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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辩毅 蒯巍峙等观看“七品芝麻霄后传≯后与演员们握于 斐艳玲看过《半个娘娘》后与该剧t演

周斌赠送美籍华裔诗人彭帮桢夫妇(七品

芝麻官后传)唱腔磁带及戏曲论著

谢舔、陈怀皑与

李万春，吴素秋等观看‘七

品芝麻官菥传)后与演员们握手

‘七品芝麻官后传)演员们合影 平顶【』】市戏曲学校的学员们在练基本功



(半个娘娘)(半顶山市豫剧嘲演jfj)

(红楼梦)(平顶l|】IH曲剧【羽演H：

(t品芝麻官后传)中的『iI}成(孙连久饰

《1卜个娘娘)tp的李桑桑(马莉饰

‘包公坐监)(牛顶山市越调剧团演出)

<七品芝麻官后传)(乎顾山I悟豫剧团演出)



‘滚鼓山)(清代彩绘宫灯

(鱼藏剑)【清代衫睦宫^

平顶山市平声影剧院

临汝县钟鼓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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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但它所管辖

的鲁山、襄城、郏县、叶县、临汝、宝丰等县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传统。

戏曲艺术很丰富，境内有豫剧、河南曲剧、河南越调、汉调二簧、二夹弦、罗戏、坠

剧、京剧等八个剧种的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演出，丰富了城乡文化娱乐生活，为人民

群众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 、

盛世修志，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

的文化事业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得到了相应的发展。1983年开始编辑出版《中

国戏曲志))的工作，受到了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关心，得到了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并

被纳入国家艺术科学重点项目。各地在完成省卷，自治区卷，直辖市卷的同时，还组

织编纂出版了地市卷、县卷和剧种志。平顶山市不仅有悠久的戏曲文化传统，而且有

一支热爱戏曲事业的戏曲理论队伍，有不少关怀和支持戏曲事业的领导和群众。周斌

同志和平顶山市戏曲志编纂小组，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的部分

条目，而且编纂出一部二十多万字，近百幅照片，反映平顶山市戏曲历史和现状的《平

顶山戏曲志》。

志书贵在记实，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没有资料就无法修志编史。调查研究是编书修志者的必修课，基本功。

为了真实、准确、全面反映平顶山市戏曲的历史和现状，掌握第一手资料，周斌等同

志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如在记述汉调二簧这一剧种时，旧有的资

料只提供了它过去在平顶山流传过的蛛丝马迹，至于汉调二簧传入当地后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常演剧目及演出活动，现在的状况如何?就不知其详了。 《平顶

山市戏曲志》要全面反映当地戏曲剧种的流变和发展，就不能只满足于旧有的资料，

而必须记述现实存在的状况。为此，周斌同志组织力量，亲自深入到汉调二簧的流行

地区，找老艺人登门求教，调查访问，还看了当地业余剧团的演出。他们惊喜地发现，

这个几乎被人说成是失传、消亡的剧种，在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中仍然流传着，农民

以此自娱、娱人，演唱声情并茂、生动感人。在古朴的唱腔与舞台表演中，听到和看

到当地语音及民俗对这个外来剧种的影响，现在在平顶山流行的二簧戏已经是地方化

的二簧戏了。经过这次调查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得到这样的认识：汉调二簧向北方流



传的路途，除水路以外，‘还通过陆路向北延伸。平顶山地区流传的汉调二簧可能就是

从陆路传入而落户生根的。

平顶山市地处河南中部，作为清代戏曲主要声腔，北方的梆子腔和南方的二簧在

这里都曾盛行过，并产生了不少著名的班社和演员。《平顶山市戏曲志》的出版，对

于了解和研究我国戏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于平顶山市的文化建设，具有实际的意

义。

越|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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