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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河南省文化志资料选编》主要是为编写

《河南省文化，吉、》初稿选集资料的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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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册留存后世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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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的审阅和补充。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

钉的祖先用劳动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丰富始烂的

文化艺术成果。由于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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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靠口传身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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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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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人、专家们、文艺工作者座谈，收集了不少

资料，其中一人一事有根有握的系统资料不多。

但编篡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志，需要有丰富翔实

的资料。因此，安JL、欢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知

情者表极协助提出安抖并踊跃的提梢。求和山寄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结辑:空。

该《选编》的资料是作为征求亨见干íJ [!1 1右，

请勿引用。

一九八五年一i A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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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在海池

祷书智

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嚣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岳

王克了国民经济的全菌好转。人民群众随着物质生活的攻善，对文

化生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人民日

报》于1963年 3 月 25启发表了题为《文化艺术要更好地为农村服

务》的社论。同时，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还作出决定，联合

组织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 jlj部分省深入农村社、队，对文化工

靠进仔资查研究和辅导。

来河南的这个队，全称为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河南队。省里

j原安排他们去长葛，提前到达的杨子敏同志〈现任中国作楼常务

书记兼豁书长〉发现当时，民葛县城距火车站有15华皇之远，工作

不霞，向省委提议改换去向。自扬子敏同志是'新安县人，与当时

任?是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相如同志是豫公大学时梅同学，再

如上;是撞的伸韶文化遗址中外驰名，有关方面便作出决定，这个

队自长葛改往海池。

全体队员于 3 月 27 日下午到达混池，共16人，多为行政干部

和辅辑、创作人员，少数为中直文艺团体的演奏员。中嚣青年出

跋桂黯社长张字为队长，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马振再

志〈现任中国民离文艺出版社社长〉为秘书。为配合该队工作，

并总结该队的经验，省文化局派当时任河南省群众艺术信错长的

赵建功同志，国省委派孙笠同志，洛专文化局派椿书智商志黯昆

主支队工作。

在海池期间，工作虱大致分为四摊开展工作主一是以来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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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艺术表演理体和戏曲院校的同志为主，出马援负责，深入海池

曲、豫两个剧团进行海查研究。遥过帮黯排演《会计姑娘队《夺

印》进行业务辅导，并与县委源进的同志→起，对剧团进行整

-顿s 二是以来自中直出版发行部门的同志为主，自钱慰先〈当时

任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科长〉负责，深入海池县书店，了解00 书

发行清况和农村青年对出版物的反应，三是以来吉中国电影许

会、北京电影学挠的同志为主，出韦彰〈当时为北京电影学后讲

!fiIl. )负责，深入县电影管理站，通过县影挠和两个农材影队对电

影的发行放映进行谓查研究墨西是以扬子敏同志为主的一部分同

志，结合县文化信，以英豪公社的槐椅洼和石佛公社的义昌为基

点，逐步对全丢的农持俱乐部、业余尉团、庙会进行深入的调

:查。这一摊是全队的重点，队长张字大部分时间随这摊工作。经

四个来月的努力，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替料，分别写出了 α潭沱县

俱乐部的发展情况"、 "捏农村业余军事j团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文

化辞地"、 "淹池县解放前后庙会情况初步调查"等专题调查提

告，摄送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抄送河南省、洛阳专区和?是

池县相应的单位。

这个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过硬的工作作风。工作任劳任怨主

生活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他们到达竭地时，是背着行李1人

车站走到招待E奇的 a 下乡期间，坚持和贫下中农"三司"。群众

认为这些从北京来的工作队员，说话和气，待人诚实，愿意和他

们说实话，交朋友。一改张字同志要去郑州汇报工作，当时正处

春寒，东风一:剖，飘起了小雪.有人说请县委找车把他送到车

站。张字不愿打扰县委，找来一根麻绳，用刀子割成三段，两段

挂到鞋上，一在束在腰间，顶风冒雪白车站走去。招待所的工作

人员见了都极为惑动。 8 月 18 E ，工作队完成了工作任务，?再混

赴洛，住在洛妇宾结，没有接受任何宴请，参班龙门，也是乘公

共汽车去的。十九E ，从洛阳乘车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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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 10日，中央又派出文化工作队到达涌池。为有期

于上一个队，名称定为第二挺农村文化工作队、河南队，全队26 ，

人。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陈昭为队长，演员陈强、导演桑

夫为副~人长，北影编辑杨金铭、中居青年出版社洪鹏为穆书。队

员中包括摄画家、中央美院教授古元，北影导演梅襄、刘春霖，

北影演员秦文、李林、安然、安震江、杨启天、孙聪、孙静贞，

北影乐团首席演奏员刘明源、朱光，青年歌手王秀花等。配备16，

毫米和35毫米电影鼓映机各一部。

由于第二挠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河南军人有较多的文化名人参

加，受到了省、地、县有关部门的足移重视。队长陈昭率先遣缰

至2郑后，受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大申，省文化局代局长杜希

唐，国省委书记张全忠、汤洁清，省美坊副主席谢瑞段的亲切接

见。工作队到海池时，县委第一书记孙维杰，书记汪华，宣传部

长张相如，文教局副局长杨培成等领导同志及县直文化单位的负

责人到车站迎接。中共洛陪地委书记金少英，专员巨和勤，专文

教局局长王晓钟、爵局长林金光等先后到海池看望。 64年春节前

夕，省文铭局文化处处长任毅和秘书对亚夫，洛阳边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倍增和专文教局副局长林金光专程到海池慰问。省群众

艺术馆长赵建功，国省委干部赵援业〈不久即国) ，洛专文教局

干部禧书智撞弘工作。

这批工作队的任务，是调查研究、业务辅导和演出。工作队

到建池后，县里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 ，按照县委

的安排，工作队分为两组，一组自桑夫同志带领去按头，一组由

陈强同志带领去礼庄寨，队长陈昭奔波于县城和两组之间。他们

去参加社敦的同时，开展社会文化调查，放挟电影和开展小型演

出。这些从北京来的艺术家，经常利用会前会后，目前地头和饭

场，为群众宣讲文件、唱歌、说快板、放幻灯、演奏乐曲。春节

菇，他们听说礼庄寨三队一个贫农的儿子结婚、就带着乐器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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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祝贺，陈强同志还即兴致了热情洋溢的贺词。群众觅他的能拉能

唱、都愿意和她幻打交道，一天到晚，他们的住室内人来人往，

笑声不菇。工作队的窍志热情接待，并通过他的，了解农民群众

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和农村文化生活的真实状况。

一个月之后，工作队根据各个队员的业务专长，组成县曲腾

由、豫剧团、千秋大队业余剧团、义昌大队俱乐部、县文化馆、

县电影院六个组，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和辅导。基曲剧团组由梅

-菜、刘晓源负责，对该国上山下乡演出的情况进行了资查，又帮

助排演了(< X1J民牌坊) ，县豫黯图组由安震江负素，帮助总结了

该国上出下乡的经验，帮助排演了《沙岗材加千秋大队业余剧团

组由桑夫负责，谓查了该团的历史、成员和活动情涯，帮助排演

了《憨国女?和《巧媳妇>> J 义昌大队俱乐部组由朱光负责、帮

J勤整顿了业余剧团、帮助排演了《审椅子>> J 县文化结组由吉元

自志负责，帮助制定了工作计划，筹备了春节迎春噩展，电影院

组白杨金铭、于正中负责、帮助检修了影机、电机和影片，为春

节期爵的安全放映作好了准备。此外、版画家古元还和另几位美

术工作者一起，深入农村创作了不少美术作品，在起春噩震中震

出。展出时吉元同志当场为美术爱好者作绘画、木刻表演。他还

应洛专文化局的邀请，赴洛为全区美术咨l练班讲课。梅禀同志还

为海池县文化馆举办的业余眉j团训练班讲课。踪强同志对撞撞曲

属团演出的《白毛女》进行了如工。电影技师于正中，为全县的电

影放管人员辅导了电影就械原理及维修保养技术。电影故陕缉的

几位同志配合社教运动，为贫下中农放映电影多场。

影哨最深的是该队组织的文艺演出。他们捏各条战线上的好

人好事编成快援、唱速、歌曲、小品等节吕，随时随地为群众演

出。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他们还排演了小活震I <<箭杆河边》、

《红管家》、配合自编节目先后在礼庄寨、攻头、英豪、槐树

注、千秋、张村、义马等农村和工矿演出。每次演出前，首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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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众介绍参加演出的电影演员和电影乐团的演奏员，每介绍一

位，就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 63年12月 3 1/:1 下午在拨头演出时，

北风呼号，天气奇冷，在趁山坡搭的台子上演出，把陈强冻得直就

鼻子，但见台下黑压汪的观众看得非常入神，所以演得相当认真。

在他们的一台节目中，陈强、李林扮演的老地主佟善目，安震江

扮演的二赖子，杨启天的朗旗、;XtJ萌源的板胡猿奏，王秀华演唱

的《我是公社的饲养员》等，都给渴池群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工作队在混浊的工作任务即将结束时，全队于64年 4 月 1 a 
到三门峡市参珉，当晚在市工人文化宫为干部、群众演出一场，

4 月 2 日在大坝参现时，又为水利工人演唱了部份节吕。

1964年 4另 17臼，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河南队完成了

工作任务，离渥抵洛、洛阳专、市共同接待。他们参现龙门在

拖拉机厂时，受到热烈欢迎。 18日中午，洛用专、市领导宴请了

全体队员。当晚、工作队在洛专人民会堂向专、市汇报演出。 Hl

日工作队赴郑， 21日离郑返京。踪强同志到海池后一直牙疼，又

因要参却长影《路放》的拍摄，提前于 1 月 29ft 从海边主接吕京.

古元同志 4 月 9 日为洛专美术胡!练班讲课以后，经郑州返京筹备

出国画展。国些、这两位著名艺术家都没有参加与洛照专、市的

告别活动。

两批工作队在高池期间，中央两次派来视察组。第一次以昆

中央宣传部长陆选为组长，组员有高冠英、李金绪皇第二次出当时

任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仲秩元为组长，组虽有钟经又、王挡华。

两组在建池听取汇报后，均随工作队到一些社、队了解一些情

况、并参混了陕县大营俱乐部。陆造等还与专、县的同志共同写
出了题为"辛士会主义文化阵地在这里己巩固地建立起来"的调查

报告，发表在文化部出版的《农村文化遥迅>> 63年第四、 11期合

刊上。

中央两次报文化工作队J1J撞池、了解到了农村文化工作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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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二为中央有关部门制定文化艺术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同时、又促进了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工作的重握。津地县文化部

门的领导和职工，和工作弘在一起，不仅提高了执行党的文艺方

针的自觉性?而且专业知识和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工矿、农村的

文化活动更广泛的开展起来。:电池豫剧团当时是个成立不久的年

轻崩团，经文铭工作队的辅导，演出水平显著提高。工作队帮助他

们排漠的现代戏《夺印>> ，受到观众的高度赞扬。在一次座谈会

上，当时任党支部书记的周玉印说: "翻身不忘共产党，提高不

忘工作队"。虽然这话并非尽然，但它代表了多数文化工作者的

评价。不过、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嚼，第一批工作队在参于羁团

整顿时，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西比1984年 5月间.马振同

志曾对前往拜坊他的一位同志说"想起在海池整自.我就感到内

疚，请找我向李吉普同志致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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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村

王书平、陆成业、李革命

需南省平I真山市宝丰县，不仅有驰名全国的一年一度的农历

正月十三"马街书会"，苟且还有闻名全县的魔术之乡..-.;-..，周蕾

村.

属营村，位于宝丰，那县、 i面汝三县交界楚。建国前，是

宝丰县就穷又偏僻的小衬庄。建国后，尤其是一九七九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践来，这个持的魔术团，摇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

来.使全村经济和文化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七九年建团的七

个、马零年六个、八一年二个、八二年五个、八三年二个、八四

年八个、八五年三个、七年内共建立了三十三个魔术嚣，并走遍

亨全国二十四个省的大、中、小城市及著名乡镇，共演出了大、

中、小型魔术节目一百二十一个。其中大型魔术节吕、如《悬

身》、《三截身》、《三套奇箱》、《抬花轿》、《魔术开桨，

等已达到国家水平。这些魔术团初成立时只能在车站、街头、公

园，扎圈子演出，现在已搬进了城市的影剧院，工厂的俱乐部演

出。每个魔术团还购置了灯光、布景、服装等。节岳新颖、大

方、演出正规。所到之处皆受到了现众的好评.

-、魔术村的基本情况

魔术拧，是以农为主， "农拉务农、农闲丛艺万。全村三百

三十户人家，一千三否四十口人、耕种着二千五百亩土地.一九

八五年统计全村有魔术团三十三个，从艺人员三百八十人。这些

衰演嚣的组成，有以户为主、兼歧邻居、亲威的青年参捕事也有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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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为主几户联办的。三十三个魔术团能成员来自五十多户人

家@另外，魔术村还有三十一个木偶演出组，三个木偶尉座，共

一百二十多人，来自六十五户人家。从艺人员合计有六百余人、

占全校人口数将近二分之一。

周营村，一九八五年魔回收入五十一万五千二百一十元，木

辑演出组收入五千元，合计收入五十二万另三百一十元，占全村

经济恙收入的一半以上。周营村的群众文化活动促进了本村农

业，文化教育的发展，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一九八四

年粮食总产达到二百一十万斤，是一九七八年三十万斤的七倍。

一九八五年，群众集资十一万多元，盖起了二层三十间的小学教

学楼，并配置了六个教学班的全部教学设备。几年来，全村新盖

瓦房五百多间，买自行车三百多辆，电扇、涉发、写字台等高档

家俱基本普及。全村有三用唱抗、收录机八十五台，电视祝三十

五部.全村人均收入八百多元，物E走上接近小康生活水平，精神

方面，不仅丰富多彩，并且已经出现带专业性的"家庭文化"..

题营村的人，上至七十多岁的老翁，下至七岁娃娃、男的，

女苗、干部，群众、劳动之余都要练凡套小魔术、其一，是为了

恢复体力，振奋精神、培养审美情趣、自娱自乐E 其二，为民间

艺术培养了接班人。吾前，周营捋已经成为四方邻村停慕之村。

八零年前，全村有一百二十三位未婚的大龄男青年，现在，都已

找到了爱人，成了家。这个村的男女青年，有理想、有目标、善

钻研、坚持走自学成才之路。他们谈吐大方、办事果密，喜欢交

际。他们在生活中，黑科学的予丑、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屡次扛

击刑事犯罪的治安工作中，用营村没有一个青年被拘留审查。题

营村的青年，正在热气腾腾地建设自己的文化村。

二、魔术村的自来、远草、现状

属营魔术村是在周营木偶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魔术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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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是孕育于木偶艺术之中，经过脱胎，成长，完善斡段。
( 1 )周营村的木偶团与木偶艺术

周营材的木偶分"提线木偶"与"杖头木{圈"。提线木偶艺
术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经传入。那时，周营这一代，由于连年受

灾，人民群众为了糊口，就有人担着木偶挑子、到驻马店、周口、

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走乡串拧，玩艺卖针.现在，这个持的

老年人，还会唱那时传下来的一段俗语塞 "家乡遭荒年，培主道

苛捐，担着提倡下江南、夜晓住草屋，吃的百家镖，给个县长也

不于"。这说费周营村那时出外玩提偶的艺人为数不少。

木偶，道具箭单，演出简便，人数不多，轻便宜行。其传统

节吕有: <<三英战昌布》、《双裤斗宝》、《鹰的鱼》、《兔吃

羊》、《表弟拐衰嫂》等。建国后、周营材的提线木偶没有多大

发展，只是在一九五七年代表许昌地区参却了必河南省第一愚民

间艺术表演赛"0 (当时宝丰县属许昌行署辖区〉衰演的节目

《自鹤吃子》获得了二等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周营村

的提线木偶组，最多达到三十四个，数达历史上最高的年份，但

节目增加不多，演出澎式无多大改造.仅仅是解说海中的今别地

方结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如《表弟拐衰嫂》这个节目的解说词砖

了表弟送表嫂去结扎。木偶人物的制作边传统的规格大了一些.

技头木偶艺术，是表演古装戏和神话戏为主的艺术形式。它

既需要表演者、乐弘、还需要说唱者。因此，杖头木偶的表演→

般需要十人以上。杖头木锦传入周营村时间在提线木偶之后，一

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周营村的富户郑明洋，徐三少〈外号

戏迷) ，从i隘汝县鱼王村买回了一套技头木偶戏箱，并成立了一

个木偶属踵，有十二人左右，以演唱越词为主。建国后，一九五

六年，周营村的王维青、徐扭、徐召贤、委善义等人，组织了一

个二十多人的木偶黯菌，一九五七年代表许昌地区参如了河南省

第一题曲艺木偶谓演，演出了《过昭关) ，荣获表演一等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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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二年 F 又有本村的徐召遂、徐海水、XiJ文等第三次成立了木

偶崩离、文章中停演。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周营村在乡文化站的辅导下，县文化馆的支持下，第四次成立

了木偶黯园。主要骨干妇然是徐召贤、委善义，刘文等人，排演

了乡文化结专干李革命司志编写的现代识黯爵《女皇梦》及其整

理改编的传统黯J((猪八戒营媳妇》。并参加了当年许昌地区的戏

剧调演，分别荣获一、二等奖。这两个戏二年中共演出了四百五

十多场，观众达五十七万人次。此后，这个木偶剧团由周营村街 e

在的赵庄乡收编为赵主乡半职业越调剧臣。

周营村的木偶艺术，由提线木偶发展为"提线木偶与杖头本

饵"并存。再提线木偶从传入周营村的那天起，就进入了周营村

的某些家庭，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丽杖头木偶腐园，需要人

员多，道不了家庭，变不成家庭文化。尽管杖头木偶艺术比提续

本偶艺术高，而提线术偶在周营村发震远远超过了枝头木偶.无

论杖头木偶或提线木偶尽管都是传统的艺术，只因多年来，没有

好的J!Jg，表演艺术也无大的改造，和新传入的魔术艺术相比，

已是大势所去，受人冷遇。

2 、魔术的传入、发展、现状

周营村人在发展自己本儒艺术的过程中，就与魔术艺术发生

了横的联系。建理凿，周营村就有人在庙会，街头，境场主运几套

小望魔术，村垦人称为必手语纱。如"空中出彩芳、 "空盒来

物"、 "单绳巧接穷、 a吃火"等。魔术正式进入题营村是在建

国以后。一九五七年，徐召贤、徐召遂、徐海水、刘文等在武汉

市中山公噩扎圈子演出木偶戏，每三十分钟演一场，一天可演数

弱，收入一百多元。同时在中山公园演出的，还有出东省的一个马

戏园，该图有六十多人，每天收入也是近百元，马戏团的两个魔术

演员，男的姓候，妇的未河姓名，理与木偶团交换节吉。木偶司从这

两个魔术演员那里学来了《箱中换人))， ((科学分身>> ((花瓶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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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身人头》等魔术节自，并购置了魔术道具.回到词南后，由

于"反右纱， a大跃造"，一直未演出。直到一九六二年，捡救

民闰文住遗产时，才由徐召遂，徐海水，刘文等成立了宝丰县第

一个魔术围。并在宝丰县城老街门前〈现在的县委门前〉举行了

首场汇报演出。演出的节吕有《蛇身人头>>， ((妞丝变烟卷) , 

《扑克牌变点>)， (空壶来水))， ((桌上人头>> , ((箱中换人》

等。一九六四年"小四清"时，以不务正业勒令停演。

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魔术第三次在周营兴

起，一九八五年，周营村先后成立了三十三个魔术团。这些魔术

团的负责人与主要演员分别是z 徐召遂魔术团，主要演员有徐跃

增、徐跃丽、赵金枝。刘文魔术团，主要演员有刘军战，刘战

国、段平杰E 徐海水魔术臣，主要演员有徐文义、徐军义、徐建

军，徐勤魔术团，主要演员有徐镜强，徐俊义、吴义，徐五申魔

术团，主要演员有徐海周，徐海套z 徐召部魔术团，主要演员有

徐香珍，杨江海J XtJ旺魔术团章主要演员有吴留现，如j香兰s 徐

洪魔术团，主要演员在靳烛，朱美良F 徐召根魔术团，主要演员

有徐军、徐召贤J J 靳全平魔臣，主要演员有靳周，吴战营 z 靳

留兴魔术团，主要演员有张和等，朱刚强魔术团，主要演员有王

营、朱国强、朱巧玲，朱艳红，徐文魔术团，主要演员有徐金朵、

徐艳论E 刘j羁魔术团，主要演员有徐尚，李秀云，刘秋露、 ~j

路 s 徐电功魔术团，主要演员徐召义，徐电套E 张本周魔术窟，

主要演员有张本亮，王巧、吴战国 z 靳长法魔术团，主要演员有

李留海，路逗，朱学通魔术团，主要演员有靳欣，朱j胁靳清让

魔术团，主要演员有李款，朱从z 朱留保魔术团，主要演员有郑

从，刘电勤、路喜记，张跃东魔术团，主要演员有安增等，张清

黯魔术团，主要演员有朱敏等，靳金亮魔术团，主要演员有靳根

义等z 朱坤魔术团，主要演员有朱跃等s 魏理蘑术团，主要演员

有张保运，魏她s 魏清政魔术团，主要演员有魏慧，魏艳商量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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