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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信阳市戏曲志》(二稿)，是根据《中国戏曲志》地方卷体例补

充修订的．由综述’r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十多个方面，记述了信

阳市戏曲的历史和发展现状

戏曲艺术，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我

们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力争做好戏曲志

的纂修工作。 ．

1988年6月至7月在修改第二稿时作了必要的增删和调整。由于

编写人员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又苦于我市各剧团，均无建立艺术档

案，资料奇缺．虽为二稿但遗漏和疏误之处仍会存在，敬希领导

专家和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们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信阳市戏曲志》编纂小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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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起；

张遗敏，张志斌，董伟

后排右起：李乃明．张德无



占典剧《瞵骨床》探监选场

左刘秀梅饰演皇后，右方志凌饰演丞相张冶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演出)

京剧《扈三娘》 传统剧《小包公》

赵虬殊饰演扈三娘-·九五三年江川”蒋会姑饰演色拯
(一J』八一二年}一Jj‘H演出)



现代剧《江姐》绣红旗选场

左起：芦华(饰江姐)、李翠荣、刘丽蛔、苷。午监、师淑芳

(一九八。年“八一”建军青慰问演出)。

现代剧《爱的脚印》三场”单子成才”

左：贺秉诚(某部剐·4令员、李保无饰)；巾贺兆明(贺的：子、某机

床厂车工张文清饰)； (贺的老伴刘云英饰)

(．九八1二年演出)‘
’

’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九A--年应邀来信阳市演

出，这是她在为老红军清唱《红灯记》冼段。
‘

一九八-二年春，f占阳市双井乡业余文艺宣传队利用戏曲

宣传il划生育，这是存演《烈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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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信阳市素称鱼米之乡，南靠大别lII麓，

北临淮河上游，位于河南省最南端。全市面

积218．3平方公里，人口234000，是京广铁

路要冲．

倩阳市有悠久的历史，夏商时已成为

。通荆蛮，联结准夷”的重要区域。西周

时，属申国所辖。历代为州县所在地，是豫

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的左证，信阳早

在二千多年前，作为戏前文化诸因素的民歌、

音乐、舞蹈等已有相当发展，并成为祭祠仪

典的重要部分。清乾隆《信阳州志》中即有

。不似上年灯火节，玉人歌舞过柴桥”的记

载。

据史料记述，明、清时期以来，信阳戏

曲已有相当发展，这里曾是一个戏曲人才荟

萃的地方。现存明清时期的戏楼遗址，也说

明了当时戏曲活动遍及城乡．

信阳处于南北分野区域，其戏曲种类受

南．I匕影响均有。清遭光年间，北方．“河南

讴。已来本地演出：明清以来．湖：眠安徽

等地的居民大量插荒定屠信阳．这给南方戏

流入也创造了条件。清末民初．。汉调”，

。微词”已出现在信阳舞台，至今信阳还有

。蛮二黄”、。夸二黄”、。鹌鹑戏”的说

法。后来，随着京汉铁路建成通车，信阳老

。洋街”得到开发，北方商贾纷纷定居经

商，俗谓。商路即戏路”，京剧在信阳便也

迅即繁盛起来．1916年“信新舞台”建成

唇，外地京剧各流派先后来此演出，使它有了

新的发展，并成为信阳人民喜闻乐见的大剧

种。

历史上流布于信阳的剧种还有皮影戏，‘

花鼓戏、京梆，秦腔、越调、曲剧等．其中

皮影戏，花鼓戏在信阳流行很广，一直到建

国后仍存在。这些剧种大部分由外来戏班带

入信阳演出。截_-至1949年4月前，信阳存活

戏班曾多达十数个，它们在信阳戏曲事业的

发展史上，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建国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文艺方针指引下，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把流散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民营的

“中和剧社”、 “市曲剧团”。后来，又成

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加强了对戏曲事

业的领导。从此，古老的戏曲事业焕发了青

春。

五十年代以后，本市先后建立了京剧、

豫剧、越调．曲剧等剧种的专业表演团体．

并加强了对戏曲遗产的携理，挖掘、继承和

改革工作。当时的戏曲改革是一次声势浩大

的。抢救遗产”运动。从编剧．导演、 表

演，到音乐、舞台美术，对传统戏全面地加

工整理，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

台》、《扈家庄》等。剧团演出质量不断提

高，多次参加省、地戏曲会演，先后六个剧

目获奖。其中在1956年河南省首届戏曲会演

中，京剧《扈家庄》荣获导演、表演、音乐

等多项_等奖。在1959年9月河南省第二届



戏剧观摩会演中，京剧．《昭君出塞》、《跑

城》，《勘玉钏》等，再次获奖‘。

使我们不能忘怀的是五十年代，京剧演

员赵虹珠，崔仲林曾为毛泽东主席演出了折

子戏《挡马》；市曲剧团演出的《麟骨床》

《生命的光辉》等剧目，被省广播电台，电

视台录用，这些都为全市戏曲界争得了荣

誉。我市剧团还曾在各个时期配合党的中心

工作，编演了许多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

婀影响，对戏曲的破坏性极大。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戏曲再次出现了繁荣昌盛局

『lii。J 979年以来，剧团以培训班、以团代

校，戏校等形式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同

时，还建立了市剧目创作机构，加强了戏曲

剧目的创作和研究。在郊乡还先后成立了三

个业余剧团，活跃在农村。

·2·
．，

。戏曲流传了若干世纪，是中国文艺百花

园中的奇葩．它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具有浓

厚的群众基础，是一门涉及多种艺术门类的

综合性艺术。传统戏是划时代的精神产品·

是产生在封建社会中的人民文化。我市所上

演的传统戏大多萌生于明，清，描写古代生

活，而由于时代的，社会的原因，传统戏又

有着若干共同的特点，诸如传统的思维模

式、传统的审美趣味和传统的表现手法等

等。

当前，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发展．，乃

至审美观念的频繁更迭，戏曲艺术也正处在

各类艺术的激烈竞争中。我们经过《信阳市

戏曲志》的编写工作．求实的记述了信阳市

戏曲兴衰起伏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希望从中

找出一些规律，有利于把戏曲事业推向前进。



大 事 记．

图 ’表

一五三0年

明嘉靖九年。在城东门大街。创建紫霞

观一座。乾隆七年又由知州冯原，邑监生李

杨发募化公修紫霞观，盖房舍四十间，戏楼

一座。
‘ 一七五四年

乾隆十九年，本邑盐商方秉乾在城南三

里店西，创立大王庙，有殿字、戏楼二十余

问j

一七七八年
’

乾隆四十三年，邑人赵鹏翥，欧阳恭等

人重修了信阳州东的关帝庙，该庙里设有华

丽的歌楼。

乾隆年间又有徐本良、石钟秀等人．在

’小南门大街路北创建了禹王大殿(即湖广会

馆)．共房舍五十间，大殿前设有戏楼。

一七九九年

‘嘉庆四年，在南城后街建有许真人庙、

里面设有戏楼～座．

一九。一年

光绪二十七年，在灶王庙(现解放路西

端)内，建房十五间，附建戏楼一座。

一九一六年

民国五年．由正阳县土寨人表竣伯出资

在信阳兴建戏院(即胜利大舞台)。于第二

年建成．

一九一七年

民国六年，外地大同戏班来信阳，在城

东紫霞观戏楼演出．

一九二O年

民国九年四月，信阳驻军吴光新部，在

信新舞台开始兵变。

五月，为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城

内第三师范j信义中学，县立师范等学校公

演了《弱国悲声》、《亡国恨》、 《爱同

贼?卖国贼?》等剧，以示抗议日本政府的＆

硼：：行动。

十月，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为贼回胶

济铁路筹款．排演了《山河泪》、《卧薪尝

胆》、《武昌起义》等新戏。公演之后．学

．生将所收之款，汇寄北京政府。

一九三二年

民国二十一年正月，马鸿逵军队驻防信

阳时，从陕西请来秦腔著名演员王天咧，在

此演出了秦腔《赛金花》．《颐和园》．

《蝴蝶杯》等戏。

一九三七年

民国二十六年春，周继先、黄咧臣在乌i

站附近建立简易的。新民戏园”(现人民路

中段>、洋河乡陈志岗的椰子戏班。曾在该

戏园演出，主演有冯枝(外号nq浪妮)。

一九三八年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信阳县文化界战时

服务团在城内成立，团长刘永佩．陈宽夫。

‘该团设有话剧组、宣传组．图书供应所，该

团曾在城内和乡下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戏剧

等活动。

四月，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由范文

澜．稽文甫组织的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

到达信阳城，在城内和乡下进行抗日宣传．

并演出《马百计》、《放下你的鞭子》、



《血泪仇》，《升官图》等剧目．

五月，中共河南省委派危拱之带领开封

孩子剧团到达信阳，同期到达信阳的还有荣

高棠、、程光烈、张瑞芳等组成的北平移动

剧团。在危拱之的领导下，两团联合演出了

《放下你的鞭子》、《保卫芦沟桥》，《捉

汉奸》等戏．

九月，汝南第八行政专员公署文艺宣传

队，来到信阳，以曲剧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演出了自编剧目：《苦儿寻母》、《汪精

卫》、，《捉汉奸》等现代戏；

一九四O年

三月，京剧演员张妙香，带其女儿小品

香，在信阳城内演出《大劈棺》，后来又有

李楷义，李文燕、白云亭等京剧演员到信阳

演出。
。

一九四一年

日伪县政府在城隍庙内建立“建国戏

院。。
。

一九四三年

关鹧鹅随其师傅戴绮霞、刘四利，其父

关得成等著名京剧演员，在信阳建国戏院演

出《女起解》，《打焦赞》等戏．

一九四五年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58军106师驻防信

阳时，随军带来一个剧团，名nU《春秋剧

团》。

一九四六年

是年春，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建国剧

社”，社长由县长曹某兼任，副社长姜克

武．社址在县党部院内，主演有张菊隐·，演

员三十多人．

一九四七年

．铁路工人刘守义(票友)邀来十几个京

剧爱好者，组织起业余性质的。联友京剧

社。。

一九四八年．t、

冬，。春秋剧团”随国民党军队离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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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一九四九年

4月1日，信阳城解放：，

5月，在人民政府扶植下'原。建国剧

社”和“联友京剧社一合并’奴组为。,bli
剧社”。

6月，“民众教育馆”、组织“中和剧

社”和曲剧艺人演出了《三打祝家庄》、

《韩玉娘》、《特务投城》，《穷人大翻

身》等新戏。

8月，。人民教育馆”，由齐宪文负责

戏曲改革工作。

1 1月，县、市委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决定

建立。戏曲改进委员会”．

。中和剧社”(京剧)移值歌剧《白毛。

女》上演。

12月10日，。信阳市戏曲改进会。成

立．毛莉秋任主任委员．申耀武任副主任委

员，下设。旧剧审查改进组、．创作组、业务

学习组．

是年，由苗俊卿，康子亮等人成立信阳

市曲剧团．。张新芳，刘道德等从武汉赶来参

加了市曲剧团．

一九五O年

1月．。中和剧社。(京剧)为发行胜

利折实公债献演《打春rid、《红娘子起

义》、《闯王进京》等剧．收入全部认购公

债。

3月2日，人民教育馆组织。中和”，

“同乐。两剧社女演员举行。三八节”座谈

会．中和剧团演员雅琴，郝美龄，同乐剧社

演员张凤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不幸遭遇，

痛诉了黑暗旧社会的罪恶。

5月．市人民政府拨粮(小麦)三万

斤，维修。建国戏院”。

10J：-]，市工会接管。中和剧社”．改名

为“信阳市工人京剧团”。

l 1月，京剧团演员赵虹珠发起由市京剧



团，汝南豫剧团和西平越调剧团．为灾区人

民劝募寒衣进行公演。

一九五一年
。

3月，中和尉社演员赵虹珠和琴师彭宣

化作为戏曲界代表，参加市第二届人民代表

会．

6月，市工人京剧团公演经过重新整理

改编的《白蛇传》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受到观众好评。

一九五三年

1月。人民文化馆举办全市曲艺人员、

业余剧团负责人和导演学习班十二天。传达

贯彻中央文艺方针和业余剧团的发展方向问

题．

4月．市曲剧团流动演出到河北省磁山

和村一带，市政府派蔡静远前往组织学习，

进行整顿．

信阳专署文教科在市内举办全专第一次

戏曲观摩会演．市京剧团参加会演的节目是

《擂鼓战金山》，赵虹珠获表演一等奖，车

虎臣获剧本整理一等奖。剧团获团体一等

奖．

一九五四年6

1月，市政府与河北省蜂蜂市政府正式

办理曲剧团之移交手续．原信阳市曲剧团撤

销．

3月．市文教科组织市京剧团全体人员

进行总路线，总任务学习十九天，并在此基

础上调整了演职员的工资．

4月，。广乐”皮影社成立。社址在廉

明行．

是年秋，市京剧团演出改汽灯为电灯照

明．
。

一九五五年

1月，市工人京剧团改名为。信阳市人

民京剧团”，并改属市文教科领导．

7月4日至8月15日，遵照省人民委员

会决定，对全市职业剧团进行了登记。

9月，信阳市人民委员会拨教三万元彦
。信阳剧院”。

一九五六年

2月，三里店乡和肖湾乡在春节期间组

织了三个业余剧团．以歌剧、梆剧等形式演

出了《农村儿女》、《荒山坡》等剧。

7月至lo月，对全市剧团进行全面整顿

并进行了工资改革。

8月，文化科对剧场进行植顿，剧团和

剧场分开管理，剧场由私营改为国营，并建

立影剧院管理委员会．

1 1月，中央文化部发放救济民间艺人专

款，对信阳市发放专款九百元。

12月，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在郑州举

行，市京劂周参加会演之：书目《扈家庄》获

演出一等奖．

是年，由文化馆在全市组织成立了四个

群众文艺创作小组，先后创作了京剧《双猩

斗》、《归来》以及《农村妇女》，《人民

代表》，《新马路》等剧本。

： 一九五七年

2月，春节前后全市举办春节军民联欢

晚会，职工业余文艺观摩会演．中山、大同

两个办事处业余剧团及市京剧团，专业豫剧

团参加了演出．

3月，市剧场经理部成立。

是年春，著名演员张正梁，张正秋兄妹

俩先后流动演出到信阳，后成为市京剧团正

式演员。

一九五八年

6月，市第二中学同北京市京剧团在市

郊食堂村举办联欢晚会，北京市京剧团演．出

京剧《拾玉镯》，二中学生演出了歌舞《大

茶山》．

北京市京剧团还在大舞台和信阳剧院公

演。演出有李元春主演的《金钱豹》等剧

目。

9月，在郑州河南省军区礼堂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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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专场演出，其中有豫剧，越词，赵虹珠

演出京剧折子戏《挡马》。

12月。信阳第二次戏曲会演，在信阳剧

院举行，市京剧团参加会演的节目是《盘丝

调》。车喜玲获得青年演员一等奖，车虎臣

获劂本整理一等奖和导演一等奖，黄玉林获

武功一等奖。

一九五九年

4月，恢复信阳市尉场经理部，调龚德

录任副经理．

7月，市京剧团排演了《文成公主》、

《冬去春来》、《水浒》等剧。

一九六。年

2月22日，汝南越词剧团词信阳．改为

信阳市越词剧团．

7月29日，专员公署决定将京剧团词归

专区直接领导。

8月，县、市命并，原县豫剧团改为信

阳市豫剧团。

一九六一年

lo月，县．市分置，市豫剧团恢复原

制．为信阳县豫剧团。
· 同乐剧院拆掉改建。

一九六二年

是年夏，著名豫剧演员陈素真专程从天

津到信阳．在市文化馆举行收徒仪式(徒弟

是郑州市豫剧团孙桂菊)、并亲授《宇宙

锋》公演。

是年．专区举办戏曲会演，市越剧团参

加会演的节目是《火焚绣楼》，获演出一等

擎．
省豫剧三团到信阳公演豫剧《／b---黑结

婚》，由柳兰芳，高洁主演。

一九六三年

2月至3月，市越调剧团演出现代戏

《杨立贝》，《社长的女儿》，《沙岗村》

等剧。

6月．市业余作者胡华章创作现代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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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这边》．

是年，市文教局派人对市越调剧团进行

整顿。

一九六四年

7月，市越调剧团为便于上山下乡，分

成两个演出队。一个队到市郊演出，一个队

到信阳县、罗山。息县，淮滨等地演出．

文化战线开始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界整

风的指示．

12月，市越调剧团改为市曲剧团．

一九六五年

2月24日，。信阳市曲剧团。为留决曲

剧教师同题，从洛阳聘请老艺人任岸君，朱

六来任教。+

是年春，常香玉．高洁，魏云．张桂花

到信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人礼堂

清唱演出豫剧一场。

一九六六年

1月16日，。同乐剧院”改名为。和平

剧院。．

4月，市第三中学教师童吉云刨作独幕

曲剧《开车之前》，被选送为参加省会演节

目。
’

5月14日，根据市委(66)36号文件通

知．文化战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七年

4月．根据。文艺六条。精神，市决定

撤销市曲尉团，8月份又恢复了该团。

一九六八年

lo月，市曲剧团，随地革委清理阶级队

伍第三团学习班，先后在信阳农技．师范学

校和罗山县楠杆铺等地集中学习．

一九六九年

9月．市革委确定下放市曲尉团到市郊

南湾公社东方红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2月，市曲剧团圆、市内参加。一打三

反”学习班。

一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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