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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豫剧大词典》是经国家出版署批准的我国“八五”期间重点出版图书之一。
她是海峡两岸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二十个省（区、市）的千余名豫剧工作者参加撰搞，总量11200余个
词条，170余万字。
这真是一项大工程。
就我所知，中国的地方戏也编辑出版过不少词书，但还没有哪个剧种编纂出版过规模如此浩瀚、门类
如此齐全的词书，很使人振奋。
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戏曲，并非“黄昏艺术”，它还有着很深的群众基础。
不这样看问题，就无法解释其成书过程中的精神力源。
  如何看待戏曲现状，一直是从说纷纭。
在学术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本是正常的情形。
但我则始终认为：戏曲不会消亡。
某个剧种因不能适应时代而可能被淘汰，但做为我国民族文化瑰宝的戏曲品类，则不会消亡。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一些剧种（如河南的罗戏、卷戏）的确是衰落了，可是河南梆子戏却兴旺起来
了，而且达到了在中国三百多个剧种中少有的兴旺！
远的，如豫剧在台湾、在新疆等地的发达情况，我没到那里去，只是听说；但豫剧在北京，我可是亲
见亲闻。
建国以来，外地剧种到首都演出的，不论就剧团、剧目、场次的数量，或受观众欢迎的程度看，豫剧
都是很突出的，被学术界感兴趣地称之为“豫剧现象”，并认为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加以探讨。
戏曲理论界一致认定，要使戏曲振兴，必须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并与实践相结合方能见功。
现在有了这部《中国豫剧大词典》（河南还编纂并陆续出版了总量达136卷的《河南省戏曲志》及《戏
曲史论文集》《豫剧艺术总汇》等大块头著作）。
我想，有了这些理论建树，那么豫剧振兴的工作就好办多了。
    还应指出的是：《中国豫剧大词典》推出了很大一批中青年优秀演员。
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因为老一代艺术家已先后谢世，当今活跃在豫剧舞台上的骨干力量，主要是中青年演员。
为了豫剧的发展繁荣，及早宣传、介绍以提高她（他）们的知名度，确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应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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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河南省歌剧团1952年夏全省文工团第二次集训、整编时，从十三个省、市、地文工团中选出部分艺术
骨干，于8月30日组成河南省歌剧团。
主要从事河南地方戏曲的改革创新实验。
同年10月3日河南省大众剧团并入。
演职员150余名，正式建立艺术创作机构与导演、设计制。
排演了《新条件》、《艺海深仇》、《白蛇传》、《罗汉钱》等剧目。
1953年春平原省撤销。
又从平原省艺校一、二、三队当中选拔部分艺术骨干并入，排演了《柳荫记》、《小二黑结婚》、《
反徐州》、《猎虎记》、《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等剧目。
1954年12月河南省人民剧团并入该团。
此时演职员已达200多人，排演了《雁荡山》、《人往高处走》、《刘胡兰》、《春香传》、《戚继光
斩子》、《石达开》、《两兄弟》等剧目。
1956年4月与香玉剧社合并，正式成立河南豫剧院。
河南省人民剧团1949年5月在郑州市文化馆主持下由艺人自行组班，成立郑州市人民剧团。
1950年转入中南军区后勤部所属的中原影剧院，改名联艺剧团，后交归地方。
1953年由省文化局领导，并正式定名为河南省人民剧团。
设演员队、乐队、舞美队。
主要演员有吴碧波、唐喜成、刘九来、郭金亭、徐美兰、谢爱芳等。
导演盖韵秋。
上演剧目有《嫦娥奔月》、《梁山伯与祝英台》、《洞庭湖》、《白蛇传》、《刘胡兰》、《赤叶河
》、《南阳关》、《越王勾践》、《墨子救赵》、《小二黑结婚》、《棠棣之花》、《张羽煮海》、
《春风吹到诺敏河》等。
1954年12月并入河南省歌剧团。
河南省大众剧团1945年春，陕西西安铁道北戏园从河南难民中招收了一批孤儿，成立“卫华剧团”，
于抗战胜利后在陕豫交界各县演出。
1946年返豫，同年秋即为胡宗南部所收编。
1947年10月在确山县又被人民解放军二野四纵十一旅收编，始为宣传队，后呢称“娃娃剧团”。
1948年元月又把以鄢陵县孤儿院为主的“群乐剧社”并入。
1949年初部队南下时，便把剧团交豫西行署代管。
1951年4月归文教厅领导，并正式定名为河南省大众剧团。
设戏剧股、教育股、管理股、总务股。
一队为乐队，二队为男演员队，三队为女演员队。
1951年把新招收来的学员班编为四队。
该团以排演大型历史剧著称，主要演出剧目为《正气图》、《官逼民反》、《扫穴犁庭》、《红娘子
》、《岳飞》、《黄巢》、《三打祝家庄》、《九件衣》等。
1952年10月并入河南省歌剧团。
河南省戏曲学校1956年2月建立于河南郑州。
1980年被中央文化部、中央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重点中等艺术专业学校。
第一任副校长杨季枚。
七十年代以迄由常香玉、袁文娜、卢斌相继任校长。
学科以豫剧专业为主，附设导演、音乐伴奏、舞台美术、曲艺、舞蹈等专科。
学制二至六年。
该校还曾多次举办豫剧、导演等短期培训班，并为西藏、哈尔滨、山东、安徽、江苏、武汉、北京、
上海等11个省市艺术单位及部队宣传队培养豫剧进修生200多人，从而为豫剧的遍地开花、广泛流传及
后继有人，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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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曾聘豫剧名老艺人常香玉、马双枝、王金玉、张子林、汤兰香及鼓师王福顺、琴师史大成，京剧
名家高连荣、庄少竹等来校任教。
在教学中坚持使基本训练与教学成品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传统剧目、新编
古代剧目、现代剧目三结合，纵向继承豫剧传统精华，横向吸收兄弟剧种姊妹艺术之长相结合的原则
。
先后排演了传统戏《打金枝》、《摔碗》、《洛阳桥》、《三进帐》、《抬花轿》、《穆桂英下山》
、《恩仇记》、《百岁挂帅》，新编古代剧《情验》、《红灯照》、《嵩门待月》、《大刀王怀女》
、《故剑情》及现代戏《双上山》、《红色娘子军》、《山乡风云》、《海霞》等。
其中《双美赞》由郑州市电视台拍为戏曲电视片，《山情》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戏曲电视剧（单本）首
奖“长城奖”。
该校拥有袁文娜、张北方等高级讲师16人，讲师31人。
至1990年止已培养豫剧各专业艺术人才1379人，分布在全国14个省市豫剧团。
比较有成就的如导演刘德言、杜萍、艾立、张怀奇、张世芳；演员刘忠河、任宏恩、孙映雪、苏芝兰
、郭婉玉、张月婷、轩玉亭、汪荃珍、崔小田、张虹、戴彩凤、马兰，音乐张一千、王豫生、左清义
等。
仅在历届河南省戏剧会（调）演中的获奖者就有近百人之多。
河南省联艺剧团见“河南省人民剧团”条。
河南省豫剧一团前身为河南豫剧院一团。
豫剧院撤销后，一团于1985年改为经济独立核算单位，并把原省戏校实验豫剧团充实进来，形成一个
以青年演员为主的新型表演艺术团体，直属省文化厅领导。
全团演职员工共123人。
团长周亚伦，副团长夏相林，聘任副团长王爱功。
1986年领导班子改组，新调卢斌、常水生、罗云任副团长。
1989年4月至10月，先后由常香玉、海金凤承包；1990年又与省戏校结成松散性联合，并以卢斌为团长
，贾廷聚为副团长。
主要演员先后有宋桂玲、贾廷聚、谷秀荣、轩玉亭、王清海、吉冠武、陈国立等。
一批青年新秀为小香玉（陈百玲）、汪荃珍、马兰、李锦莉、辛爱、张丽、孟祥礼、张桂梅、杨国民
、刘钧、魏俊英、李斌、李明、王玉华、琚春青、刘宗厚、王慧、白慧君、范静、武慧敏等。
主要演出剧目为《香囊记》、《七品芝麻官》、《五世请缨》、《花木兰》、《拷红》、《大祭桩》
、《穆桂英》、《血溅乌纱》、《金殿风云》、《骨肉冤家》及现代戏《黑娃还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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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豫剧大词典》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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