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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古称鲁阳。与全省各地相此，论面积，是大县；论耕地，是

小县；论人口，是中县。俗谚描绘为“七山一水二分田"，因此开发的

主攻目标，是山：山里有矿，山上有景，柞蚕茧也能远销国内外。但在

浸开发以前，老百姓就难免受穷，受难。我手头有一则民国期间的“政

情’’资料，作如下记载： “鲁山县，连年兵匪，水旱频仍，元气凋敞。

去岁(指民国十六年)秋麦减收，入夏冰雹成灾，秋旱至今， 麦不能

种；树皮、草根早巳食尽，现在盒者用饲马乾草焙焦碾未和菜叶充饥，

且有拜此不得者，则以山中滑石果腹——此石贪数日辄肠断而死。其西

南有一老妪， 饥不能忍，不知何处获一头颅， 用火薰热而吮其脑浆焉

⋯⋯"这就是七十多年以前鲁山人民的惨状。皂p当时的政府也不得不把

其列入“灾重十分"的地区!

但它毕竟又是一座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名城，不仅文如季产(?一

1 14年)武若牛皋(1 087——1 147年)人人皆知，皂P舍任鲁山令的

元德秀(696——754年)也因政绩卓著而事载二十四史。特别自唐“开

元威世，，由本县的民间歌手到洛阳参加过文艺会演以后，此乐舞传统似

乎就深深地-9鲁山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千二百年后，当全县人民兴

高杀烈地欢庆“土改"胜利时，当时仅有30多万人口白9鲁山居然建立了

220=多个业余剧团，演员达6000余人。仅1 952年4月举行的一次会演，卸

有42个剧团参加。概算：建国初期的鲁山县，约1 500人'-3中却有一个业

余剧团，每56人中卸有一名业余演员!皂P本县人民引为骄傲的豫、曲两

个专业表演艺术团体，也是长期沐浴在鲁山党政领导和全县人民的爱护

之中。几十年来，他们坚持深山送戏，必回演出，与群众一直保持着鱼

水情深的关系。1984年10月《光明日报》冒以显著地位报道“鲁山县两

个剧团承包五年，演戏四千多场，收入百余万元"。五十年代至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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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省里开了多少次有关戏，副方面的会，但我却清楚地记得：几乎每

一次会上，鲁山县的剧团或戏剧工作方面都要受到表彰。也因此当《戏

曲志》编纂出版工程初上马时，我便首先跑到了鲁山。果不出所料，他

们立刻便响应了，并且有声有色地干起来。令人惋惜的是，担任主编的

禹瑞祥同志因患癌症却未能看到本志书的出版!

提到禹瑞祥，使我忍不佳还想为他写几句。在整个《戏曲志》的编

纂过程中，我和老禹共见过四次面，皂P：1 986年1月5日，51 1 1日，1 987

年4月1日和11月5日。1989年未当我再一次去鲁山的时候，他已经不

在人世了!几次接触给我的突出印象，便是他那付老实的样子， 既忠

厚，又朴素，勤奋地工作，诚恳的待人。听鲁山文化局的同志们介绍，

说他“斗室一间，清风两袖，死后的枕畔还放着正修改的《戏曲志》稿

本．．⋯·"约了，我想达样的评价是非常之好，比那些空空洞洞的辞藻要

实在得多。据此，省卷编委会为他上报请功，在他死后半年，也皂P 1988

年10月2 3日召开的“全国文艺集成志书工作首次表彰大会"上，文化部

授予其“做出贡献纪念奖"。继之，经鲁山县文化局申报，又为他在农

村的一个孙子办理了“农转乡}"户口。这也算是老禹身后的一点殊荣和

安慰吧。现在，经过文化局领导的努力，鲁山县委和政府的支持，《鲁

山县戏曲志》终于顺利出版了，连同他的《换娘》等剧作，我想达就是

一个人的价值。

禹瑞祥同志，您虽只活了几十年，但铅印出版了的达部《鲁山县戏

曲志》则将千百年的存在下去。

是为序。

中国戏曲．志特约编审员

河南省戏曲学会副会长

马紫晨

199 1、1O、24

于姑苏·乌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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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戏曲志j领导小组编辑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刘衬新、王福安、乔书明、

后排左起：李长安、杜三湘、侯章全、



《鲁山县戏曲志》主编禹瑞祥遗像



△规模宏大的人民影剧院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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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青山人未老

剧团上山下乡演出实照



豫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郑秀花饰祝英台李红线饰梁山伯

李学道饰

胡知府

《春，’f1：l= 闯堂》 造Jl!

曲居Ij《春革闯掌》
李学道饰胡知府孙纳新饰春草

徐秀丽饰李半月 王小红饰丫环

键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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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现代戏《深山出俊鸟》

郑秀花饰秋菊贾胜利饰青山

刘保安饰福贵

曲剧现代戏《换娘》

阎义民饰文丙 刘建兰饰文丙娘

刘俊饰花芳 罗云饰花芳娘

张利娜饰小香

许良奎饰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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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纫零 您

鲁山古称鲁阳，历史悠久。夏属禹贡豫

州之域。东周春伙属郑，后属楚。秦统一六

国属三川郡。汉置鲁阳县，属南阳郡。三国

属魏，晋属f有阳郡。隋仞置鲁州，后废州置

鲁县。唐初始名为鲁山，属汝州。宋，元均

沿其旧，明属南阳府，后改属汝州。清因

之。民国后属许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属许昌地区。1983年改属平顶山市。

鲁山西枕伏牛山，四面秀山环合，盆地

沃原相接，沙河蜿蜒若带，点缀其间，景色

秀丽，物产丰富。丝绸、陶瓷、生姜早巳扬

名中外。

鲁山人民勤劳勇敢，能歌善舞，喜爱戏

曲艺术。唐开元二十三年，首创梨园戏班的

唐玄宗，在东．’秘洛阳，举办了第一次文艺调

演。鲁山令元德秀亲率民问歌手参加，曾以

声情并茂，歌舞俱佳，受到唐玄宗的嘉奖与

表彰(见新唐书·卓行篇)。唐宋以后，戏

曲日趋成熟，由百戏歌舞，发展为元杂剧、

明清传奇，从宫廷唱到草台庙会，深入俚俗

民间。这些年代，鲁山的戏曲班社，虽无文

字记载，但经过考察，清代鲁山的古戏楼已

遍及城乡。(县城4座，张良3座，梁洼2座

全县多达24座)，足见当年戏风之盛。

清末民国时期，曲剧、越调、豫剧，相

继从外地传来。犹如百川汇入，浪花飞溅，

鲁山的戏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曲剧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囡前，鲁山流行最广的地方戏，

民间俗称“曲子。剪有“大调曲子修和鼻小调

曲子刀之分。大调曲子大致在清中叶由南阳

传入鲁山，多在客厅、堂院里演出，虽说唱

起来幽雅细腻，但由于“曲高和寡"，百余年

来，始终未能普及。清柬，小调曲子由山

北汝州(今临汝县)一带传入。由于曲调简

单，群众一听就会，故在鲁山发展较快。当

时各村镇有“喝了汤(吃罢晚饭)没啥事儿，

商商量量哼曲子儿"的戏文。小调曲子刚传

入鲁山时，普遍采用了高腿的形式，边游动

边演唱。直到1926年(民国十五年)受汝州

曲剧名演员“香水纾、 “六兰”来鲁演出之影

响，鲁山曲剧演员才解掉高腿，登台演出。

随着高跷曲变为高台曲儿，演唱内容也由小

段子变为大本戏。19 z15年(民国34年)抗日

战争胜利后，曲剧班社更是遍地开花，城

关、张良、梁洼、董村、婆娑，让河、耿集

等地都先后建立了曲剧班社，并出现了一批

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优秀演员，如赵长根、

常文成，李学道，邓清林等。

越调是鲁山流行较广的剧种，演员多用

本嗓，大腔大调，很受群众欢迎。1626年(民

国十五年)从邓县来了一个越调戏班，在鲁

山泣河一带演出，后经挽留，在王莽城(今

平高城)扎班，挂名王莽城越调戏，越调

从此在鲁山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受王莽

城越调戏班的影响，张官营、大詹营、张良

等地也先后成立了越调戏班。这些越调班社

阵容整齐，艺术水平较高，大红脸孙德，黑

红脸蔷德运、 “砍一刀”红脸赵福海，旦角

“小爱”、“菊红”唱腔优美，远近闻名。

豫剧过去叫“梆子戏”，是鲁山演唱的

三大剧种之一， “民间有“粗越调、细二

簧，论听还是梆子腔"的顺口溜。耿集老

梆子是鲁山最早的豫剧班社，成立于1920年

(民国九年)。演员50多人，阵容整齐，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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