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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演出习俗是民风民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
地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商南戏剧演出分一般习俗
和特殊习俗，一般习俗有写戏、点戏、唱神戏、打加官、打闹
台、坐冷台、三声号、尾声等，特殊习俗有打前场、忌讳戏、
挂灯戏、送戏、挂牌等。

一般习俗中的写戏，就是戏班社和庙会的会首提前
商量好后，签订戏剧演出合同，写明场次和戏价。点戏，
就是戏剧演出合同签订后，由当地庙会的会首选择上演
剧目。唱神戏，就是庙会中还愿会特有的剧目。打加官，
是戏剧演出人员向台下某位绅士祝福并讨赏的形式。打
闹台，又叫打开场，就是召集观众，进行锣鼓齐奏，做好开
演准备。坐冷台，是演员尚未化装齐备，同时向观众招呼
马上就要开演的一种形式。三声号，是戏剧演出前向观
众发出三声信号，第一声号为第一次预备，第二声号为第
二次预备，第三声号响就开演。尾声，就是向观众宣告戏
剧演出即将结束。

特殊习俗中的打前场，是河南曲剧在商南境内演出时
特有的一种形式，其作用和其他剧种的唱坐台、坐冷台相
近，不过曲剧的打前场比较活泼，从一开始就能吸引观众，
台上多扮丑角，一般由唱功较好的丑角担任，运用曲剧的
各种曲调演唱一些逗人兴趣的“十八扯”，逗得观众哈哈大
笑，以活跃戏场的气氛，往往一人要唱 40 多分钟，等演员
全部化妆好了才下场，目的是不让观众冷场。1949 年以
后一般不用这种形式。

忌讳戏，就是有些地方因地名或典故的原因，有忌
演的剧目，以避免伤风败俗的现象出现。如商南县城西
门处原有大寺院，地名叫蜈蚣岭，因此县城一般不演《蜈
蚣岭》和《八腊庙》，王家楼不唱《火焚绣楼》，清油河是郑
恩卖油的地方，不唱《打瓜园》，曹营高家庄不唱《猪八戒
招亲》等，若犯忌就会发生纠纷，闹出尴尬来。这种习俗

现已不复存在。
挂灯戏，就是庙会头一天晚上演出的戏。商南境内

的庙会演戏一般为 3 天 4 晚，头一场多是晚上演戏，群众
把这台戏叫挂灯戏。有些地方把什么时候开始上演直
接叫那一天的挂灯戏。送戏，就是按照戏剧演出合同约
定的戏演完后，要向当地和庙会甚至较大的绅士或大财
主送一天戏，送戏前要同被送戏人商量好，在未完成合
同前某场戏中放一挂鞭炮，说明某天向某人或某单位送
一天戏。一般送戏无戏价，但必须招待一天，并另外付
赏钱，或叫“谢金”“封子”(将钱用红纸包好，鸣炮送到班
社)。挂牌，是特别突出的演员在上台演出时，展示其挂
在胸前的银制奖牌。河南曲剧早期在商南演出比较盛
行，一些优秀的演员深受群众欢迎，当地主事人用红色
绸带系一银制奖牌，在演出时上台挂在演员胸前，以表
示对其精彩演出的鼓励和期待。凡挂过银牌的演员，每
到一地首次露面演出时，都要将本人所有的奖牌都挂在
胸前以示炫耀。

商南戏剧演出活动，在明代以前的官方史志书籍中
均无记载，清代以后才开始出现戏班子在庙会上的演
出。早期的戏剧演出活动受当地民风民俗的影响，一般
都是在庙会上举行。民国以后特别是抗战时期，受时局
影响，商南民众开始自编自演一些紧贴时代形势内容的
戏剧，灵活多样，教育性强，感人至深，因而深受城乡群众
的喜爱和欢迎，同时也使商南戏剧得到创新和发展。河
南曲剧早期在商南境内盛极一时，对商南戏剧影响很大，
也为商南造就了一批曲剧演员。

据建于清代的曹营乡戏楼“超然楼”墙壁题字记载，
商南戏剧演出活动始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 1849 年)，县
境内有一姓费的箱主（戏班头目）在曹营戏楼演出汉调二
黄戏，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8 月，县境内一姓陶的箱

主又在曹营戏楼演出汉调二黄戏。清朝末年到民国初
年，在商南演出的主要戏班有河南淅川县荆关镇的刘福
成戏班，卢氏县的福盛戏班、新盛戏班，陕西龙驹寨的华
庆戏班（其掌班是商南人吕庆华）。

在曹营火神庙村出生的吕庆华，是商南早期戏剧界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12 岁时，他就进入龙驹寨广易社学
艺，排行为“庆”字辈，两年后离开广易社去河南朱阳关，
师从王小黑习演生末，不久改学大花脸，经过数年勤学苦
练，又得名师传授、博采众长，20 岁时已成为出类拔萃的
花脸演员，所饰演的角色如刚直不阿的包拯、杨延昭，勇
猛火爆的张飞、李逵，凶恶残忍的廖寅等，无不栩栩如
生。他的看家戏《高旺背鞭》《五台会兄》更是独树一帜，
观众屡看不厌，在商南城隍庙会上演出时，曾为满足观众
要求一晚连演 3 次《高旺背鞭》,从此“三高旺”的美誉广
为流传。民国四年(公元 1915 年)吕庆华成名后，曾在山
阳王得朝三和班当领班长，带领三和班赴各地巡回演出，
唱遍豫、鄂、陕交界各县，名噪一时。

民 国 十 七 年 (公 元 1928 年)，商 南 县 首 次 公 演 时 装
戏 —— 双 簧《骂 毛 延 寿》,是 由 学 生 排 练 出 演 的 戏 剧 。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 1934 年)，商南县民众教育馆由外
地购回《大头和尚戏刘翠》的大头面具，曾在县民众教
育馆礼堂和城隍庙戏楼多次演出。民国二十五年，驻
防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排练演出时装话剧，开创商南话
剧演出之先例。民国二十七年，县城关小学学生首先
演 出 了 以 宣 传 抗 日 为 内 容 的 歌 剧《面 包》。 民 国 二 十
九 年 ，县 城 关 小 学 学 生 以 戏 曲 形 式 ，演 出 了 教 师 冯 勤
先以台儿庄战役为题材创作的大型现代时装剧《大战
台儿庄》,引起强烈反响。同年，驻商南的国民党军政
部 第 七 后 方 医 院 政 治 室 成 立 了 由 商 南 县 城 知 识 青 年
参加的俱乐部宣传队，学演河南曲剧，代表剧目是《白

玉 簪》。 民 国 三 十 五 年 ，淅 川 县 曲 剧 班 在 县 境 内 演 出
时 间 长 达 半 年 之 久 ，主 要 剧 目 是 连 本 戏《五 女 兴 唐》

《金 镯 玉 环 记》《刘 公 案》。 民 国 三 十 五 年 至 三 十 八 年
间，丹凤竹林关的花鼓戏班经常在商南丹江沿岸的白
玉一片巡回演出。民国三十六年，由教师袁海青创作
的大型时装讽刺曲剧《铁公鸡》由学生排练演出后，深
受广大观众欢迎。

民国三十三年，商南民间有两个曲剧团，以袁青(艺
名)为首的曲剧团活动在城关及丹江以北地区，以赵川马
蹄沟党飞武为首的曲子班活动在滔河流域及新开岭山
地。此后，商南花鼓戏班子活动频繁，白玉太吉河一带的
艺人有孙明昌、徐茂盛、周百姓、李黑娃等，索峪河流域的
艺人有蔡水子、朱善民、胡道生等，县河流域的艺人有何
昌荣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 年县城关小学教师排
练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次使用舞台布景，同年 7 月
暑期教师会，又和城关业余剧团联合演出古装曲剧《赤
胆忠心》,使剧目内容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此后，商南
与邻县相互交流的演出活动日趋频繁，省内剧团来商南
演出活动主要有：1950 年省政府派渭南剧团来慰问革
命老区，演出《秦香莲》等秦腔剧目；1952 年省歌舞剧院
来商南慰问，演出《炮兵舞》《一把洋镐》《董存瑞》等剧
目；1958 年省戏曲研究院派团来县上演出眉户剧《两颗
铃》、秦腔《藏舟》等剧目；1959 年西安易俗社演出秦腔

《双明珠》《杀狗》等剧目；1965 年省话剧团演出话剧《迎
春花》；1974 年西安莲湖区杂技团演出杂技；1975 年省
戏曲研究院派眉碗团演出碗碗腔《红色娘子军》；1978
年省歌舞剧团演出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吹鼓手抬
亲》等剧目；1982 年户县木偶剧团演出木偶剧《周仁回
府》《杀庙》等剧目。

商 南 早 期 戏 剧 演 出 与 民 间 演 出 习 俗
田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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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子 坪 与 黑 龙 湾栗 子 坪 与 黑 龙 湾
袁石军袁石军

沿着蜿蜒曲折的武关河一
路北上，穿过北赵川沟口，就来
到栗子坪村。

这里远离城镇、人烟稀少，
林木葱郁、山水相映，空气清
新，生态极好，是国家特有濒危

珍稀水生动物大鲵的栖息地，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也是个
差点被人遗忘的地方。

跨过大桥进入村里，道路两旁是几家商店，几十户人家分
布在河北岸，家家场院干净整洁，半坡上还有一处新村，几栋厂
房透露出现代化的气息。听当地群众说，很早以前，这里的山
坡上到处都是栗子树。

栗子坪的村民多数为“下湖人”，先祖是几百年前从南方移
民而来，讲着一口听不太懂的“蛮子话”，民风淳朴，讲究礼仪，
勤劳能干，热情好客，一代代栗子坪人在武关河畔繁衍生息，见
证着河水涨落，建设着美丽家园。

近年来，栗子坪村“两委”班子依托优越的资源优势，组织
群众大力发展天麻、中华蜂、食用菌等产业。这里气候温凉湿
润，适宜天麻生长，所产的天麻个大饱满药量足，深受外地客
商的青睐，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户均种植天麻
2 亩多，村上还建起天麻加工厂，仅天麻一项村民人均收入达
到 5000 元。

村上还大力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拓宽硬化了村组道
路，解决村民出行难、农产品销售难问题；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实施绿化亮化工程，修建一体化净水处理站，建起宽敞气派
的文化广场，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容村貌越来越美，村民幸福
感越来越高。

穿过栗子坪村，沿着武关河上行 2公里，便来到远近闻名的
黑龙湾，武关河水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听当地群众说，远古的
时候，黑龙湾流域时常发大洪水，某天有条黑龙降落到这里，治

服了洪水，拯救了黎民百姓，村民在附近山上修起黑龙庙，世世
代代朝拜。

靠东边有一座高耸的山峰，名叫松树尖，山顶建有祖师
庙。很小的时候听大人说，松树尖上住着一位叫石姑娘的道
姑，她心地善良，常翻山攀岩采草药，免费为当地群众治病，战
争年代还救助过红军。如今，她去世已经 30多年了。

黑龙湾附近植被茂密，山势奇特，环境幽静，风光秀美。亿
万年来，松树尖上黄了又绿，武关河水浊了又清，它们就这么静
静地守望着，守望着沧海桑田，守望着不老的传说。

黑龙湾迎来新生，不得不提一位叫明平武的老领导。脱贫攻
坚那会儿，他通过不懈地努力，使黑龙湾景区的开发从无到有，一
点点成型，每个景观的策划、每处设施的建设，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多方筹资整修道路，建起停车场和宿营地，在武赵公路
沿线安装路线标识牌。为了聚人气，他请来各级领导捧场，邀
请自驾车队助兴，指导群众办起农家乐。每逢夏日周末，相约
黑龙湾、亲近武关河，峡谷穿越、松尖览光，狮峰攀岩、赏鲵垂
钓，亲子戏水、野外烧烤，品味陕南八大件、东乡十三花，回归乡
村田园，寄情山水之间，成为不少城里人向往的乐事。

从黑龙湾再往上游行走 3公里左右，道路到了尽头，进入一
段无人区。这里河面平缓，河道里是大小不一的石头，岸边沙
石白皙、怪石嶙峋，武关河水从峡谷深处静静流淌，冲出一个个
水潭，河水清澈，毫无污染，是娃娃鱼的最佳栖息地。近年来，
省市水利部门在这里建立了国家水生物实验基地，投放了大量
鱼苗，村民的环保意识明显增强，自觉承担起保护娃娃鱼的责
任。置身此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渐渐忘记城市的喧哗，回归
内心的宁静，周身无比地轻松。

世间最无私最伟大的是母亲，家乡的母亲河也是如此。她
用博大的胸襟，默默滋养着沿河两岸的儿女，带给我们无限的
欢乐和回忆。随着乡村振兴大幕的拉开，相信不远的将来，有
着靓丽颜值的黑龙湾一定会成为武关河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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