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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飞
沙河调到底有多少传统剧目，现在已

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了。
当年被誉为“扯烂莽”的沙河调老艺

人常毛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光他全本会
背的戏就有300多出。

沙河调现存的部分保留剧目中最有代
表性、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数
《大闹雷音寺》了。此戏其他剧种、流派
几乎没有演出过，其内容也是其他剧种、
流派所不敢涉足的。

《大闹雷音寺》原名《三打雷音寺》，
说的是明末农民起义，闯王李自成扯旗造
反，聚兵商洛山中，对抗明朝官兵。雷音
寺和尚奉朝廷密令潜伏寺内，监视并随时
报告义军行动。这些和尚仗着有官府撑
腰，横行霸道。他们在寺内密设地牢，乘
人们来庙会烧香时强抢民女，欲行不轨。
李自成得知和尚行凶，就入寺调查，杀恶
僧、毁寺，解救民女。

这部戏什么时间在沙河流域登上戏
台、剧本是何人所编、最早是谁演出通通
成谜。据已过耄耋之年的沙河调老艺术家
张自立先生说，他演剧中的李自成师承沙
河调老艺人李太平（李太平，召陵区老窝
镇 人，已去世），而李太平则师承著名红
脸曹江和有着“活判官”之美誉的李顺先
生，再往上就无从追溯了。仅从这几代老
艺人的传承脉络上看，这部戏在沙河流域
的戏台上流行至少200年以上。

20世纪80年代，市豫剧团导演吕震民
先生曾对这部戏的剧本进行过整理。2011
年，省艺术研究院委托由戏剧表演艺术家
张三旺和笔者共同发起成立的沙河调艺术
研究会复排该剧。当时，著名剧作家李伯

良先生发现，该戏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许多
艺人根据需要不断取舍，剧本名为三打雷
音寺，戏中却只剩下一打了。因此，李伯
良先生就在保留剧本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进
行了整理，并更名为《大闹雷音寺》。

更名后的《大闹雷音寺》仍然保留了
这出戏的演出特色，以农民起义军领袖李
自成为主角，红生正扮，在舞台上称王道
孤，一出场唱的就是“天鼓响、龙眼睁，
西北角里出将星，将星落在米脂县，出了
孤家李自成，有孤家……生在陕西省，米
脂县，李家大寨有俺的门庭……”在历史
上一直被看成“流寇”“反贼”的李自成
却在沙河两岸被当作英雄大张旗鼓地演

唱，这不能不说是沙河调在剧目上的一大
突破。张福祥先生的《老漯河说漯河》一
书中记载着李顺先生在这出戏中饰演李自
成时所唱：“在寺院、用目睁，举目睁眼
看分明；一边厢是杀人场，一边厢是剥皮
厅；杀人场，人头挂，剥皮厅里血染红；
油锅火鏊他都有，馏人的箅子蒸人的笼；
怪不得和尚行霸道，寺院盖得甚威风；起
首先灭雷音寺，得他的人马打北京……”
李顺先生以自己特有的唱法演绎角色，把
李自成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样一出包含着许多被封建统治阶级
视为洪水猛兽般内容的戏，能在200年前
的沙河流域的舞台上诞生、流行、传承且

盛极一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梨园界
的一个奇迹。

复排这部戏时，剧组专门特邀张自立先
生担任艺术指导，并由有“豫南美小生”美
誉的张三旺饰演李自成。张三旺原本主攻武
生、小生行当，此次却跨行当演起了红净，
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年过古稀并亲
自塑造过李自成这个角色的张自立先生对张
三旺口传身授，将前辈沙河调艺人不同特色
的演唱、表演融为一体，帮助张三旺将本身
具备的表演、嗓音特色融入对人物形象的刻
画中，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以崭新的形象重新
出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此次复排演出大获成功，不但让观众
看到了久违的、原汁原味的沙河调，也
引起省有关部门的关注，不但拨经费支
持，还全剧录像作为“非遗”资料保
存。在次年的文化遗产日，沙河调原生
态保留剧目《大闹雷音寺》 应省文化主
管部门邀请，赴郑州绿城广场公开展
演。此次展演大获成功，一时间，郑
州、漯河的观众和戏迷街谈巷议的都是
沙河调。演出结束后，省艺术研究院专
为此剧召开了座谈会。会上，著名祥符
调武生、导演冯占顺先生拉着张三旺的
手说：“一看就知道你唱的是自立的戏！
好，张自立的戏终于传下来了！”而河南
著名戏剧理论家刘景亮先生则当场呼
吁，业界应挖掘张自立先生的沙河调传
统剧目，抢救沙河调艺术。

后来，张三旺又带着《大闹雷音寺》
走进了央视演播大厅，第一次把豫剧四大
流派之一的沙河调推向全国观众。从此，
豫剧沙河调和其养育出的 《大闹雷音
寺》都在新时代焕发了艺术光彩。

《大闹雷音寺》“闹”上了央视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实 习 生 张爽爽

6月17日下午，豫剧王（素君）派艺
术传承基地揭牌仪式在市豫剧艺术中心举
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王派创始
人王素君亲临现场参加揭牌。5岁学艺，7
岁登台演出，13岁正式进入剧团，王素君
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她曾
作为全国文化系统的先进生产者，在中南
海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舞

台上一站就是80多年
的王素君，艺术生涯
中有着怎样鲜为人知
的故事？当天，记者
采访了王素君。

7岁登台演出

王 素 君 家 境 贫
寒，父母均是穷苦农
民。灾荒年间，年仅3
岁的她跟随家人四处
乞讨。在周口市扶沟
县与家人走散后，她
被当地剧社的乐手王
清书收养，自幼走上
从艺的道路。她对家
乡和家人的印象很模
糊，记忆中自己是周
口市西华县逍遥镇
人，1933年出生。

“被收养后，我开
始跟着戏班讨生活。
我从小就是个戏迷，
看到演戏就高兴，也
愿意学，五六岁就开
始学戏了。”王素君
说，至今仍记得童年
时她每天天不亮便到
村外练嗓子，白天练
武、演出，晚上在油

灯下听养父讲戏路。凭借着天赋和勤奋，
王素君7岁时就在剧社登台演出。

1946年，王素君加入开封市工人剧
院，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兰、王敬
先同台演出，被誉为“汴京三王”。1959
年，她调入河南豫剧院一团，与常香玉同
台合作，为观众留下了 《拷红》《花木
兰》等经典剧目，赢得广泛赞誉。1956
年，年仅23岁的王素君在河南省首届戏曲
观摩会演中以《小二姐做梦》获演员旦行

一等奖；又与王秀兰、王敬先联袂主演
《王金豆借粮》中的王金豆，荣获生行一
等奖，成为大会荣获双料一等奖的年轻演
员，自此被誉为“豫剧生旦两门抱”。

1956年5月，王素君荣获全国文化系
统先进生产者，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人的接见。1958年，王素君作为

“汴京三王”之一，应邀在河南省军区礼
堂为毛泽东及多名中央领导人演出她的代
表剧目。

开辟豫剧艺术新天地

半个多世纪的舞台历练，无论生角还
是旦角，王素君的艺术造诣都达到了炉火
纯青的地步。她的唱腔圆润宽厚、清纯质
朴，为观众塑造了小二姐、秦香莲、祝英
台、袁玉梅、岳飞母亲、王金豆、吕蒙
正、张君瑞等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留下
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唱段。特别是她在《桃
李梅》中饰演的三妮袁玉梅，先以花旦出
场，后期女扮男装改换小生，生、旦转换
灵活自如、生动传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她的代表作“秋江河下水悠悠”

“舍不了有情意莺莺贤妹”“王金豆冬天穿
着夏天衣”和“小二姐家住在汴京城里”
等著名唱段至今仍在戏迷中广为传唱。

王素君一生挚爱戏曲事业，从未停止过
探索和学习，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她创造的
豫剧王派小生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豫剧生行中
的几代演员，成为河南戏曲史上的瑰宝。

1985年离休后，王素君一直呕心沥
血、广育桃李，为戏曲艺术的发展、传承
而无私奉献。她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
动，为戏迷无偿演出、教戏；组建“老年
乐”剧团、“素雅剧社”，创办河南省素雅
青年豫剧团，培养豫剧各流派传人，为传
承豫剧艺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奉献光和
热。2012年，在河南戏曲流派拜师活动
中，王素君先生的王派艺术作为豫剧唯一
小生流派在活动中举行了收徒仪式。如

今，王派入室弟子有20余名，遍布省内外
文艺团体。一大批青年演员已崭露头角，
成为王派艺术的传人，是我省戏曲舞台上
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到漯河传艺

时光荏苒，王素君如今已89岁高龄，
但她仍活跃在舞台，为传承戏曲艺术、弘
扬民族文化尽心尽力，以博大的胸怀和无
私的爱心奉献出自己的所有。近日，王素
君来到漯河参加豫剧王（素君）派艺术传
承基地揭牌仪式。在漯期间，她每天都在
酒店里接待慕名而来的学员，为他们指点
迷津，鼓励他们在舞台上成就人生价值。

谈及漯河这个城市，王素君说：“漯
河在我心里是一座既美丽又有深厚文化底
蕴的城市。我曾多次来漯河演出。从艺60
周年的庆祝演出就是在漯河举办的。漯河
市豫剧团在对豫剧的传承和发展方面做得
非常好。去年，我看他们演的 《郾城大
捷》，感动得落泪了。从这部戏剧中可以
看出青年演员对豫剧的热爱，也可以看出
漯河市委、市政府对豫剧事业的支持。”

王素君告诉记者，去年她接到漯河市
豫剧团的邀请时就非常想来，但因为身体
不好，未能如愿。“当时，我就想我一定
要到漯河去传艺。之后，我开始锻炼身
体，练站、练坐、练走路。今天我终于来
了。”王素君说，对于漯河市豫剧团的发
展，她建议一定要重视培养人才，有人才
就有好戏。要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能演
青衣也能演花旦，能演武生、小生也能演
老太君。对老同志来说，不能停下脚步，
还要继续学习；对年轻人来说，要全面发
展，勤学苦练。

“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就要
去做。”这是采访中王素君说得最多的话。
她表示，只要还能动，她将继续传艺，让
更多年轻一代对传统戏曲文化有崇敬感，
点燃他们的热情，把戏曲艺术传承下去。

素音雅韵 艺无止境
——访豫剧王派创始人王素君

王素君在揭牌仪式上

张三旺扮演的李自成（资料图片）

■文/图 付二红
“城隍”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

到 《周易·泰卦》：“城复於隍，勿用
师。”城隍在古人心目中是护卫百姓、保
佑一方平安的神。

郾城城隍庙位于龙塔街道西街的沙河之
滨。郾城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六年（1373
年），重修于万历五年（1572年），增修于
崇祯十五年（1642年），后废；清乾隆八年
（1743年）重建，后增修于道光九年（1829
年），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

郾城城隍庙气势恢宏，庙内有正门、
大殿、二殿、三殿。正殿为庙内主殿，供
奉城隍爷神像；偏殿分别供奉注禄司、阴
阳司、褒善司、注寿司、速报司及罚恶

司，另有匾额门楹，石碑石刻。
上海城隍庙的霍光、北京城隍庙的文

天祥，安徽青阳城隍庙的海瑞、遂昌城隍
庙的史可法、定远城隍庙的包拯等，很多
城隍庙都和人物有关。和郾城城隍庙有关
的历史人物是岳飞。南宋绍兴十年（公元
1140年）岳飞曾在郾城驻扎，大败金兀术
1.5万铁骑，取得历史著名的郾城大捷。
岳飞因此被奉为城隍神，进入城隍庙受到
祭祀。当时塑的是木胎神像，较轻，便于
移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庙里都举行大
会，人们便把城隍神请出来，放在一方木
桌上，由众人抬着在城内各街道巡游，民
间称为城隍爷出巡。

城隍庙有戏楼，大门朝南，戏楼面北。正

殿为主建筑，
斗拱飞檐，层
层叠叠，黄瓦
彩釉，雕梁画
栋。庙中另建
有东西厢房，
共计房舍30余
间。可惜“文
革”前大殿被
拆，二殿、三
殿也在 1971
年被拆。20世
纪 80 年 代 ，
人们曾在郾城城隍庙旧址附近新建了城隍
庙。后来的城隍庙是2005年由村民们修建
的。2007年秋，沙澧河开发之际，郾城城
隍庙得以重建并扩大了规模，现占地1600
平方米，有房屋25间，拥有5000平方米的
大型停车场。庙内主体建筑群布局合理，建
筑均为琉璃瓦覆盖，青砖金瓦，造型精美，
古朴典雅。在大门两侧立有两通石碑，内容

为郾城城隍庙简介和郾城城隍庙重建记。
城隍庙共设有四殿：主体建筑为城隍爷

殿，两侧偏殿为三清殿、玉皇殿和忠义堂。
殿内绘有精美壁画，如《二十四孝》《岳母
刺字》《桃园结义》《老子骑牛》等。每逢农
历初一、十五和五月二十八 （城隍爷生
日），游客纷纷前来祈福许愿，已成为一处
旅游休闲场所。

郾城城隍庙：祈福迎祥之地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
塘处处蛙。”明日17时14分将迎
来夏至节气，标志着炎热的盛夏
来临。

据民俗专家介绍，每年公历
6月20日至22日之间，当太阳
到达黄经 90 度时，为夏至之
始。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个节
气，也是夏季第四个节气。至
者，极也。经过立夏、小满、芒
种的不断蓄积，阳气在夏至达到
顶点，万物向阳而立，大自然笼
罩在一片炎热之中。

夏至来临之日，太阳直射北
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时
间最长的一天，且越往北白昼时
间越长。此后，昼渐短，夜渐
长，直到秋分，方得平均。

夏至三候：一候鹿角解，二
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

夏至，中国古时素有祭拜
神明、祈福美好的习俗。《周
礼·春官》中记载：“以夏日至，
致地方物魈。”周代夏至祭神，意
在消除疫病和灾荒；汉代以后，
为祈求五谷丰登，粮仓充实，历
朝历代几乎都有祭神仪式。

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
我国自古就有夏至吃面的习俗。

夏至为什么要吃面呢？其
一，面食是祭祀的贡品。夏至
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节气，更是
中国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
从周朝起，历代王朝几乎都在
夏至举行祭神仪式，并作为国
之大典，既是向世人昭告“天
父地母”“皇权天授”的思想，
又期盼在帝王的统治下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民间也有夏至祭

神祀祖的习俗——用新收获的小
麦做成供奉品，感谢神灵先祖一
年来的保佑照顾，同时也祈求神
灵祖先一如既往地禳灾避邪，来
年有个好收成。其二，民间有尝
鲜之俗。夏至时节，新麦子已经
晾晒干净，新磨的面粉清香味
美、特别诱人，人们迫不及待地
用其擀成面条，以此来犒劳辛苦
一年的自己，同时表达庆祝丰收
的喜悦心情。其三，为了防暑。
小麦味甘、性凉，入心、脾、
肾。用新面粉做成的面条不仅口
感好，而且营养成分高，补虚、
壮体，舒肠胃、强气力、润肺
燥。在酷热的夏天吃碗热面，则
大汗淋漓，滞留在人体中的湿气
和暑气一扫而光。旧时，人们通
常用深井的水“拔”面，那水凉
得冰牙根儿，用这种水过面才够
劲儿，俗称“井拔凉”。清人潘
荣陛的 《帝京岁时纪胜》 说：

“京师于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
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
品。向询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
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
比。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
京俗无论生辰节候，婚丧喜祭宴
享，早饭俱食过水面。省妥爽
便，莫此为甚。”南方人婉约，
多选择阳春面、干汤面、肉丝面
等，口味相对清淡、鲜美。

夏至后不久便会进入三伏天。
养生保健专家提醒，饮食上宜清
淡，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适当
多吃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
茼蒿、苦菊等。这些食物有利于除
燥祛湿、生津止渴和增进食欲。

本报综合

明日夏至

花开半夏 向阳而立

民俗文化民俗文化

昨天是父亲节。
父爱如山，深沉而厚重。
上古社会，“父”是一个部

落之主、家族之长，是最有权威
的人。甲骨文里的“父”就写成
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柄石斧。在
那个时代，石斧对外可用于御敌
防守，保卫氏族安全；对内则是
权威的象征。持有石斧的人就是
勇敢、威严的，就是“父”。《说
文解字》解释父字为“矩也。家
长率教者”，就是说父是家中立
规矩的人，是一家之长，是子女
思想行为的率先垂范者和培养教
育者。后来，父由本义又引申为
对老年男子的尊称，比如姜太公
被周武王尊称为“尚父”，范增
被项羽尊称为“亚父”，家族中
的男性长辈被称为祖父、伯父、
舅父等。

生活中，我们常将父、亲二
字连用。《礼记》中说“亲，父
母也”，《说文解字》 中解释

“亲”为“至也”，亲表示感情深
厚到极致。在“父亲”二字中，
父表达了对父亲威严的尊敬，亲
则包含着父亲与子女间割不断的
亲情。关于父爱，明代王广洋曾
以“虎为百兽尊，罔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喻
之。老虎虽为百兽之王，对孩子
却依然温情脉脉，每走一步就要
回头看一眼。“觅句知新律，摊
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
罗囊。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
长”，作为已经闻名四方的诗
人，杜甫看到儿子学习作诗，内
心无比欣慰喜悦，兴奋之余，叮
嘱他学习要专心，要持之以恒；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

兮爱日晖。功成道上兮列旌旗，
父老远来兮相追随”。正如钱镠
在诗中所说，父亲最幸福开怀的
时候，就是孩子长大成人、有所
成就时。与母爱的温柔细腻相
比，父爱含蓄而深沉。

由父之古字形可以看出，
“父”字蕴含了对父亲的个人道
德与其应当担起的家庭责任的要
求。古代社会中，父亲是绝对的
一家之主，代表了规矩和权威，
而这同时意味着他对家庭负有绝
对的责任。《三字经》中说“养
不教，父之过”，指的就是父母
生养子女，却不严格教育，就是
没有尽到为父之责。《说文解
字》中把“矩”作为“父”的第
一要务，这说明为父之人自己要
懂规矩、守规矩，同时要为家庭
树规矩、立规矩，还要培养教育
所有家庭成员按规矩办事，形成
良好的家庭秩序。因此在古代，
父亲常常会以“整齐门内，提撕
子孙”为目的为子女书写家训。
从最早周公告诫儿子伯禽的“一
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到韩
愈在儿子韩昶将入城南学堂读书
时谆谆教导他“人之能为人，由
腹有诗书”，再到曾国藩家书中
的“家勤则兴，人勤则俭，永不
贫贱”，每一篇家训、家规、家
书，都是看似严肃深沉的父亲给
子女最深厚的爱。

自远古时期起，“父”字就
意味着爱、使命与责任。今天

“父”的字形中再也不见当初举
石斧以表权威的形象，因为父亲
在我们心中的权威并不来源于那
柄石斧，而源自他是我们人生的
榜样。 本报综合

说“父”

■张贞喜
召陵区邓襄镇圪垱张村曾是

一个古寨——万豫寨，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

圪垱张村村民以张姓居多，
据说出自血脉同源的同一个家
族。近期，村民挖出一块高240
厘米、宽72厘米的石碑，上面
刻有“张氏先莹”四个大字，记
载着清朝咸丰年间张氏家族的故
事。几百年来，圪垱张人传承尚
德、崇文、向善的家训，勤劳耕
作，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

圪垱张村四周被高约25米
的土寨墙围着，寨墙上生长着郁
郁葱葱的槐树和柳树。寨墙四周
是护寨的海河，河水清澈见底。
据老一辈人讲，古寨当时共有

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夜幕
降临时，寨门落锁，以防土匪侵
扰。每个寨门右侧各有一口井。
村内地下水是苦水，不能饮用，
人们都到寨外的井里取水饮用。
20世纪60年代，经技术员取水
化验，才知道村内地下水是硬
水，就是水中含有较多的钙镁化
合物。当时村里打了三眼机井，
并用管道引水浇灌田地里的玉
米，浇过这种硬水的玉米长势很
旺，像施过化肥一样。

圪垱张地势奇特。寨内大街
两侧是东西走向的岗地，岗地两
侧是东西对称的沟。

如今圪垱张的古寨原貌已不复
存在，村内楼房林立，大街小巷整
洁美观。圪垱张人正豪情满怀，走
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古寨圪垱张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漯河地理漯河地理

郾城城隍庙郾城城隍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