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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武成近照

作者吕武成在演唱河洛大鼓



段界平在演唱河洛大鼓

张怀生在北京电视台演出

河洛大鼓三人行之李明治(左) 、 牛小枝(中) 、
耿文信(右)

售- BL! AI
E ·、队|

矗‘
陆四辈在自己庭院演唱

"'Y~，、~ - '、 ‘'

白均选在演唱河洛大鼓

己故河洛大鼓名家段界平的遗物一一书鼓{王
三荣收藏)



张天培之长子张贵钦演唱河洛大鼓

孟津艺人李小五在演唱河洛大鼓

河洛大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陆四辈在传授弟
子清国霞演唱技艺

原生态的河洛大鼓一一姬麦岭演唱

青年新秀朱继鹏在演唱河洛大大鼓

青茸新秀党俊乐在演唱河洛大鼓



盲艺人演唱原生态河洛大鼓

王占标在庭院演唱河洛大鼓

牛会玲演唱河洛大鼓马贵民伴奏

.~直，~~V'

尚继业与弟子合演河洛大鼓

王周道与孙女王金红在乡村演唱河洛大鼓

王春花演唱河洛大鼓王新章.王何清伴奏

/ 

洛阳六中河洛大鼓培训基地的学生正在上课

洛阳师范音乐学院学生开设的河洛大鼓
音乐艺术课堂



序 1

序一

马紫晨③

坷南的大鼓书可以追额iIJ宋代。在千余年的囊续、茹展的流程中，鼓书由于中州众

多方言区市使之呈现在音乐上的"色彩片"和各自身边那不民艺术品种、风格特色的影

梢，乃于金、元南朝特别是明、清二代蜕变、演化出流派纷呈的多矜大鼓书，要者如汝商大

鼓、额河大鼓、光山大鼓、淮南大鼓、豫东大鼓、梨花大鼓、单大鼓、鼓JL哼、大鼓京腔，等

等;复继之以不同g市承的不同传授，由是便出现了所谓"一人一腔、百人百词"之现象。

"河洛大鼓"那源出清末民初，为洛m琴书与豫西大鼓相结合，并暖牧间高坠子西路、

"靠调"东路的某些音乐元素，铸成旋律，而以河洛辙口、风味唱之语之，日久便化茧成蝶

了。拉目战争吉能宫人f们I门]仅称之为"鼓碰弦

畏间音乐舞蹈揭演之后，始定称"河洛大鼓"\，全部历史不过一百余年。有据可查的传承

体系黯满六代，却名家辈出，梧继有段雁、董金秀、胡离方、吕禄、李富路、张天培、刘林、郑

聚、陆明智、程文和、崔坤、张晓党、王周道、段界平、黯回辈、尚继业、彭爱香、王其旺、牛小

枝、王小岳、吕武成、朱继鹏等，闪亮登场在 2.3 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流行范围约占河南

全省七分之一。而从艺人员和影响却迅即超过了历史远比它旱的大谓曲子(鼓子曲〉和

三弦书(小鼓弦) ，跃居中卅传统曲艺品种的第二位(仅次于河南坠子) ，河南大鼓书品种

中的第一位。

但毋庸置疑的是，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起，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商致曲坛整

体上出现龄不景气，从认识上讲是困惑、茫然雨不知所云的。就河洛大鼓说，它在其半个

多世纪的行程中，便明显可以看出有那么一条马鞍影前起伏线，窟示并呼唤着我们应现

其表象、结其规律，给予思考和研究。商这，又是多么需要一部记载翔实的《河洛大鼓

志》啊!

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哥家投人了巨大的人力、前力编篡并出服了以省为单

位的《曲艺志》和《曲艺音乐集成)，但面对全国几百个曲艺品种，那句难以分门别类给予

捷理以润悉其各个不同唱(说)类的艺术特色、生态环境乃至发展途径和蔑律。可喜的

是，自从"非遗"保护、研究课题被纳入到我虽高校人文社科的视野后，确实一改曲艺受冷

落的局面。还拿泻洛大鼓说，薪世纪之前一向罕见的学术性文章，钗)A 2∞4 年算起，见



2 渭洛大鼓志

诸报刊发表的已超过 50篇"专著"情况也十分喜人，记忆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仅有

过一些倒辑和整理的书目问世，市从薪世纪初起，仅十多年即已连续、高巍格地出版了包

捂《河洛大鼓初探》、《河洛大鼓书据集锦》、《河洛嚣书一一部洛大鼓传承人回忆录上《河

洛大鼓传统大书选》等在内的十多部著作。其中仅尚继盘一人即占"半壁"。尤其让人想

不到的是:2015 年末，一部体锦较全、资料翔实、文字流畅、规模宏大〈全书近 70 万字)的

《词洛大鼓志》竟然脱稿、打印并送到了我的手中!商如此黯瀚繁杂的工程，居然是出一

位能编、擅唱又会作曲、已从艺 30 年的民间河洛大鼓艺人昌武成用了整整 10 年龄功夫完

成的，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之前，他还出援了 26 万字的《河洛大鼓》一书，并克HIl各种困难建起了河洛大鼓网

站，从而为联络同仁、积累资料、交流必得、共谋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也就是在

上述条件和成就的基黯上，进商在八方行艺的活动中，继续收集与核实各类资料，特别在

国家对"非遗"抢救、保护工作的鼓舞下，再加各方对他的支持以及他个人与生俱来的爱

好，才终于以常人很难悲象的精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河洛大鼓这部单一曲艺品种的

"志书"其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由此也使诸多有志于研究曲艺〈包括河浩大

鼓)发展状况及其提律的学者、同仁对之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研究，以利于对她的

保护、撮兴和发展。

是为序。

于丙中暮春

注:①马紫晨原为中毒曲艺家协会理事，河南曲艺学研究会副会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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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工

看望j武成贤弟的《河洛大鼓志》书稿时，我感到十分震惊。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

一部《湾洛大鼓》专著。原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长乐为其作序。《河洛大鼓志》是

他的第二部专著。我银震惊，何以震惊?因为他只是"一个艺人商己"。

我作为本家兄长，是看着他长大的。武成资弟国家贫高中辍学，不曾进过大学校门，

19 岁拜师，21 岁独立仔艺，足迹遍及河洛大地。在有艺的同时，他专注于河洛大鼓的探

索、研究和整理。 26 岁创作长篇大书《贞烈墓};他的论文《即将凋嚣的艺苑之秀一一河

洛大鼓》获河南省曲艺征文大赛二等奖;能作作品《藏药计》获海南省建设新农村曲艺征

文大赛二等奖。 2∞8 年、2015 年先后完成了〈部洛大鼓》、《河洛大鼓志》的编撰工作。如

今的抱，不仅是河洛大鼓第六代传人，而且是河南省畏间文艺家、河南省曲艺家协会

会员。

他是一个极普通的民间艺人，头上没有华影绵丽的光环，也没有"艺术家"的称号，徨

精湛的艺术，资深的捷艺，称其艺术家当之无愧。他虽没有专家、学者的资景，但在河洛

大鼓领域，比专家、学者，黯有过丽无不及。也是一个多西手，除了演唱和伴奏技艺，还有

较深的文字功底和音乐造诣，能自己创作，自己作曲记谱。他能娴熟地驾驭屯踏和网络，

创办网站，这些都为海洛大鼓的挖掘、整理带来了方便，使《河洛大鼓志》的顺利完工成为

可能。

一个艺人，一个农民，在靠劳动维持生计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完成了两部民俗文化

专著，实属不易。仅《河洛大鼓志》就有 70 余万字。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正如他自

己所说，是"丢不下的泻洛大鼓艺术" ! 

1可洛大鼓是流行于洛阳地区各县及三门峡、巩义、萦阳等地的大鼓书和洛阳琴书捂

结合而形成的一大曲种。 1952 年定名为河洛大鼓，2006 年人选嚣家级非物盾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既然商南四大曲种之一，也是中国曲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南乃至全国都

有重要影响，广泛流行于洛黯和豫西地区。在洛妇和豫西琵间提及"说书"就是指河洛

大鼓。

对河洛大鼓我知道得不多，也没做过深人的研究。但少时为了昕一场书，夜里跑几

十里路的情形却历历在目。尤其是农村，听说"说书"的来了，早早就有人聚拢过来，书迷

们听了这场听那场，这村听了撵那村，场场不落。那个时我由于文化噩乏，文艺形式单



2 捋洛大鼓志

一，河洛大鼓成为当时主要的文艺形式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摇着经济体制改革，电

视、电影艺术的发展，电子租数字化的应用，曾几何时，河洛大鼓艺术渐渐演出了我们的

视野。政府和社会团体虽然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河洛大鼓的颓势未减，如今己是备受冷

落和边缘化。为了挽救中华文化的艺术奇菇，重撮河洛大鼓的雄风，政府和社会团体、河

洛大鼓的传承和爱好者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武成兄弟就是众多的河洛大鼓挽救者之一，

他不仅完成了《河浩大鼓》、《湾洛大鼓志》的编攘，而且发起部办了"商洛大鼓网"、"词离

曲艺网"为传承和发展河浩大鼓奔走呼号，为重振河洛大鼓摇旗呐喊。

《河洛大鼓志》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商洛大鼓的源流、传承、兴盛军R衰败。对河洛大鼓

的艺术形式、结梅、语言特色、音乐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探讨。对河洛大鼓衰退

与失传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保护和发展该由种的真知灼见。

《河浩大鼓志》是一部记录窝洛大鼓发展历史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大鼓

曲艺的一项空白，为发揭研究，保护和发展河洛大鼓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重要参考。

愿职能部门高度重视野洛大鼓的保护和发展，愿更多的人参与到向洛大鼓的传承和发展

中，让河洛大鼓毒展辉煌。

吕五星

2016 年 7 月 26 日

注:吕五星系原新安丢交通局统计政延长，退休后受骋于新安县史志办，主编{新安县交通志}。



凡织 1

凡例

1.{河洛大鼓志H简称"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点，力求客理、翔实、系统地记

述河洛大鼓的历史及现状。

2. 本志的资料枚编("秩闻传说"等章节除外)必经查证、旁证或佐证，以事实为依

据，不作推断和臆费，对模棱两可、含棋不清的资料或其它分析、推理的资料均不予采信。

有多种来掠和争议的资料予以共存，以并列的彭式收入，以提参考。

3. 本志上眼始于河洛大鼓形或的清代末期，大事记部分追溯到与河洛大鼓梧关联的

清代中晚期，下限于本志成书之臼止。记述原赔有二:一是详今略古;二是资料详者那详

述，资料程略者则略述。

4. 本志遵锯"以述为主，述雨不论"的原期，在叙事基赔上，不随意羁述自己的观点与

立场。

5. 本志以类立吕，横排练述，设章、节、吕、次吕、条五级。采用述、记、志、传、圈、表、

录七种体裁。以概述为首，德瞰全志;大事记以时为序，排列于后;正志为主，传记、图表、

附录等为辑，贯穿于正志其间。"人物志"部分困资料限制，不论逝者、存者，均不立传，以

人物简介或简历记述。

6. 本志采用现代语文体行文记述，除引用的资料及秩黯传说等特殊情况外，均采用

第三人称的记述方法。涉及的数字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小写，纪年以公元小写阿拉伯数

字纪年为主，薪中嚣成立前赤标明年号，如"清、民国"等。个别不太精确的时间亦采蜀中

国小写的纪年方式，如"二十盘纪八十年代"。

7. 本志在记述或引用资料中保留一些必要的方言、术语，并以普通活做注，最大鼓度

地保持河洛大鼓的"原生态"、地域风情租语言特色。

8. 本志草委及的地名以事件发生时的名称记述，如巩县撤县攻市前记为巩县，撒县改

市后记为巩义，洛陆地区后为改为洛阳市等。为了记述的方便，捞及的部分名称、机构、

地名等采肆巳沿用习贵的简称和略称，如曲艺家协会简称"曲协

"非遗"等。如无特勇黠5注萌，本志中的"省"均为河南省的省略语。

9. 本志所采用的资科来源于相关文献、网络及艺人采访等渠道，在附录中的"参考文

献、走访艺人"中已经列出，自在原文引m注费出处外，一般不要注费资装的来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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