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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党史故事汇

情风文人

汝州是曲剧故里，自1926年5月18日搬上
舞台至今，河南曲剧已走过95年的光辉历程，
通过几代曲剧艺人的辛勤耕耘，从一个自娱

自乐的民间小戏现已发展成为全国第八、河

南第二大剧种。走出了李树建、王秀玲、宋喜

元、李玉林等艺术名家。2005年，被国务院列
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曲剧登台95周年，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市举办了纪念曲剧

登台95周年系列活动，时间从5月15日至21
日，共7天。5月19日至20日，组织汝州市曲剧
团、汝州市第一曲剧团在汝州市体育中心、火

车站广场进行优秀剧目展演。21日至22日在
王寨乡郑铁炉村、骑岭乡大张村进行展演，每

天下午和晚上演出，共4天16场。同时，5月19
日至20日，活动还组织15个村级文化合作社、

民间班社，在全市15个公园游园进行第七届
“地摊戏”展演，每天上午、下午各2个小时，共
2天30场。

曲剧是在河南民间“小曲”的基础上发展

而成的，起初的形式是由表演者边踩高跷边

唱曲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高台曲。鼓子曲是

一种曲牌联缀体式的说唱艺术，演唱时，三五

人自执檀板击节，一反以前的三弦伴奏形式，

需要帮腔处就一起帮腔。每一曲目，均按一定

的曲牌顺序来演唱。约于清末民初，出现鼓子

曲与踩高跷相结合的形式，称为“高跷曲”。它

最初出现的时候，既不化装，也不分行当，只

是由数人踩高跷唱有故事情节的曲子，以三

弦等乐器伴奏，走街串坊。发展至1920年前
后，才出现了有简单化装和粗略的行当分工

的高跷曲，多数演出鼓子曲中大多有人物故

事的民间传说脚本，如《小姑贤》、《打皂》、

《小打鱼》等。“高跷曲”去掉高跷拐子并登

上戏剧舞台，是它由一般的民间歌舞演变

为正式的“高台曲”这种戏曲形式的标志

性事件，形成曲剧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

早在民国15年 (1926年) 农历四月初
七，由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郑铁炉的

朱万明（领社兼拉曲胡、唱老婆）、大张村

关云龙（领社兼打板）所率领的剧社“同乐

社”（由高跷曲“玩友”业余性质的演员）以

及许雷（丑）、卢天德（唱和尚、绰号老面

堆）、王立（唱相公，人称木匠立）、李福生

和李西魁（唱胡子）、陈玉宝和刘保才（唱

大妮）、陈天喜和李连成（唱二妮）、陈白娃

（人称陈雪老，拉曲胡）、王少阳（三弦）和

王少焕（小生）、韩银福（四弦）、毕怀（男

旦）等一行共16人前去河南登封县颍阳乡
三里李洼村演出，因为天下雨，多天不能

踩高跷演出，李洼村的李祖白（保长，喜欢戏）

提出一定要他们去掉高跷站在台子上唱曲

子。由观看演出的农民将运载庄稼的牛车搭

成高台，而去掉高跷拐子登到台上演唱，演唱

了《周老汉送女》、《兰桥会》等剧目，得到了意

外的成功！有人带了头，效果又很好，因此，其

他高跷班也都相继在各地搬上舞台。在此后

的一段时间里，高台曲和高跷曲同时并存交

相演出。时间久了，台子曲慢慢取代了高跷

曲。

汝州市曲剧团团长张卫民告诉笔者：河

南曲剧是由坐班清唱的河南鼓子曲中杂牌小

调与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于1926年经临
汝县农民“同乐社”搬上舞台，发展成为戏曲

剧种，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基本内容包括唱念

做打，综合了对白、音乐、歌唱、舞蹈、武术、杂

技以及表演艺术等方式，构成了独特的戏剧

观，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闪

耀着它独特的艺术光辉。河南曲剧扮演剧中

人物角色行当与其他戏曲剧种大致相同，主

要有生、旦、净、丑。行当从内容上说，它是戏

曲人物艺术化、规范化的形象类型。从形式上

看，又是有着性格色彩的表演程式的分类系

统。这种表演体制是曲剧的程式性在人物形

象创造上的集中反映。每个行当，都是一个形

象系统，同时也是一个相应的表演程式系统。

河南曲剧演唱艺术，在长期发展中也形

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专业技巧。曲剧的唱

腔调门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正统曲牌。二、俗

曲小令。三、民歌小调。四、纯粹板腔。唱腔的

调高大多定“1=C”调。河南曲剧的伴奏乐器
主要有：一把曲胡，一副手板，一个八角鼓，一

面云锣，一挂三弦，一把四弦，后来又增加了

二胡、软弓京胡、笙、扪子、筝和琵琶。

一直以来，汝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

化事业，大力发展曲剧文化产业，积极推进曲

剧艺术的传承、发展、创新和繁荣。目前，我市

正在大力实施“文化强市”战略，深入推进文

化建设，努力打造曲剧文化品牌，使曲剧成为

汝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这为曲

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老汝州的曲剧———地道货”，这句在汝

州城乡广为流传的俗语，道出了汝州人对曲

剧的自豪和挚爱。“经济发展是血肉，文化建

设是灵魂”，作为曲剧发源地的河南省汝州

市，正在寻找地方经济和地域文化互动发展

的契机，实现曲剧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

和创新，曲剧———这一发源于汝州的艺术瑰

宝，一定会绽放更加灿烂的光彩，曲剧艺术必

将实现更为辉煌的腾飞！

付衣平从昏迷中醒来，环顾四周，山坡

上一片寂静。微风吹来，山坡上的野草轻轻

摇动着。付衣平望着那些摇动的野草，仿佛

觉得那是同志们微笑的面容，她依稀回想起

受伤前的情景。那天清晨，她单独从延安到

了山西临汾一个小镇，与她接头的是地方党

组织的负责人刘德风。见到了刘德风，付衣

平心中异常兴奋，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跋

涉，自己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刘德风热

情地接待了她，安排她吃饭，安排她休息。

她也真的疲倦极了，想好好休息一下。不料

当她刚刚休息了半天，中午饭还没有吃，刘

德风就到她住的房间里对她说：“衣平同志，

真对不起，本想让你在这儿休息一天的，但

刚刚组织来了通知：要你和孙哲、孙国馨、李

伟四位同志马上动身，到临汾民族大学去工

作，主要任务是动员临汾大学的学生去抗大

学习。他们三位已在外边等着你了。”

付衣平匆匆洗了把脸，随着刘德风出了

门。门外站着三个当地农民打扮的青年人，

大家看见她，一齐朝她点头微笑。付衣平也

朝他们笑笑，准备出发。这时刘德风很歉疚

地对他们说：“本来是让你们待会儿吃中午

饭的，但时间紧急，只好让你们走了。不过，

走十来里路，就会遇到一个小村庄，那里有

我们安排的人，会安排你们吃饭的。”

几个20多岁的青年人出发了。
一路倒也顺利，谁知中午准备在那个小

村吃过饭再出发时，刚走到一座山岗上，突

然听见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几个人抬头望

时，吃了一惊，只见从北边的空中飞过来两

架日本人的轰炸机，直朝他们所在的山岗冲

来。四个人赶紧各自寻找地方躲避。付衣平

紧张之间朝山岗左侧一道深沟里跑。刚刚

下到沟底，一架飞机就朝她俯冲过来，随即，

她只觉头顶火光一闪，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付衣平活动一下身子，发现自己的左腿

被炸断了，稍一移动，就疼得钻心，她走不成

了。她原以为那三个同伴会来找她，但等了

一会儿，毫无人影。她大声呼喊，但没人回

应。喊了一阵，付衣平身心俱疲，她弄不明

白那三个同伴到哪里去了。伤腿疼得她不

能挪动半步，望望天空，西边的太阳已经落

进远处山间。付衣平突然感到一阵绝望，难

道自己就这样死在这荒山野岭间吗！

正在这时，忽然一个老汉背着一捆柴走

过来了。那老汉走近付衣平，发现她左腿上

血肉模糊，连忙弯下腰问道：“闺女，你是不

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伤了。你要到哪儿去。”

付衣平点点头，说：“大叔，我要到临汾

去，走到这儿被炸了。”那位老汉说：“临汾

城被日本人占了。你这样子还怎么走。这样

吧，先到我家养养伤再说吧。”说着，老汉撂

下那捆柴，把付衣平背到了他家。

养伤期间，付衣平才知道那老汉姓王。

她就在姓王的老汉家里养了一个月的伤，才

渐渐能下地走路了。

伤好之后，付衣平告别王老汉，决定再

往临汾民族大学去。走到半路，她听说因为

日本人攻占临汾，民族大学已不知转移到哪

儿去了。自己在山西人生地不熟的，又与党

组织失去了联系，接下来怎么办呢。这时，

她想起刘德风曾说过，山西青县有个抗日组

织叫牺盟会，那儿有党组织活动。她决定先

到青县牺盟会找找看，能与那儿的党组织联

系上最好，若真的找不到再做打算。

一路颠簸跋涉，吃尽千辛万苦，付衣平

终于到了青县。经过打听，青县牺盟会果然

在活动。付衣平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找

到青县牺盟会总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青

县牺盟会正需要青年知识分子，就吸收她参

加了工作。付衣平在工作中，非常留意身边

的人，希望能找到党组织的人。但一方面她

不敢公开打听，一方面在牺盟会活动的党组

织是秘密的，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效果。

付衣平虽然没有与党组织联系上，但考虑到

牺盟会也是个抗日组织，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能在这儿为抗日出一份力，也算发挥了

一个共产党人的作用。因此，付衣平工作很

卖力。工作中，她也结识了几个进步青年，

其中有一位叫王景梅。有一天，王景梅无意

中告诉她：青县牺盟会原来的确有共产党的

人，但后来阎锡山在牺盟会搞清党活动，这

几个人悄悄离开了牺盟会，这几个人很可能

就是共产党的人。

付衣平听后很失望。正在这时，牺盟会

总部的人调她到民族革命宣传队工作，主要

工作就是教群众唱抗日歌曲，有时演戏需借

群众衣服做服装，宣传队的指导员李伯萍见

付衣平口才好，又很能干，常派她到村里向

老百姓借服装。付衣平借着这个机会，希望

能找到党组织。因此时不时会借故打听共

产党的事，谁知这些被人注意了，有人向宣

传队主任报告，说付衣平是八路军的地下人

员，经常讲共产党抗日的事。宣传队主任听

后，就在一次大会上说：付衣平不遵守纪律，

在工作中讲共产党抗日的事，非常可疑，宣

传队决定开除她，把她送到牺盟会执行部去

处理。

付衣平知道，自己一旦被送到执行部，

遭到审查，很可能暴露身份。正想着如何脱

险，宣传队的李伯萍知道了这件事，直接对

宣传队主任说：“仅凭道听途说，就开除队

员，这不公正，不能将付衣平送执行部。”虽

然暂时没有了危险，但付衣平还是决定尽快

离开是非之地，因此次日天还没亮，她就简

单收拾一下，离开了民族革命宣传队。

付衣平从宣传队出来后，决定重回延

安，只要到了延安，就会找到党组织。碰巧的

是，在奔回延安的路上，付衣平意外碰到了

刘德风。见了刘德风，付衣平非常兴奋。按照

组织原则，付衣平向刘德风讲述了自己这段

时间的遭遇，讲着讲着，她的眼泪禁不住流

了满脸。刘德风告诉她：自从他们四个人走

后，组织上一直都在寻找他们的去向，可惜

的是，另外那三个人也没有找到，生死未卜，

加上日本人占了临汾，临汾民族大学已分散

到农村隐蔽。现在虽然碰上了她，但她这段

时间与党失去联系，要证实她的行为，还需

要一定时间，目前还无法安排她。

说完这些，刘德风说：“付衣平同志，我

是相信你的。这样，既然你决定返回延安，那

就按计划行动，你还回延安吧。”

付衣平也只得同意。

临走，刘德风让一位叫袁子敬的人送给

她25元路费。
付衣平离开刘德风，直奔延安。

这天，付衣平走到一个路口，见一群国

民党兵拦住过路人盘问。付衣平发现，凡是

像她这样的年轻人，都被拦住不让通行。付

衣平仍然决定冒一次险，径直到了岗口。两

个国民党兵果真将她拦下，二话不说，就让

她原路返回，态度非常凶横。付衣平只好转

身离开，但她不甘心，拐弯又跑了十几里山

路，又找了个路口。结果连跑两个路口，都有

人把守。付衣平见天色已晚，只得寻个小村，

住到一个寡妇家，准备第二天再找路口。

那个寡妇见她身小瘦弱，又像是个识字

人，好心劝她说：“你别再费心啦，这儿的好

多路口都被拦下了，听说是不让年轻学生往

延安共产党那边去，这几天还抓了人。”

听了这话，付衣平心凉了半截。

那天晚上，付衣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她想起自己过往的人生，悲喜交集。

付衣平出生在河南省宝丰县城关仓巷街一

个贫苦人家。父亲为她起名叫青林。小时候

她曾为人放牛放羊，弥补家用。因为她小时

候聪明伶俐，引起宝丰县城关一位小学教师

的注意，把她介绍到城关小学念书。1932年，
付衣平考入临汝女子师范学校，经常参加进

步活动，接触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1935年，
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付衣平从
临汝师范学校毕业，到临汝县纸坊街小学教

书，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做党的地下工

作。这年年底，付衣平经党组织介绍，到延安

红军大学学习。后来，付衣平被分配到新四

军五师独立团独立大队担任教导员，并由此

结识了五师政委陈少敏。后来，新四军转移

到安徽，在一次突围战中，付衣平与大部队

失去联系，又经历艰辛，返回延安，参加抗大

学习，直至又被分到临汾民族大学工作，再

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想到这么多年的艰难坎坷，付衣平感慨

不已。她再次坚定了要找到党组织的决心。

在她心中，离开党，不能为党所领导的革命

事业工作，人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延安是

暂时去不了啦，怎么办呢，难道从此就这样

离开党吗？不，坚决不！一定要继续找党，但

怎么才能找到党的组织呢？这时，付衣平想

起，自己在离开家乡时，曾与一个叫许子明

的地下党员有过接触，也和临汝县的一些地

下党员熟识，既然延安去不成，不如返回家

乡，再设法和党组织联系。

付衣平回到家乡宝丰后，果然又见到了

许子明。

许子明公开身份是宝丰县教育科的职

员。一见许子明，付衣平就提出了自己的要

求，许子明告诉她：目前党的组织已经按照

上级指示，停止了一切活动，党员都隐蔽身

份，分散在各个乡镇，多数在学校教书。这样

付衣平就被许子明安排到姚孟寨一所小学

当了教师。虽然和党组织联系上了，但党组

织停止了活动，付衣平只好一边教学，一边

等待党的通知，再次参加党的工作。期间，付

衣平还被国民党宝丰县党部抓起来投放监

狱一个月，经地下党组织活动，被联保出狱，

宝丰已经无法再待下去了。党组织又把她安

排到临汝县纸坊小学教书。以后又辗转到登

封县几个学校教书。

1944年秋，豫西抗日先遣队抢渡黄河到
了豫西，在临汝县大峪店建立了抗日根据

地。付衣平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赶到大

峪店与豫西抗日先遣队司令员皮定均等首

长见了面，跟随皮徐支队在大峪店抗日根据

地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先后担任区妇女

主席、区副政委。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豫
西抗日先遣支队撤离豫西，到桐柏山大别山

与新四军五师会合，付衣平被编入教导团。

部队南下途中，教导团被临汝土匪黄万镒部

截击，副政委张思贤负重伤，教导团被冲散。

付衣平先是被土匪抓到，随即被营救脱险，

再次返回宝丰，不料在宝丰县又被国民党县

政府发现，又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付衣平受

尽酷刑折磨，但她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党组

织的一个字，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194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
解放宝丰，付衣平被解救出狱。当她把自己

在狱中受刑时沾满血迹的衣裤交给党组织

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听到付衣

平讲述了自己连年来找党的经历，陈赓司令

员安慰她说：“付衣平同志，你对党忠诚，始

终坚守党的信念，全中国即将全部解放，等

我们党打下江山，有你的一份功劳，党再也

不会让你掉队，你回到党的怀抱了！”

付衣平听了这句话，忍不住热泪横流。

是啊！将近十年，经历多少苦难，多少折磨，

她终于真正找到了党，回到了党的怀抱！

后来，付衣平随军南下，参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湖北的战斗，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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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汝州的曲剧———地道货
●宋乐义

从前，有小两口都爱看戏，是戏迷。

这年秋罢，地里活停犁住耙，没啥事儿干了。邻村请了

大戏，小两口心心念念想着去看戏。晚上喝罢汤，饭碗饭锅

还没拾掇好哩，就听见戏台子上传来了锣鼓家什响。小两

口啥也顾不得拾掇了，就往外跑，恐怕去晚了看不上整场

戏。俩人跑出院子，才想起来孩子忘了抱了，女的慌忙跑进

屋子，从床上抱起包孩子用的小床单一裹就往外跑。

邻村离他们村也不过一二里地，小两口走过一片倭

瓜地时，走得急，女的冷不防被倭瓜秧子绊了一跤，绊倒

了。孩子也摔离了怀。天黑，戏台子上锣鼓家什敲得急，女

的伸手一摸，摸住了小床单，把孩子匆匆一裹，爬起来往

戏台子那边就跑。

小两口赶到戏台前，戏早开演了，观众围得里三层外

三层。小两口站不住好位置，干着急看不到戏台上的演

员，就在观众堆里这里挤挤，那里拱拱，好不容易才挤到

一个好位置，小两口才心没二用地看起了戏。

刹戏的时候，小两口才想起了怀里的孩子，男的说：

“来，让我抱会儿。”女的把怀里的孩子递给男的，说：“早

干啥去了，这时候显好哩！”男的把孩子接过来，觉得有点

不对劲儿，说：“孩子咋身子恁硬哩！”又仔细一摸，说：“哎

呀，你咋给我个倭瓜。”女的一看，哭了说：“我的娘呀，肯

定把孩子忘到倭瓜地里了，快拐回去找吧。”

小两口拐回到倭瓜地里，东找西找，没找到孩子，却

在地里找到了自己家的绣花枕头，男的埋怨女的说：“孩

子咋变成了枕头，你是咋弄哩。”女的一想，说：“哎呀，肯

定是在家抱孩子时抱住了枕头。”男的说：“你真是个木

瓜，还不快回家。”

小两口起身往家就跑，到家一看，孩子在床上睡得正

香哩！

讲述者：牛二祯
整理者：牛 崧

民间故事

小两口看戏

（上接第2835期）

玉兰 书记说：

“习书记带领咱们正

定县发展旅游业，这

是一条新路，也是一

条正道。咱们县本身

就是农业高产县，但

是农业有它的客观

规律，高产也是有一

定限度的。再往后，

增产的幅度肯定是

越来越小，农业上我

们只靠种粮食，不能

再突破多少了。我们

只有大力发展多种

经营，发展旅游业才行。现在有了兴建荣国府这个机会，

习书记给咱们抓住了，咱们一定要支持。咱们有四塔，还

有大佛寺等文物古迹，和荣国府搭配起来，景点多了，可

以搞一日游、二日游，留住游客，让他们游在正定，吃在正

定，住在正定，给正定增加经济效益，效果一定很好。我本

人全力支持习书记，这事保险错不了！”

习书记制定的“人才九条”，是为了把外头的“大树”搬

到咱正定来，好让当地的“小树”在绿荫下茁壮成长。“人才

九条”的制定，玉兰书记在班子里也是和习书记一拍即合。

后来，这些专家、顾问和人才确实为正定的发展起到了关

键作用。当时，县里安排我联络潘承孝等几位专家，也曾给

他们写信汇报正定的工作，并征求他们对正定发展的意

见，他们确实很真诚地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

在习书记领导下，正定各方面的事业都得到振兴。农

业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只要老百姓能挣到钱，就因地制宜

地发展，不搞“一刀切”，更不搞形式主义。比如农民可以

种“春棒子”，将嫩棒子掰下来拉到城里去卖，香嫩可口，

很受欢迎，收益比成熟后干玉米粒还要高。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吕玉兰同志当时除了工作上和
习近平同志大力配合，也在生活上对他多有关照。请您讲

讲这方面情况。

贾俊华：习书记那个时候不怎么回家，一心一意就是

想着把正定的各项工作搞好。他经常下乡，回来赶不上食

堂吃饭。晚上批改文件，熬夜加班，睡也睡不好，吃了很多

苦。玉兰书记比习书记大十几岁，对他比较关心，就像姐

姐一样，给他拎点水果、点心，有时候从家里给他拿点鸡

蛋、挂面，让他深夜饿了点补点补，还嘱咐他注意饮食和

休息规律，经常锻炼身体。以上事情有的是我听玉兰书记

讲过，有的是玉兰书记去世后习书记回忆文章中谈到的。

有一次，玉兰书记对习书记说：“近平，你这个被子和

褥子，是不是该拆拆洗洗了？”不等习书记回答，玉兰书记

就让人把他的被褥拆洗了，又重新做好了。习书记铺的褥

子有很多年头了，那是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用的褥子。他把

这褥子从陕北带到北京，又带到河北正定，一直用了10多
年，还舍不得扔。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当年在火车上救助
过两个“落难”小女孩。这件事情，您清楚吗？

贾俊华：是的，我见证了这件事。

习书记到正定来的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的秋天，有
一次，在从石家庄到北京的火车上，他看到两个十六七岁

的小妮儿，坐在车上哭。他就问她们：“你们为啥哭？”

原来，这两个小妮儿是湖北人，她们到唐山去投亲

戚，找工作，却扑了个空。人没有找到，身上带的钱也花光

了。习书记当时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了她们。两个小

妮儿很感动，再三追问这位好心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表

示以后要报答。习书记推托不过，只好告诉她们：“我姓

习，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

回到正定以后，习书记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没

想到，过了不长时间，这两个小妮儿从湖北到正定来找他

了。她们先是到了县委办公室，说要找“大乖”，管接待的

行政组长王新友同志问她们：“你们有嘛事儿？”两个小妮

儿就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表示要面见这位“大

乖”并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