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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一首有关“渑池’’的唐诗。内容是讲战国时秦、赵会盟的故

事I于酒酣耳热之际，秦王令赵王鼓瑟以辱之，时赵国大臣蔺相如也迫使秦王击缶，

“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子赵"(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便是诗人胡曾

“能令百二山河主，便作樽前击缶人"的绝唱所指。会盟台遗址在今渑池县西关，从

1948年2月始，我三下渑城都曾到此凭吊。并且至少不下十数次观看过《和氏壁》(亦

名《渑池会)))这个戏。。从中让我思考最多的，既不是秦昭王那咄咄逼人的强权政治，

也不是蔺相如的过人胆识，倒是宴会上体现双方意志较量的那两件乐器(瑟和缶)深深

地吸引了我。设想。在我们这个自古以“礼乐教化"为信则的文明古国，最终形成了以

音乐为主体的戏剧形态，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l进而言之，能把二千二百年前

_渑池会的故事在大多没读过书的劳苦大众中间流传开来，难道主要不就是靠了通俗戏

曲的力量吗l可是，被国际公认的我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瑰宝，有哪一朝，哪一代曾认真

对待过?尽管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始，历经康熙九年(1670)、乾隆十一

年(1746)，嘉庆十五年(1810)，到民国十七年(1928)止，由张琅、邓琪菜和郜调

鼎、梁易简与刘元善、甘扬声和刘文运、，陆绍治与李风翔及上官骏谟等人先后也曾纂修

过五部《渑池县志》，但是有关本县戏曲艺术的来龙去脉，又有哪一章、哪一节给以记

述过?现在好了，不仅新修的渑池县地方志会有专门的章节给以概略的提示，而并且有了

这部以戏曲学和方志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专业志书——《渑池县戏曲志》来较为详尽地记

述她的历史和现状。这固然是借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东风，但若离开渑池县委、

县政府的关注，支持，没有陈留成，侯俊杰，姚梦松等一批志士的努力，则肯定也是印
不出来的。 ·

渑池——1921年首次发现于本县仰韶村的曩仰韶文化’，，从此又添了一分荣耀。如

果不是这部搿戏志’’，我们怎么能会知道，原来l在这个人口仅有28万余的小县域，竟

然流行与存在过秦腔，蒲剧、怀梆，越调，眉户，曲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等八个剧

种l在这块面积仅有1，39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分布着284处演出场所l早在元·

至大三年(1310)于仰韶文化的中心地、昭济侯献殿的对面就建有舞亭，建国前全县尚

存有180余座戏楼，而今，当我为这部“戏志”写《序》的时候，却又传来喜讯。县财

政拿出350万元正准备翻盖新剧院哩l

渑池——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为八大剧种的分水蛉?

我们看-怀梆至此而不再南下，蒲剧至此也不再东行，靠山黄至此巳无力北进，越调至

此便不肯西征，加之曲剧，眉户在此交汇，秦腔，豫剧在此抗衡，这一非常奥妙的情

状，实在是太值得我们加以探讨，并给以科学的论证了。为了渑池乃至中州戏曲的振
必，我愿将此间题提出，以待识者。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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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暑警曩言霎篓嚣妻羹马紫晨河南省戏曲学会副会长一⋯、

1990，lO、23艺术节



前 言

渑池，是一个戏曲之乡。

秦赵渑池相会，这是个妇孺皆知的佳话·想下有俳优侏儒，上有王公大夫，鼓瑟击

缶，唇枪舌剑，菲盥戏秒而何?且以王不可搿戏嚣之而言，可见古时戏之所用所值。就

广义的戏剧范畴而论，庶几可列入，留待专家们议，但这总算是渑池有记载的最早一个

为叠戏一之事了。

由查得的碑碣石刻看，自元始，渑池戏曲，由民办到官办，以至于官民共办，兴兴

衰衰，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在豫西。甚至在全省不可小觑的戏县戏乡。戏以人传，人

以戏名啼一大批传统剧目久演不衰，一大批梨园名伶活跃在豫西舞台上囊

戏曲，集文字、音乐，美术、舞蹈、雕塑之大成，是各种艺术门类中最难的时间与空间

艺术。可是在旧时代，却属三教九流之最下层。渑池曾有乡俗，凡戏子者，概不能入祖

坟。至于为戏曲、为戏人树碑立传，更是天方夜谭。今逢盛世，戏曲工作者，由于自己

从事的高尚的艺术职业而倍受社会青睐，如今又为。志矽，更是亘古未有了。我们几位

编者，能为肩负这个伟大的使命而感到荣幸。

本志属方志体，按照《中国戏曲志》地方卷体例规定，凡综述、图表、志略，传记

四部分，计约二十万言。1986年底着手编纂此书，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文化局的直

接领导下，三易其稿，诸多艰辛，自不待言，但因渑池戏曲事业可记者甚多，又因大多

对移世易，虽经年余奔波查证无考或证据不确者有之，更因编者学浅棉薄，挂一漏万及

张冠李戴者亦有之。切望专家及热心的读者斧正赐教。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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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地处豫西，东临洛阳，西眺长安，南接洛宁，北望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风格。这里，豫剧、曲剧，争舒斗艳。蒲剧，秦腔、眉户、越调，

怀梆等剧种也都广为流传，各得其所。 ‘·

戏剧在渑池可说是源远流长。早在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这里就有舞亭。明

清以来，戏剧有很大发展，随着庙宇的广泛修建，戏楼，戏台也应运而生。据圣寿寺

(今渑池万寿村)碑文记载，道光十六年春，聚众公议，除柏树贰拾余株，得钱一百三

十千文，一部分口为寺僧糊口"，一部分私为演戏化费之用彦。并决定以后每年圣会拿出

十二千文支持演戏。可见，戏曲潘动在当时已相当普及了。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0年)，由知县李树德主持成立了。六班戏”，这是迄今有

资料可查的旧王朝最后一个官办戏班，也是本志书所记的最早的一个戏剧团体。

进入民国以后，各剧种戏班如雨后春笋。南庄村张丕烈的蒲剧戏班，城关戴贞顺的

河北梆子戏班，下马头村的越调戏班，义马煤矿的平老四豫剧戏班，南村的怀梆戏班，

杜家村、槐树洼村、西曲村，谷水村的祷剧戏班相继成立。这些戏班除个别的有半专业

性质外，o般都是农忙种地，农闲唱戏的农村业余剧团。·
。

··

1942年春，渑池县国民党自卫队豫剧戏班成立。郭丁山，郭兰玉、王兰凤，牛兰

玉、张海棠等名伶相继参加，使该团名噪一时。不过，时间不长即告解体。

1948年，渑池已为解放区，．-些类似专业演出团体的戏班成立，如渑池新艺曲剧

团、渑池车站豫剧团、渑池县土改宣传队等。这些剧团对提高人民觉悟；推动土地改革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真正使戏曲长盛不衰的，则是在渑池曲剧团成立之后。t

渑池县曲剧团刚成立时取名渑池普及曲剧团。是1952年8月．．从陕州转入渑池的。

当时由武育民、张振山等=十多位同志组成。虽然行当基本齐全，但造诣深厚、技术独

到的演员还没有，因而演出难能独树一帜。到1954年，马琪、张秋兰等进团以后，曲剧

团的演出质量才逐渐提高。演员不仅善于揣摩、切磋技艺，而且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为

了扮演好现代戏《刘胡勤的角色，马琪拔去了金牙，张秋兰剪去了齐腰长辫⋯⋯在全
体同志的努力下，曲剧团蒸蒸El上，演职员达七、八十人。、1956年，《第一眼井》，

《杀齐王》，赴省会演，首次获剧目、演员等多项奖，树起渑池曲剧团成长的第一块里

程碑。 ．．

之后，县委县政府对剧团非常重视，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招收青年学员，吸收新鲜

血液，i“派出去”、“请进来弦，注意他们的学习和提高。河南省豫剧院一，二、三

团，河南省戏校南阳曲剧班，郑州市京剧团，郑州市曲剧团，西安市狮吼豫剧团等都是

他们常来常去的地方。李润杰，张景显等许多位同志都参加了有关的业务学习，造就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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