛章=墨磊÷，嚣

每卿备警莓砻再U娟赫骠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