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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有关领导同志《镇平县戏曲志》领导小组成员及镇平

县文化局部分同志合影(1987年秋)

前排左起：李秀华、王新成、满光德、杨建民，王华山， 张洪英、

后排左起：马玲君、任秀范、陈德玉、闻国栋、刘严氰李恒章、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第一副主编马紫晨、编辑谭静波

和镇平县文化局满光德．《镇平县戏曲志》主编王华
山等同志合影



序

<镇平县戏曲志》开机印刷在即，县文化局同志嘱我再三，为其作序。虽尚且不知

矗序力为何许，却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誓
<中国戏曲志》系列入国家计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是一件巨大的系统

二程。《镇平县戏曲志》的成书，为这一浩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以崇敬之心情，

向志书的领导组织者，向耐着寂寞清苦、矢志不移、为修志勤奋耕耘的诸位同仁及社会

各界支持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谢意。

中国乃文明古国，文化积淀丰厚．然则历史竟未给我辈留下一部哪怕是很不完整的

戏曲史册，这给今人的研究和考证带来极大的疑难。就在我们盛世之际提毫修志的今

天，连中国戏剧的起源也还在“输入说弦、“巫说"，“优说"，“傀儡说，，等诸多学

派的争议之中。故而编修戏曲县志，只能尽力追溯其渊源，重点记载其近代以来的发展

沿革，以厚今薄古为立足基点。

《镇平县戏曲志》记述了境内上自清代同治年间，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戏曲史

实，特别是对起源于南阳地区的越调和曲剧两个地方剧种，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证。资料

翔实、体例完备，文风端庄。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好书。

前人辛勤修志，益及子孙后代。千年后的戏曲工作者甚幸，他们面对历史，将不会

有今日之众多困惑。兴许会给我等上一炉香火，也未可知。

謇臀冤《黄笺麓铲翁眢羹凌振祥南阳地区文化局副局长 发饭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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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戏曲志》，是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经过我县戏曲工作者和编纂

人员的辛勤工作，才得以圆满顺利完成的。

镇平县地处中原，位于宛西门户，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早子

春秋之际，便深受楚文化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孕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

就戏曲曲艺而论，先后产生和发展了曲剧、越调、梆予、二簧、大调衄、木偶，还有鼓儿

哼、旱船调等，评词弹唱，遍及城乡。镇平大地呈现出纨丽多姿矗j二==化艺术景双。然

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偏见，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圭玎丰列入志书史册，

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今天，党和政府确定把戏曲挖掘整理并修成专志，这对于继承

和发展文化艺术事业，服务四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愈是民族化的东蘑，就愈带国际性"。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李希凡同志也曾

讲： “戏曲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瑰宝”。为此，中央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共

同研究决定编篆中国戏曲志，用以系统地记载戏曲史料，总结数十年戏曲的丰富经验，探

讨戏曲发展的规律，进而振兴戏曲艺术，服务四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显然，编纂戏

曲志是一件严肃而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它功盔今朝，利在后世。作为镇平县文化部门的

同志完成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对于那些为本志鼎力相助的有关同志和广大戏曲爱好

者，应在此表示感谢。

《镇平县戏曲志：}，由于时间紧迫，条件所限，一定存有遗漏，不足之处、望能得

到社会的关注、支持，提出宝贵意见，经过修订，臻于完善，完美l

镇平县文化局满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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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况概述

镇平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恰处伏牛山前怀。界于北纬32。51 ff--33。21，，，东经

111。58，，一112。25，，之间。东接南阳，南毗邓县，西邻内乡，北倚南召。海拔1665米的

五垛山，矗立北部边陲。赵河(即涅水)、潦河、沿陵河，流经县境，注入汉水。全县东

西长53．8公里，南北宽42公里，面积1500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lII区、丘陵、平原

呈梯形分布。古人曾以“北耸群山之秀，南?l：众泉之流，东峙遮峰，西连覆釜，跨河蹬

于佐，涅水绕其右”，形象地概括镇平县的地理形势。

镇平，军事地理险要，是通往西安的咽喉，为扼守陕西商洛大山区进出的要塞，可

进可退，既攻能守。扩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部分机关及!’；：校，于1937年曾迁

驻镇平县。

镇平，历史悠久。夏属豫州所辖，春秋属申，战国属韩楚，秦属南阳郡。公元206年，

汉高祖设涅阳、安众两侯囝。公元9年，王莽篡汉，改涅阳为前亭。三国时涅阳属魏，晋

属荆州道，南北朝时属雍州(今裳樊)。公元581年，遂改混阳为课阳。公元618年，唐改

课阳为深阳、安同二县，分属邓州和宛州。公元627年(唐贞观元4t-：)，以深阳入稂，废安

固入南阳，均属邓州，五代至宋冈之。公元1115年，金初暖深阳、安}嗣，置阳馆镇。金正

大三年(公元1226年)，改阳馆镇为镇平县，属申州。元好问为首任县令。元代镇平属南

阳，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废镇平入南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仍设镇乎

县。清沿旧称。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镇平属汝南道，后废道隶省。民国十七年

(1928{]1)属豫南第二区；民国二十二年(193341二)嚼第六行政督察区。1948年5月5日，

镇平县被中困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解放后，属南阳地区行政专署所辖。现行政区划为。城

郊，二龙、王岗、高丘、寺山、卢医、曲屯、枣圆、马庄、黑龙集，张林、杨营、安子

营、彭营、柳泉箱、遮山、老庄17个乡，城关、石佛分、晁陂、贾宋、纹集五镇。总人

口810，700人，其中农业人口765，700人，非农业人口45，000人．除蒙族16，114人，回

族10，522人外，尚有满族、壮族、藏族、土家族、自族、彝族、维吾尔族、苗族、达斡

尔族、哈尼族、瑶族、侗族等共113人，其余皆为汉族。

镇平县人民勤劳聪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农业发达，手工业繁

茂，商业旺盛。尤以手工艺，历代著称，相传成习，从业人众，品种繁多，工艺精湛，

流布甚广。诸如：丝绸、玉雕、竹编、冶陶、铁器、锻造、烙花、泥塑、彩绘、刺绣、剪纸

等。丝绸和玉雕还远销于国内外。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本县所产石挂屏、彳i桌屏，加重

八丝绸等一千余种手工艺产品，曾参加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赛会”。玉雕大师仵永甲

所雕刻的玉石“滚龙玉鼎”、“如意钩”(现存北京)， “济公活佛"、“螳螂捕蝉”等

工艺品，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为商贾豪富收藏的上乘珍品。建固后培养的青年玉雕能

手仵应文，1978‘]"雕琢的《九龙仡麓》被作国：奠，陈列人民大会堂河南厅。1981年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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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琢的双层转动花薰《哪叱闹海》被誉为我国玉雕艺坛的珍品，天津口岸公司称为“罕

见的创新产品"，河南省外贸公司电贺为“填补了我省一项空白黟，河南省政府颁发优

质产品证书，荣获轻工部“百花奖”，为全国夺取金银牌18种产品之一。另外，还有在

国内外享有盛誉，远销英，美、法、意、印、瑞、日、香港16个国家和地区的丝绸，有壮

骨润脾、清热解毒、止疼生肌的“林油，，，有早为医圣张仲景推崇、列为我国名产的广

洋大枣，有醇厚爽口、生津开胃、活血化瘀的黄酒，还有断筋离骨、肥而不腻，清而不淡，

五香可口，远销京、津、沪、两广、四川等地的“侯记烧鸡”。历史上，玉雕，丝绸，

林油、广洋大枣，黄酒、烧鸡、被誉为镇平六大特产。

镇平地阜物华，钟灵毓秀，人才荟萃，又是璀灿的古文化之乡。县城东北二公里的

安国旧址，西汉右丞相王陵曾食邑于此。旁有王陵墓。西汉末，安众侯刘崇起兵讨莽，

曾屯兵于此，城南有刘崇墓，曾出土安众侠铜印一枚．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曾设置

安国县于此，故名“安国城"，亦称安固城。历年来，曾在该地出土较多石器、骨器．

铁器、铜器等，证实系新石器时代汉水上游仰韶文化中晚期延至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址。

建国后，该地定为河南省重点保护遗址。在吉涅阳，诞生过驰名中外的一代医圣张仲景，

哺育过刚正不阿，勇于改革弊政的左雄，抚育过著名山水画家、所论证的形体透视，

比意大利画家吕奈荣斯科创立的远近法约早一千年的宗炳，金元四大诗人之一的元好

问施政劝农的第一县地，又是三十年代遵照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在宛西创造地方自治的发

源地，还是“泽被长淮”、“功垂祖国”的著名将领彭雪枫的故乡。

二、镇平戏曲的渊源

商业流通的繁荣昌盛，大大推进了戏曲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发展。镇平县西邻陕西商

洛，南毗湖北荆襄，属古楚之地，且又处在陕山、两广商贾来往的孔道之上，商帮不断

涌入，商会组织也在较大的集市上出现。元末时，蒙族人开始流入，明末时，山西人，

福建人也有迁入，成为南阳地区少数民族最多的县份。由此各路戏曲文化接踵而至，纷

纭流入镇平。清朝末年，清戏、二簧、越调、梆子戏的活动，在全县已很昌盛，为群众

所喜闻乐见，故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着： “一清二簧三越调，梆子班里胡球闹"的说法·

同时，还把唱戏称之谓“乱弹力。建国前，全县有各类戏班十七个之多，剧种有曲剧、

越调、梆子戏、二簧、宛梆、花鼓戏、鼓儿哼等七八种。民间舞蹈有十八种形式，民歌

有一百二十多种，唢呐演奏者达百人之上。此外，各集镇都有很多人会唱大调曲子、鼓

词、三弦书等，较大的自然村，每逢年节，都要举办民间戏曲文艺演出活动。

从各地普建古戏楼及其建筑年代、模式，也可看出镇平县戏曲文化之源远流长。据

统计。历史上，全县较大集镇和庙宇都建有古戏楼或戏台，现存有各种大小戏楼--十

余座，形式多为清代建筑。现今保护较为完整的县城隍庙戏楼(位于雪枫中学前院)，尚

能视其宏伟规模．据碑文记载，城隍庙初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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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年)重修。按戏楼随庙同建的说法，该戏楼当建于明洪武年问．距今已有600多年

的历史。戏楼面北，正对城隍庙大殿，戏楼前面场地宽22．5米，长19．45米．城隍庙大

门前碑林中，有一碑文记载：

“⋯⋯况我镇邑，显佑伯城隍庙感应尊神，尤非他淫祀可比。行成子汉，其功赫赫，爵

封日伯，其位巍巍，灵应所覃敷者。南连楚越，西通秦晋，东接齐粱，北逮幽燕．虽千

里外亡不呼灵爽。兹有四门地保，于乾隆五十年，相约城乡军民、绅士合社入等，各损资

财，无论多寡，于每岁正朔之夜，修清醮、演优唱，纷纷然。沐手焚香，连绵三日，庶

乎人之德可报，人之心亦安然⋯⋯一

镇平县人民在接受外来剧种时，进行了消化、加工和创造，使之更加适合当地群众的

欣赏习惯，或者在本地民歌、曲艺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尉种的精萃，逐渐形成本地区的新

剧种或新流派。例如，宛梆、越调．鼓儿哼、曲剧等，已成为全县人民长期喜爱的尉

种，久唱不衰。曲调新颖，戏词通俗，极富有生活气息，易为群众所接受．至今不少群

众，尚能背颂背雕；越调《二进宫》、汉剧‘十八扯>、曲尉<祭塔'等剧目中的唱词和

道白。

镇平县最早活动的戏班有：清同治年间(1862年后)，石佛寺镇李营李自坤的越调

班，清光绪年间(1882年后)，张楼的窝班越调，清末民初县城东门里张八老(张守

峰)的二簧戏班’城两门里王四少二簧戏班，1918年又组建京梆戏一台’1924年，

又组建越调戏一台。1928年县孤儿院的越调；1929年县孤儿院二簧戏班，1929年间，卢

医庙郭振基、高丘柴清奇等组合的曲剧班，1945年县孤儿院的宛梆，以后又有侯集袁营

的越调班，王金生民团在侯集成立的话剧团(亦唱曲剧)，卢医庙魏联芳供的越凋班，

县班房组织的越调班等。此外，还有较多的木偶越调戏班，如沙河刘刘麻子的木偶越调，

贾宋小集王豁的木偶越调，高丘谷品娃的木偶越调，侯集豆腐四的木偶越调班，石佛寺

李五少的木偶越调，周堂的木偶越调，县城北关穆德奎的木偶越词，城东门里彭金山的

木偶越调班等。

曲剧，最早产生于高丘乡柳岗村柴家曲子班。柴氏数代老小都喜爱戏曲，柴清奇之

父柴之汉，14岁(1885年)时，已学会演唱诸多大调曲、三弦书、南阳鼓词等。清光诸

二十年(1894)，为欢渡新春佳节，柴之汉率领大儿清堂、-)L清定和三儿清奇(已9

岁)，开始登台演出曲子。深受群众欢迎。民国十三年(1924)春节期间，国民党高丘镇

政府特邀柴家曲子班，赵高丘闹节演出。演出剧目有《白蛇传》、《梁山伯》、《访

友》、《上坟》等。声誉传遍豫西山区。后来，1928年秋，由嵩县李长清(旦)、杨玉

秀(青衣)，到镇平卢医庙等地演出。以郭振基(生)为首，组合刘永富(旦)、郭四成(大

弦)、郭金秀(二嗡)、郭建舟(月琴)等，学唱嵩县曲子，并在郭岗、大陈营等地登台演

出。1931年秋，郭嘬基、郭四成等，慕名访友，找到柴清奇，合班演出。在内乡县演出时，

把鼓子曲的涠门也吸收到唱腔中。1939年农历正月十九，郭振基、柴清奇在内乡马山口

演出，恰逢河南戏曲界知名人士樊悴庭、豫剧名演员陈素真来到马山口，看过郭、柴的表

演，很为欣赏。陈素真还帮助柴清奇化妆。1939年lo月，经樊粹庭介绍，柴清奇、郭振

基、郭阴成到河南省教育厅战时民众工作团曲子班学艺(地址在南阳市)。学习期间，

樊粹庭伍排练中加上了打击乐，同时取消了原词门中的衬字拖腔。如[满舟]中的“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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