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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戏曲志》主编 盛长柱

冰霜历尽心不移。汝阳县的编志人员，埋头笔耕三个春秋，五易盈尺书稿，终将《汝阳戏曲

志》付梓成书。这部汝阳县戏史方面的专业志书，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洋洋二十余万言，书梨园

兴衰佳话，传艺坛奇人奇事，扬戏苑优伶德操，记述汝阳戏史的发展变化，探索河洛戏史的艺术

规律，弥补了汝阳自古戏曲无志的空白，因而她是汝阳以及洛阳文化工作的一部重要文献。对

于戏曲改革、振兴汝阳戏曲事业，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她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我认

为，编纂《没阳戏曲志》很必要，也很值得。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汝阳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她位居黄河腹地，是中华民族中原文化发祥地的一

角。虽系偏僻山区，却山青水秀，地灵人杰。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道出了她在历史长河中的非

凡经历。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北齐屯兵处的高齐古城遗址，迄今尚存不少古代

珍贵遗物。东周时，杜康造酒的杜康仙庄，风光旖旎；杜康庙、宝应寺、刘伶池等古迹犹在，是研

究中国酒文化的一笔财富。今圣王村、黄屯村，系昔日汤王扎帐、屯兵之处。相传，汤王还在观

音寺为百姓祈雨禳灾。城东南云梦洞，“鬼谷子王禅尝隐此”，系“俗传苏秦、张仪受书处”；山上

有孙膑墓，传说孙膑、庞涓亦受业于此。城北旗杆山，系楚汉之战时，汉高祖刘邦树旗处，山下高

祖庙，现仍香火不断。被誉为汝阳八景之冠的“岘山叠翠”，嵯峨壮观，传说唐太宗游嵩山后曾登

此山。城东紫逻石潭，名传古今，唐代大诗人杜甫《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中，就有过“云山紫逻

深”诗句，可见古代文人墨客常游此地⋯⋯凡此名胜古迹，无不反映了历史上与汝阳相关的名

人、要事、艺事很多，同时也说明了汝阳历来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位置相当重要。

另外，汝阳在我省地方戏曲史上，曾经有过突出贡献，不少戏曲艺术活动，直接推动和影响

了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由于汝阳与古都洛阳的距离近在咫尺，多受其文化艺术的渗透和影响，

因而不少在汝阳活动过的仁人志士都为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明代末年，义军

领袖李自成，曾把军戏带到此地，自然就丰富了河南地方戏的内容。洛阳曲子从“高跷曲”搬上

舞台，转化为“曲子戏”，是这个剧种发展的一次飞跃，当时，汝阳的一批曲子艺人就参加了这次

重大艺术活动。三十年代，汝阳有个曲子班社，是将打击乐最早运用曲剧音乐中的班社之一，他

们为发展曲子音乐中的“武场”，创造了历史功劳。还有，汝阳戏曲的“四秀”李宝宝等，都为戏曲

的繁荣兴旺写下过重要篇章。
‘

当然，编纂《汝阳戏曲志》的必要性，还可以说上几条，这里就不再绕舌了。

感谢汝阳县的有关领导及编志人员，含辛茹苦，历经曲折，使《汝阳戏曲志》得以问世。他们

为整理传统文化、繁荣传统文化、振兴戏曲事业，做了一件功著今朝、泽被后世的大好事情，历

史将不会忘记他们!

看到《汝阳戏曲志》成书，激动兴奋，夜不能寐，谈此感想，是为序。

[992年5月干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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