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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居豫州西北一隅。地虽僻，但其所领原轵诸域，却曾是

夏，商、周各朝的“天下名都弦，途虽艰，但其所属胜迹景观，又

曾是李，杜、白诗作的重大选题。遗址，出土了戏曲文物’名篇，

留给那后世吟哦I乐舞之传伟直如清沏的济水，由潺潺细流而汹涌

曼延，势不可挡地汇入中原的文化宝库。

唐，宋以后，融歌、舞，伎，艺于一炉的戏曲形式日趋成熟o

《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几个傀儡戏品种，从勋掌村出土的宋三彩

瓷枕，其所绘偶戏图象，和建国初期仍活动着的偶戏，除水傀儡尚

未找到形踪以外，它如悬丝，杖头，药发和肉傀儡等，济源几乎全

部存在。

木偶戏以外，元，明，清迄今还先后流行和存在过不下十多个

剧种。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怀梆，其次是徽调、二簧和花鼓走唱。邻

省山西的锣鼓铙钹戏，泽州罗戏，乃至乱弹，枣梆等，近百年问虽

也曾多次涉演问津，但受中州文化的强力抵御，终未能在太行，王

屋二山之阳落户扎根，也许要等到老愚公把这两座大山彻底搬走之

日，晋南戏曲的来访方能畅通无阻吧?l

进入二十世纪，又有越调、曲剧，豫剧等接踵流入，这几个剧

种全是从黄河以南过来的，带着一股虎虎生气。特别是后者，堪称

所向披靡，只用了大约三几十年的时间，已经把当地的几个古老剧

种逼向绝境，而豫剧则至少已在几十个专业和业余剧团当中占有三

分之二的位置。尽管各种演出礼俗，诸如神戏，会戏，户戏，赌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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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仍或明或暗．．程度不同地支配和影响着艺事活动，但是那长宽

面积都比较有限的百余座古老的乐楼(戏楱)，则显然已容纳不下

当今的大型演出。三十多年中，仅县豫剧团即上演了三十余个自创剧

目，有的剧目还在省城叫响，有些演员的知名度也早已跨出县境，

就是这部新纂的《济源县戏曲志》不亦有些学界名流早就盼着先

睹为快了吗l我想这些都很可以说明．1济源戏曲不仅是本县人民的

骄傲，即在河南戏曲史上，也该赋于她以应有的地位吧o．

p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第一副主绱
、．

马紫晨
一九八八年仲春于胶东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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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盛事舞台丰碑

《济源县戏曲志》代序

《济源县戏曲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济源市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是
、^，-^，√v^^，v、^，v、^，v、^，v、^，√～^^，～^，√、^^，u、^7√、^7v、^，u、^，u、^，～^，，V、^，u、^，u、^，v～^d_～^，-v、，√、^，√、^，-、^，-、^，～^，，～^，，v／v、^，vv，，竹

济源史志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济源戏曲工作者的一件喜事l

： 1987年3月文化局组成“戏曲志"领导小组及编纂机构以来，经广征博采，集录考校，

三易其稿，历尽艰辛，他们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v～／v～^^^，，vv～、^^，，vv、^^，，。～、^^，，，V-～‘647。。～^^^，V～、^^，，√。～^^4，

济源地处中原·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名艺名伶代代辈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戏曲

戏曲艺术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但当前似有危机之感。戏曲艺

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

民族心理因素的原因，它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文艺

方针，遵循“古为今用打的正确原则，在创新和继承的结合上下功夫，这个古老的传统的艺

术之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l

‘。时间仓促，经验缺乏，遗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殷切期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 ．． ．．

i
‘ ⋯’

中共济源市委宣传部部长任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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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济源县戏曲综述

济源县，以我国古称搿四渎一之一的济

水发源而得名。其位于河南省西北边陲，北

依太行与晋城、阳城相连，南临黄河和古城

洛阳遥望，西同垣曲毗邻，东与沁，盂接

壤。全县山区多，平原少，西有王屋山，东

是牛角Jil，城乡公路四通八达，焦(作)枝

(江)铁路横贯其间，县城紧靠予莽河济水，

共辖城关、邵原二镇和十一个乡。总面积一

千九百五十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居住着

52万勤劳的愚公后裔，以农为主，百业具

兴I境内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林木繁茂，

资源丰富，风光宜人，古迹遍布。

早在东周时期，此处为畿内地。梨树沟

仰韶文化遗址，证明济民祖先六千年前就在

此繁衍生息，原城遗址，曾为夏代都城之

一，簟R国故城，在战国时就跻居搿天下名

都静之列。汉代建沁水辖二县，隋朝分辖县

置，于开皇十六年始建济源县，元又改置元

州，明清皆属怀庆府，民国初属河北道。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辖属原平原省和

新乡地区，后来又撤县建市，属焦作市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济源居于

黄河中游，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历代文人墨客兴游济源，写诗作画，不胜枚

举。李白，杜甫，自居易、韩愈、岑参、李

商隐等都曾在济源留下许多名篇，诗文工

整，便于吟唱，不少篇章在民间哼成小曲，

广为流传，对戏曲的起源和形成均有借鉴。

唐代创建，明、清复修的阳台宫三清殿和玉

皇阁的石柱上，镌刻的“八仙过海"，“田

真哭树弦，“苏武牧羊"，搿李存孝打虎一

搿轩辕黄帝战蚩尤一等大量浮雕，其中多系

戏曲故事和人物，是济源戏曲发展史上的一
个见证。

历史上济源曾是道教活动的盛地，官观

寺院繁若群星，庙前戏楼遍地皆是。据查，

全县的古戏楼就有140余座，多建在大的村

镇和山峦要冲之处。如南姚村汤帝庙在明景

泰六年扩建时筑起戏楼一座，仅一间，碑记

搿演戏时肩摩股击，往来最为不便。⋯⋯一

清乾隆三十六年春，搿拆修舞楼一阆改为三

间"。邵原镇自坡村汤王庙戏楼顶脊上写着

口大清乾隆乙亥年重修至光结拾叁年岁次丁

亥复修自新"。全县至今尚存古戏楼20多

座，虽巳残缺不全或改作它用，但足以表明

早在明清时期济源戏曲班社和演出场所同步

发展的历史真迹。

第一节 济源戏曲的溯源

原始时代形成的歌舞，标志着祖国戏曲

的起源。济源县境内出土的汉代百戏。陶

灯艿和吹排萧“乐俑黟，是戏曲雏型的形象

记录。在勋掌村汉墓中发现的两件三彩瓷

枕，上面绘制的木偶戏图象，明证在北宋时

期木偶杂剧巳普遍流行。瓷枕上各有一面

面-一是杖头木偶，一是悬线木偶，均由童

子操作，并伴以笛、锣乐器。北宋都汴，当

时汴京的木偶戏十分活跃，跨越黄河，波及

豫北，直到建国初期王屋山上还流传着木偶

戏(亦称“执猴戏")，一人操作，多人配

唱，其表演形式就是从杖头木偶演变而来

的。所以，古时的木偶戏对济源戏曲的起源

和形成有着直接作用。

纵观历史，中国的戏曲艺术形成于北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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