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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化志资料选编》主要是为编写

《河南省文化志》初稿选集资料的5 其次是把己

搜集到的部份不能入志的珍贵文化艺术资料集录

戎语留存后世p 其三是交流编写经验， 广泛的征

求各级文化艺术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有

关专家学者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选编》资

料均审阅和补充。

河南地处中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

们的祖先用劳动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丰富;地芜的

文化艺术成果。 由于旧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的局

限，艺人的社会地位低贱，生活贫苦，他们的精

湛艺术技能，只能靠口传身敦，很少有文字记

载，更没有人去给他们树碑立传。 几年来，省文

化志编辑室的同志， 查;写了我省各大图书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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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书刊、史志和档案馆的有关文献档案，又召集

老艺人、专家们、文艺工作者座谈，收集了不少

资料，其中一人→事有根有据的系统资料不多

f亘编裹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志，需要有丰富翔实

的资料。 因此，衷心欢边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知

情者积极协助提供资料并踊跃的撰稿。来稿请寄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o

该《选编》的资料是作为征求意见于IJ E口的，

请勿引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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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戏楼考

韩德英

戏曲演出活动场菇，是随着戏曲艺术的产生、友展而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并且又随着时代的前进有所变化。专门供戏曲演出

活动的场所何时有之，现在还不能定论。有人说西汉时长安的

"平乐就P ，是中国最早的"戏撞开，市东汉洛阳的"平乐班"，

便是河南的最早"戏搂月，其实并不确切。据有夭记载， "平乐

观7 只是"汉上林菇"中的一部分。"揭十五里拧，是皇帝行乐

爵王运的地方，虽不时有歌舞、否满、角号岳之戏演出活动，但多是

供皇帝饮宴、行乐，正如曹植《名都篇》所云"妇来宴平乐，

美酒斗十干"。还不能说这就是戏曲演出活动的专门场所。但据

郭士星同志的(凉远流长的出自戏曲》一文中说 z"一九六九年，

在运域县挟持发提出一座汉墓，内有陶翠绿程i百戏楼模型一件

…是一座三檐三台五层因环尖京式的高层建筑"。?可商也有出

土的掏戏楼，如1971年于西子县出土两座， 1977年于项城老域出

土四座，都是四~或三层建筑模型，还有技乐俑在作场。这替"戏

楼"也许在汉代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作为百戏演出场所，也许

织是一种黯葬的工艺品，不过，就从现在贵得到的有关文字资料

看，在宋朝在前，河南还没有专供戏曲演出活动的固定场所。从

北魏扬街之的《洛阳如蓝记》中看，当时是把寺庙当作娱乐的场

所，如该书中就记有洛白景乐寺中的这种情况: ，:至于大斋，常

设女乐。歌声绕梁，舞抽徐转，至全管寥亮，谐鼓入神舟。又说z

"召语音乐，逞技寺内，奇禽怪兽，舞扑A殿庭，飞空幻惑，世Err

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事j驴技井，植枣种瓜，须夷之间皆

得食.士女观者，目乱需迷好。在寺庙里的这种演出活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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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供少数贵族享乐，一开始是不准一般群众进去观看的。后来禁

令不那么严格了，一般群众也可以进去看一看了。当然也可以想

见，一般群众也一运会有自己的各种演唱活动和演出场所一-也

许就是那种 U摆地摊"了。但由于"自建义( 528 年〉已后，京

野频有大兵，此戏遂隐也"。

到南嚣时代，在寺店里兴起一种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讲佛经道

理所谓"结讲'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在寺庙里参与这种带有民

间性庚的"俗讲"活动。当时的洛阳，号称东部，音乐、歌舞、

百戏盛行。隋烧帝常到芳华苑(西苑内〉我翠池髓，由宫女们陪

同现着百戏。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于东部的端门外，建国门内，

列为戏场，绵亘八里.唐朝的武则天也曾在洛阳搞了一个用九

百人的神宫大舞，可想、雨如演出场所是相当大的。唐玄宗是历史

上有名的"架园皇帝'，不仅在长安没有梨盟、教坊，而且还常

到洛阳宴请宾客，演出歌舞，如《兰棱王》、《踏摇娘》等就是

当时演出的代表节目。据《伊陪县志》载，患玄宗还曾在洛阳举

行过一次"歌舞会演"， "命三百县令、剌史各 E泣i 声乐集

"旦第胜负拥赏拧。后唐崖宗〈李存勋) ，也是一个喜爱戏曲的皇

帝，曾亲自耕墨登场。这些演出活动当然部是在宫廷里进行的，

悲怕也还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但是唐玄宗、后唐庄宗所组织的

歌舞、戏曲活动，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千百年来艺人的一

直是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程师爷挣来敬奉的。

有明文记载，并为大家贸公认的有关或曲演出活动的固定场

庚的出现，是在宋朝。这就是所谓的"瓦舍"。瓦舍亦称 U瓦

市气"瓦罪"、"瓦子气吴吉牧在《梦梁录》中解释为"瓦舍者，

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辑'之义，易聚义散也"。"在京师，

甚为士众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磁坏之门"。不管对瓦

舍如饵解释，但它实质上就是那大型的游艺场。这种瓦舍在北宋

崇宁、大现〈徽宗年号〉年间，即公元1102年时前，就己经在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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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存在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 "崇、现以来"，东京

就有必薪门瓦子"、 "桑家瓦子'、 "中瓦'、 "里瓦"、 "fH 
西瓦子"、"外!北瓦子'，必其中大小栏勾五十余座珍。"勾栏'

一词在其它诗文中也曾多次出现。《庚音葵鉴》中选: "(韵

书) : ‘木为之，在阶际， "0<< 古今注们 "汉藏成店槐树，设

扶老钩栏。其始也'押。嚣代李顶的诗中写道: "云华满高阁，

苔色上勾栏P 。王建诗中也有z "风帘本留压芙蓉，回国勾栏在

水中"0 <<东京梦华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士众通乘坐车子，

如檐子祥剖，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窍。可见勾栏原是一

种木制的扶手栏杆。可是瓦子中的勾栏却不是这个意思了，它是

指用栏杆互相勾连商围起来的演出场边，使现众相隔勾栏之外，

不致妨碍演员的演出活动。如果说瓦舍是一个大型潜艺场，那么

勾栏就是演出活动的"舞台"了.一般的瓦舍里"可容数千人"。

供现众看的伎艺也很多，有杂费i、愧髓戏、杂技、踢毯、讲史、

说经书、说H昌、小说、舞蹈、请宫谓、影戏、弄虫蚊、说笑话等

多种表演活动。"不以风雨寒暑，诸摆着人，日日如是'。 u构

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吕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现

者增倍"。

宋代的泞梁相菌寺内，不仪是一个民间贸易场所，市且经常

有杂技及戏属女乐在这里献艺演出。王安石的 (1自 JIJ集》卷十

《相国寺启同天节道场行香院戏者》诗云J "保住戏场中，一贵

复一贱。心知本自岗，所主i无改怨"。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

十八中，还记载了一个名叫江湾的文人，三十年中求取功名未戚，

"在京捕，殊无聊。……潜梧国寺，与众书生椅殿拄现倡缸"。

可以说，梧国寺当时已成为一个民间技艺摸出的重要场所。

除此之外，在一些重要节吕，在泞梁域内还要扎蓓戏台〈露

台、乐掘) ，组织有皇帝亲往观看的各种艺术的演出活动。如《

东京梦华录》卷第六《元宵》条中载，宣德搂必上有大牌吕 4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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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民同乐声 "。 "下用坊本垒成露台一庚，结彩栏撞……教坊

告容豆、露台弟子，更互杂剧。" "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

时引万娃山呼。" <<十六日》条中载，相自寺大殿， u 前设乐

攘，诸军作乐"。 "开宝、景德大佛寺等处，皆有乐楠，作乐燃

灯。 "μ诸门皆有宫中乐棚"。 "每一坊巷口，无乐榻去处，多

设小影戏揽子"。由此可觅， rt梁元霄节前嚣，露台、乐摆到处

都有。卷之八《六月六 2崔窍君生自二十四 5 神现生日》条中

载: t. -=f段苟言言台上设乐棚，教坊钩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

"其社火呈于露台上，历献之!窍，动以万数。自旱呈拽百或乡如

上竿、题弄、践索、梧扑、鼓族、小唱、斗鸡、说浑语、杂挠、

商i莲、合笙、养筋骨、乔梧扑、琅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

悼刀、装鬼、呀鼓、牌捧、道末之类，色色有之。至事呈拽不

尽。纱节吕丰富多影。

戏曲艺术白宫发展i走进了固定剧场部建立和提据演唱需要听扎

结戏台的增多，从商又为戏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提供了有

祀的物员条件。宋代已经有了专业住的慰自一一戏班。王棠的苦知

新录》中说"演戏而以班名，自宋 4云韶班'起。好前文中提

到白J "教坊铠容直野、 "露台弟子"，也是专业性的戏班。这些

专业性或班的建立，又进一步挺进了演员技艺的提高。要充分展

现演员的表演艺术才能，又必须不新改进和提高窍纤1125厅的建

设。

金元时代戏曲演出活动场历，是随着金院本、元杂剧的发展

繁荣，相应边有了进一步的发震和提高。金院本、元杂尉，不仅

在所谓的"勾栏棉"里演出，而且按上了名符其实的戏曲舞台→一

戏望。一般认为，元杂费j是中国戏曲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给我

们留下了许多位秀的费世之作。就河南市擒，曾出现了有名的

"元曲八大家"，为元杂腾的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f旦关于当时

潢出状觅，却很少有可供参考的资料。元杂墨u <{蓝果和>> (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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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钟离变扉蓝采和》中仅有这样一些话• li掩在梁园摆勾栏里

做场"。 44戏台上呼我乐名 FP , "再不去戏台上信口开、河纱。梁

自即开封，这说明开封那时就有元杂剧演出的场所一一勾拦榻的。

关于勾拦据里的演出情况，元代散出作家桂善夫曾写过一首"要

孩儿"套由《庄稼不识勾拦)) ，描写一个农民到勾拦里看戏的情

景，绘声绘色，生动形象，可供我们参考z

" (要孩JL) 风语雨颗民安乐，都不但俺庄稼快活。桑茧五谷

十分歧，官司元甚差科，当时许下还岳愿，来3ÐJ域中买心纸火。

正打街头过，觅吊个花绿绿纸棒，不切那答JLi商嚷嚷人多。 c六

煞) J且一个人子撑着橡傲的门，高声的叫‘清、语1 '道‘迟来

的满了元处停坐。 P 说道前截JL院本《语风月七背后么末( RP 
杂尉〉敷演(< XtJ要和》。高声叫z ‘赶散易得，璀得的粒哈。 F

C五煞〕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撞，见层层垒垒固国

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殷却是人提窝。见几个妇女国台

JL上坐。又不是迎神赛桂，不住的擂鼓筛锣。 c囚煞〕一个女荔

JL转了几道，不多时引出一仗，中间里一个央人货，裹着技阜头

巾， 1页门上插一管笔，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JL抹。如它是如何

过?浑身上下则穿领花布直摄。……。"

从这些描写看，所谓勾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剧

场，有捺傲的大门，还有必花绿绿的纸榜月，也就是今天的"海

报"之类的东西吊在门前，并有人守门并戴着请人来看戏，二百

钱〈一张票〉即可入场。剧场里坐着看戏的人很多，钟楼模样的

舞台上，演员的表演，形象生动。这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元杂

黠舞台演出活动的宝贵资料。

勾拦苔先是出现在商业贸易也较发达的城市里。乡下的农民

进城看到之后所产生的"新奇"之惑，说明当时的乡村还没有出

现如此规模的勾拦。不过从河南省一些县志中的有关记载来看，

金元时代的村镇，已经出现了"戏接挣，如中牟县、新乡县、是

• 5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池县等。这种"戏楼'一般都建在揭庙里，用于演戏祀神。它很

可能就是从勾拦望"钟楼模样"的必舞台"演变丽来的。这说

明，金皖本、元杂尉，不仅在城市勾拦呈上演，百旦也在民阔的

"戏搂押上演出了。据明魏良辑在《南词引证》中说，北曲有"

翼:f!i调"和"中井i谤"之分。也许这是两个不同的艺术流援。河

南戏曲舞台上演唱的当然应是"中州词"了。

有文字可考的戏楼，明清时代边较多，对它的称谓也不尽相

同，亦叫乐楼、戏台、歌台、舞楼、舞亭、楼台、露台、演乐

台、演戏台、歌舞楼台等。这些戏楼大都是随着祠窑的修建商修

建起来的。凡是比较大的拇庙，如成惶庙、东岳庙、关帝店等，

都修建有主运楼。戏搂所以会成为祠店修建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

部分，是因为和演戏捏神分不开。特另号是明清以来，无论城镇乡

村，春祈秩报，是必演戏萄。晓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所修《尉

民基志·岁时》载1 "赛域之神，届中盛设祭品，张乐男女戏

剧，宴贯亦盛"J i'赛东岳之神于其店，如前仪"J i'武安王关

公庙赛神，如前仪"0 {风倍》又载z "其乡村镇远各有神祠，

春挺秩报，必用声伎"0 ((孟津县志》所载的腐朝正德末年《重

修大王庙乐楼i己》说z "庙之前乐搂三撞"，为"春秩享祀歌舞

之所" 0 ((陕垦志》所载《金石·明重惨陕卅城!理店i己》说: " 

创作寝宫以捷神，起乐楼以信享雄幕供器"0 <<封骂县志》载

《碑i己·重{磨关王店i己》说: "嘉靖中邑民建乐楼一所北肉，以

容辞住鼓噪押。清康熙十八年( 1679 )重修(( ~日武县志》载《文

征·府君庙》说"拜厦者简所以列瞥黯牲也，撞台者何历时歌

舞铺神也"。清雍正切罕， "马也龙修小南街之庙，复增县治

戏楼一座，县祀马神，岁必演剧"0 ( ((毒草城县志) )。清康乾
年的莫士蝉在《创建卢医店戏楼记》中说: "尝揭毛子戏堤，百

知戏非古毡，捏神用戏尤非吉也。然商局礼大锥之锅，元衣朱

裳，执戈扬眉，以索室驱疫，先入谓其近于戏，用是在吉为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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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今吉普为戏。世俗祀掉用戏矣。……故建庙禧祀以来，里人

往往献戏" ( (卢æ县志) )。如此等等，都说嚼了修建戏楼与

演戏祀掉的关系是密切的。因而，员间的戏曲演出活动，往往是

借祀神而达到娱人的吕的。庙多，戏楼也多(有的县城竟有四、

五座) ，演戏的抗会也多。

戏楼的建筑样式一般都是很讲究的，不仅高大壮丽，商呈画

梁雕栋，有的还书有对联或题诲。吕前，我省还有一些清代戏楼

可以看到，如社旗县的出棋会嬉戏楼，洛阳关林戏楼等，都是很

有代表性的。它们造型美现，工艺精细。社旗县山陕会馆或楼的

石柱上有两副对联，一副是: "还将旧事从新演，聪{昔带优作古

人" J 另一副是"幻即是真，事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今亦

非昔，新闻自事扮演来毫发无差"。戏楼上方题"悬鉴搂野。这

显然是把戏曲当作一面镜子，其含章可谓深矣。乾隆年间考城县

(己与兰封县合并为兰考基〉城惶庙戏楼，现在虽已无存，但却

给我的留了有关记载: "戏搂在山门上，左右摆门各一撞，左便

门穰曰: í'彰善"，右便门额日 z u痒恶"。又载 {i咸丰元年

立碑记事，于出门前建戏楼一座，壮[ljjìJ宏散，题 S: '往事重

论'飞所谓"彰善'F ，就是表彰宣扬好的东西。所谓"痒恶"，

就是对坏的东西疾恶如钱。所谓"往事重论P ，就是对历史上的

人和事要拿到戏曲舞台上重新评论，从而得到彰善痒恶的目的。

还有些戏曲对联，虽不知出自何处，徨也很有意义，如: ~，向谁

入世，不谐容，泽粉涂脂，识破总才在真面吕 z 何费吓人F 真恶态

，磨拳擦掌，看来尽是假权威。月又如: 1(看不需莫嘈，请问苗

头高晃者z 站得住便罢，须留余地后人来。梦如此等等，令人深

思。

除戏楼之井，还有临时搭起来的高台，作为戏曲演唱的舞

台。<(如梦录》中就记载有明代时的开封搭台演戏事I 11 清明

节、中元、十月期……域内各届会场擂台演戏，建酶修斋，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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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按时不断。"清代雍正年陪商甫总督西文镜，在他所发布

的"文告"里，曾多次要禁止"民间搭台演戏"。如雍正三年

( 1725年) ((严禁边神赛会以正风恪事》中写道: "盖小民每于

秋收无事之时，以及春三二月，其为神会，挨户敛钱，或扎若离

台，演唱陪戏，或扮演故事，鼓乐引神……合仔伤禁"。可见，

这种扎搭高台演戏是很普遍的。直到现在，农村请Z理由去演出，

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扎搭离台。

明洁时代的戏楼或戏台上都演唱些什么戏曲剧种，有明确文

字记载的很少。特别是嚼代，关于戏曲剧种的记载，至今尚未发

现。当然在明沈宠缓等人的著作中，也曾提到"弦索"或"北

曲"、 "北羁押之类，为北方一带的戏曲。萌王世贞在《也藻》

中曾揭出，周宪王〈朱有墩〉的杂费j本"至今中原弦索多眉之。

李献吉《泞中元霄绝句》云z ‘齐唱宪王新乐婿，金梁桥上月如

霜。'盖实录也。"但"弦索"如何唱法，却无人知道了。

《如梦录》中曾记有开·封周王府演唱"大戏"。"大戏"究竟

指的是什么?在乡村中演唱的是什么戏?古代没有记载，至今也

难以考证。明末的周亮工曾说过，在辉县靖丘因上演《西屈i己》

而引起当地崔、郑两姓的不满，出致"讼之宫"0 ((西原 i己》唱

何种由贵?那时昆曲已广泛流行，也许就是昆曲。商广大的农村

都唱昆曲恐拍是不可能。提握有关记载南方各地在明中后期兴起

来的地方戏曲情况挂断，渭南地方戏曲也会在各地兴起、萌发，

只是没有文字可证，也就难以论断。清康乾时代河南地方戏曲勃

兴，记载虽不详尽，但有文字可茸的也为数不少。如《词阴甚

志》记有最黑十八年( 1679年〉演唱号:要〈罗〉戏、镜钱戏F

?王蔡县志》有康熙年间知甚杨廷望禁演罗腔、制的《禁戏详
文)) J 乾隆十年( 1745年〉编惨的《祀县志》中记有"逻逻、

樨、弦等类" J 李绿园在乾搓年间写成的《歧路灯》中，在开封

演唱的剧种有昆曲、山东弦子戏、珑西梆子自主、泽安H穆戏、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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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卷戏、胡:曾卷、小琐E吉、大笛瞌、部头应等。其它如越弱、

二夹弦、落子，在、花鼓戏等，虽缺少文字记载， {旦清我也己海

行。应该说，这些戏曲黠种就是在河南或接及高台上经常演唱

的a 浅曲种类多，演唱援繁，戏楼〈包插离合〉就成为费清时代

戏曲演唱活动的主要场地。随着时代的发嚣，在清末出现了茶社

〈或留九剧场。泻南第一个现代式的商场一一"丰乐茵挣，就

是清宣统年前出现在开封城里的演出场罚。茶桂、剧场不属本文

论述落盟，这里就不多读了。

河南的戏楼有多少?现在已无法掌握准确捣毁字。因为房年

久远，兴E更多变，缺少文字记载。或在夜将有据可查的戏楼列举

如下。

会、无时代

中牟垦关圣!击乐楼一--t主县志载z 县东关魔角需关圣窟 a乐楼一

蜜"。金大安元年( 1209年〉建。元至元、至

大、至Jl因年能"指缝撞修9 。萌宏洁、清颇

治、康熙、乾隆、道光、同治、民国各{t曾重

建或重捞。

撞撞县昭济侯舞亭一一该县志有《重修昭济侯献鼓舞亭i己>> , -王

至大三年( 1310年〉雷豫撰书。可见舞亭在元

至大商部存在G

理?在县西公应舞费→一该县志卷七((}高记声载~t厘出茜公届"舞

接三撞芳。"有至元二年碑芳。至元二年为南

宋赵主草或漳元年( 1266年〉

新乡县关帝庙舞撞一一该县志卷二十四《祠祀》载1 东门内关号费

1吉"舞撞三撞"。 "元至王闰建，万历、崇祺

间先后重修。"

捷乡县东岳庙歌舞楼台一一该县志《重掺东岳!亩仔祠记》载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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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铠吉何代，考残碎唐开元闰亦有

之，历宋元末之废……裙带为钟楼，楼之

北面为歌舞台……饰以丹莹〈音饿) ，王军

耀夺吕"。 44时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吉日

记。"

朝代

淮南县城撞店戏楼一一该县志卷西《民政·坛庙》载z 府撞撞

庙， "中门三间，上为戏楼"。明初始建。洪

武、宣德、或化年间历蟹，清雍正年间重修。

尉民县城睦瑾乐楼一一该县志卷囚《建置志》载z 城惶店"乐搂

三词"，萌洪武二年( 1369年〉建，晓成化、

清颇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闰重惨。

中牟县东岳痛乐楼一一该县志《祠店》载z 东岳庙必乐搂一座"

明初建，清康熙年间重惨。

开州城堕癌乐楼一一该县志《域惶店理》上戏搂一座。查该庙

系"晓洪武六年同知冯朝泰重修。

西平县城撞庙乐楼一一该县志《城惶菇ìè}} 中载z 戏楼一座。

"自明季以及我朝〈清朝) ，其间递为重修

者，不知凡几。

延津城程届乐楼一一该县志《重穆域瞿庙i己》载z "乐楼一座"

该记为明李戴所写。

登封县城障在演剧楼一一该县志载z 不知细时建。明正统间，清

康熙、雍正向重修。

推阳县火神店乐楼一一该县志《民政·坛庙》载z 火神鹿大门

"离数十武为戏楼"。萌始创建，清顺治、乾

隆、嘉庆闰重修。

灵宝县火星庙乐楼一一该县志《重修大留村火星店记》载: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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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闰芽。"届自正德间，栋宇散饨，丹青剥

落……於嘉靖六年了亥正月十-E始事，于十

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芳。

遥许县城撞店戏楼一-}亥县志《域煌庙图》上戏楼一座。查《建

置志·祠店》载z 该届为明正统闰穆，正德i司

补之，嘉培闰复穆，清又"增薪之梦。

孟津县大王庙乐楼一一该县志《重修大王痛乐楼记》载: "店之

能有乐搂三撞"。 G春秋享祀歌舞之所……E

德末乡人马应宿等始建之。"

卢民县城睦庙乐楼一一该县志《卢氏基重穆域撞庙i己》载， "乐

楼转角三握"。于明成化年间修建。

获嘉县城惶庙乐楼一一该县志《祠祀》载z 城惶店于明成化部

建，弘治民重惨，嘉靖间改建，有乐楼一座。

斯)11县火星庙演戏台一一该县志《店坛》载=火星庙于明成化部

建，语道光向"移i臼庙木石，重建新庙于东

门内，有演戏台"。

新}II县关帝痛演尉楼一一该县志《庙坛》载z 关帝窟演崩搂，明

成千七年间建，万历闰蟹，崇祯十六年李自成

u屠城庙毁野。清乾撞年间重蜂，嘉庆闰出

峡商人"一律修整"，作为"出峡会馆掉。

封邱县关王庙乐楼一一该县志《重修关王庙iè ))载: "嘉靖中邑

民建乐楼一所北向， 以容辞 tt 鼓噪，非韶

也。"

阕乡县真武窟舞台一一该县志《武庙原因》上有"舞台"一座.

真武店为明丑拾年闰建，万历年间重修。

灵宝县关帝庙乐楼一一该县志《重修关帝庙记》载: "乐楼'。

"1日有王之菇在门内，嘉靖葵卵移置东关，殿

宇森列，过着惊息。岁时祈报，额域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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