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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县（今汝州市）国营第一豫剧团的前身，是民国
初期大峪煤矿的通山窑太乙班。太乙班的前身，是清朝
从密县超化煤矿来大峪巡回演出时，被大峪的几家庙宇
留下来改编的大峪神戏班，简称神戏班，至今已有二百多
年的历史了。

据《临汝县戏剧志》记载，元代杂剧家关汉卿的好友
卢挚，同剧作家高文秀等人曾隐居大峪地区，创作戏剧，
并邀请京城名角朱帘秀同汝州的忠都秀合演，名动汝
州。自此，大峪也成了传播戏剧文化的主要地区。

相传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大峪地区和邻邦县民间捐
资，对大鸿寨的祖师庙、大鸿庙，小鸿寨的女娲宫、白龙
寺、大峪店大熊庵等庙宇进行了修复。清乾隆四十三年
五月（1779年），密县生员冯临冬写的《重修大雄山顶祖
师庙的碑记》，至今还保存在大鸿寨南山脚。传说几所庙
宇修复竣工后，这位生员从密县老家的超化煤矿，带来了
演唱梆子的小戏剧班，在庙里和乡间巡回演出，受到欢
迎。几家庙宇同戏班协商后，把戏班留了下来，定名大峪
神戏班，为庙会和民间演出，也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新
生力量。经过几番解散和重组，仍后继有人。

清朝中后期，列强侵华。为防御贼寇，大峪村村兴起
了修复和新建山寨的热潮。在施工的数年期间，每逢休
息时间，学过梆子的人都会演唱几段，活跃工地气氛。久
而久之，形成了几个演唱梆子的小团体。

一天，我们采访了杨窑村 91 岁的秦相成老人。他
说，他曾听他的父亲秦书贤讲过，民国初期，大峪店李姓
大户喜欢梆子戏，在大峪街南头盖了戏楼（后被洪水冲
垮），还把能唱梆子的几名老骨干和一些学徒召集起来，
安排在大峪店附近的白寨闲窑和旧庙里，办起了专业的
梆子班，还聘请了一位老师负责管理兼教戏。有一天，老
师到大峪街上买东西，回到寨前，听到寨内正在唱他教的

《铡美案》。他透过瞭望孔，看到用的是铡草的真铡，觉得
自己突然进去，演员万一受惊会出人命，就一直等到全剧
演完，才放心进寨。

据《临汝县戏剧志》记载和当地一些老人回忆，1920
年，棉花村的郎占选和送表村的王三元在大峪打煤窑，看
到梆子戏演得很好，就把戏班收归自己矿上，进行扶持。
通过与外矿协商，他们提供资金，成立一个为周边各矿唱
戏的梆子戏班，定名临汝县南北通山窑太乙班，简称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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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梆子戏剧班

平顶山境域生肖地名综览

十二生肖文化乃中华特有
的民俗文化，是华夏先民原始
动物崇拜和原始族群动物图腾
信仰的遗存和转化，大约萌生
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
过渡期，它既包含着人类对过
往狩猎野兽获取肉食的依恋，
又体现了靠家庭饲养即能丰富
生活、提升品位的自得。随着
五帝、三代华夏农耕文明的成
熟，畜力的广泛使用，以及对天
文历象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
人们将之与天地大数“十二”相
结合，选取与生活关系密切的
家养之六畜与野生之六兽来肖
人，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成型，秦
汉 定 型 ，记 载 于 王 充 的《论
衡》。应该说，十二生肖与二十
四节气都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民
俗遗产。

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发源
地在中原，具体来说在中岳嵩
山周边河川地带，即嵩山北麓
的伊洛河盆地，嵩山东麓和东
南麓的洧水、溱水、颍水川原，
嵩山南麓的滍水、汝水流域。
在这三大区域中，滍水、汝水流
域的自然条件最为优越。一是
居于嵩山之阳，河川向东南敞
开，便于接纳东南季风暖湿气
流；二是三山夹两水，山明水
秀；三是上承秦岭，下接淮河干
流，处在南北气候分界线上，气
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适中；
四是川原土壤略含沙质，比较
疏松，易于耕作。所以，早在距
今七千年至九千年，这里就出
现了滍水中游贾湖文化，距今
六千年至七千年出现了汝水中
游以“鹳鱼石斧图陶缸”为标志
的临汝阎村文化。在平顶山境
域的滍水、汝水流域存留着丰
富的十二生肖文化资源，完整
的十二生肖序列地名就是其中
之一。

窑太乙班，笫一任掌班是社旗县北尚庄张画眉。后来，朱
恒新、苏才、刘连增、杨德山、侯福喜等先后当过掌班。

到1945年，通山窑太乙班在豫西已很有名气，各行
当演员齐全，各流派演员云集，并各有一套拿手好戏。李
珍荣唱《秦雪梅》《桃花庵》等常用祥符调，阎竹荣唱《卖苗
郎》、樊小五唱《唐知县审诰命》、刘九唱《长坂坡》、赵保唱

《铡美案》等常用西府调，赵长法唱《反徐州》《三根枪》、单
天义唱《过巴州》等常用沙河调。更奇的是，弦手王戊寅
经常用一根特制坠胡（比曲胡稍短，比越调的坠胡稍长）
伴奏，并且能随着演员的唱腔变调，拉得满台生辉，悦耳
动听，如泣如诉，和唱腔配合得恰到好处。整个班子的角
色、行当、表演程式及曲调都一脉相通，汝州的“老戏筋”
时常随台连看，他们说：“粗越调，细二黄，论好听还是通
山窑的梆子腔。”

新中国成立后，通山窑太乙班被编为临汝县国营豫
剧团，扩充了演职人员，增添了设备，配备了导演，剧目、
音乐、舞美、唱腔走向规范化，生、旦、净、丑人才辈出。同
时，团里还增排了现代戏《白毛女》《一个志愿军的未婚
妻》《血泪仇》等。1953年，许昌专区和临汝县领导带领
豫剧团，回到既是抗日老区又是该团故乡的大峪演出，共
叙当年友好情谊。他们还上门看望老八路和志愿军家
属，为群众扫地、挑水。其后，剧团还到全县乡村厂矿巡
回演出，指导建起了几家农民业余豫剧团。1964年，该
团艺人李小才参加省里著名老艺人会演，因豫西流派唱
腔被省豫剧院三团吸收。

临汝县豫剧团演员和乐队多次获奖。1984年，临汝
豫剧团解散，全团人员被安排从事其他行业。

通山窑太乙班在大峪曾帮助辉泉村成立了梆子班，
并一直保留了下来，逢年过节就搭台为村民演出。为了
使通山窑梆子不失传，1998年，笔者樊忠义与几名豫剧
爱好者成立了大峪鸿香豫剧团，聘请汝州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文艺科长、剧作家李吉锋任顾问，原豫剧团主演
崔金凤任导演，排演了《穆桂英挂帅》《桃花庵》《三哭殿》

《拷红》等剧全剧及《朝阳沟》选场，为群众公演。大家以
饱满的热情，让通山窑太乙梆子班的火种继续代代相传。

平顶山境域地处八百里伏牛山东麓，从地形上说，有丘陵区，
有浅山区，有深山区。在古代原生态自然条件下，野生动物活动频
繁。清嘉庆元年（1796）记载：“雍正六年（1728）八月，虎薄东城。
邑令高鼎猷，率众捕杀之。”“八年（1730）山林多虎患，渐近平地。
村落薄暮，断人往来，数年始息。”因此，以“虎”为称的地名也不
少。鲁山有虎头山、虎石岭、虎蹄岭、虎蟠岭、虎盘河、狼虎沟、虎头
寺、虎盘庄、虎营、黑虎桥、黑虎庙、黑虎石喂虎山、群虎岭、老虎笼、
老虎岭、老虎嘴、石虎沟等；汝州、舞钢等地虎地名也相当多。

平顶山境域丘陵浅山区适合野兔生长繁衍，但不知什么原因，
以“兔”名地的却不多。鲁山县城西南七十五里有山月落坪，也名
玉兔坪，取月的代称为玉兔之意；辛集乡峙山向东南下延一坡名兔
子坡。郏县西北小刘山西麓有白兔沟，相传前人在沟内遇见过白
兔。野生兔毛色多为灰黄，若野生兔呈白色，就被视作仙物了，连
猎人都不敢捕杀。此地后来转音为白土沟，文化味就淡了。

上古有应龙氏、豢龙氏、御龙氏等三龙氏在平顶山境域繁衍生
息，留下应龙之都、豢龙城、豢龙故里、御龙氏刘累故邑、刘累墓
等。中古有叶公好龙之玩龙台，三国曹魏明帝曹叡摩陂观龙之龙
陂、龙城。近古有鲁山索龙王的索龙王坟、索龙王庙、黑龙潭、白龙
潭。与此伴生的尧山亦名大龙山，香山东西的大龙山、二龙山、龙
溪、龙山水，郏县大刘山、小刘山又名大龙山、小龙山。历史上北朝
唐宋间设置有龙山县、龙阳县、龙兴县，形成了龙泉水、龙渊水、龙
兴阁、龙兴寺等地名。至今仍有多至百余个的龙名村庄。1999
年，为论证刘累故里在鲁山，我在《黄河文化》2000年第2、3期合刊
上发表《河南平顶山龙文化资源调查》，我的结论是“平顶山是龙的
故乡”。

小者称蛇，大者为蟒。郏县三苏坟后自西往东有蛇山为蛇头，
中蛇山为蛇身，三蛇山是蛇尾。汝州有蟒川乡，所辖行政村有蟒
川、蟒窝。蟒窝行政村下有自然村上蟒窝、下蟒窝、南蟒窝，寄料乡
有白蟒坡自然村，大峪乡有寒蟒沟自然村。

在原生态下平顶山境域的深山区里，猴本是不少的，但以“猴”
为称的地名却并不多。鲁山尧山有沟盛产天然猴头菌，称猴头沟，
土门焦山有猴洞沟。汝州蟒川大木场南山崖有猴仙洞，古辈相传
有老猴在此成仙。叶县有猴王庄。

鲁山有母猪山、母猪峡。叶县有山名老母猪头，村庄有猪头
李、杀猪王。舞钢有母猪峡。

综上，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平顶山境域滍水、汝水流域是中
华十二生肖文化核心发源区的重要支撑点。

鲁山赵村有马王爷造父墓和庙，相传造父曾在这一带牧马。
平顶山境域在古代为南北大道所必经，见马多，养马多，故而含

“马”的地名也多。以书会扬名海内外的马街全称为马渡街，是马
肚，南北长五里。而其北二里有个圆圆的寨子叫马头寨，是马头。
其西三里有小村马庄，是马尾巴。鲁山有山名歇马岭、养马坪、牵
马山、走马岭、马鞍垛、马山，有水名马家泉、马不跳河、想马河，有
沟名马沟、马蹄沟、马盘沟、马牙沟、马停沟、马别沟。村庄单叫马
庄的就有十九个，另有马村，马场、马洼、马子营，还有个马楼乡。
郏县有马头王、马头张、马头崖、马圪垱、马角、马跑泉。叶县山有
马顶山、马头山、跑马岭、马坡、马行后坡，水有马河、马湾，乡有马
庄回族乡，村庄有马庵、马拉庵、马沟、马道庄、马家、马沟、中马、台
马、岗马、唐马、倒马沟、黑刘马和九个马庄。

平顶山境域广阔的丘陵区和浅山区适宜牧羊，早在八千年前的
裴李岗文化时期，先民就知道养羊，有着悠久的养羊历史，所以含

“羊”的地名也有一些。离市区最近的东羊石、西羊石，是见于宋代典
籍的古老村庄。郏县有石羊赵。而今存留最多的是山名。汝州有许
羊山、玉羊山、羊群山，鲁山有羊崖山、卧羊坪，叶县有卧羊山、石羊庄。

狗是人类的忠实朋友，自旧石器时代起就为人类所用了。鲁
山有狗儿漫山，在西南部百二十里。郏县县城原有一条巷子叫打
狗巷。据叶县旧志载，有两条渠叫狗王家庄渠和狗皮王家庄渠。

鼠是一种很不招人待见的动物，人们很少用“鼠”来名地。鲁
山犨城原有一座古冢叫老鼠冢，距犨城寨东寨墙100米，墓冢高
大，因其距今久远，墓主为谁，已不可考。此冢虽已不存，但这个世
代相传很民俗化的名字和传说却留在乡民的记忆里。据传，公元
前541年，楚令尹公子围命伯州犁筑犨城时，白天筑，晚上塌。后
来发现是一只奇异的大老鼠拱塌的。后经老者献计，夜里放出九
曲狸猫，镇住了大老鼠，城墙很快筑好了，留下了这座老鼠冢。

平顶山境域并列的三条山脉均属伏牛山系。伏牛山之名最早
见于唐代地理文献《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说“鲁山县西一百五
十里天息山亦名伏牛山”。唐诗也有写到伏牛山的，薛能有《伏牛
山》诗一首，称“虎蹲峰状屈名牛，落日连村好望秋。不为时危耕不
得，一黎风雨便归休”。宋之问《自歇马岭到枫香林》诗有句“晨登
歇马岭，遥望伏牛山”。伏牛山原名天息山，息者，子息之谓也。天
息山实际上就是天子山，可五岳之首的泰山才是“天孙”了，所以天
息山改称伏牛山。唐朝皇室以老子李耳为老祖宗，老子是骑青牛
入关的，伏牛者，老子所骑之牛也。这就是伏牛山西段主峰有老君
山的原因。其实，要认真追溯起来，伏牛山的起源可能更早。发源
于伏牛山东段主峰尧山的滍水之“滍”是蚩尤的“蚩”字加水旁而来
的。炎黄联军在涿鹿大战蚩尤，不能胜，请来应龙氏助战，才打败
了蚩尤，蚩尤部落成了应龙氏的俘虏。黄帝为了犒赏应龙氏，让他
带着蚩尤部落俘虏到自然条件优越的沙河中游居住，于是沙河有
了滍水之名。蚩尤部落崇拜的图腾是牛，滍水发源的山脉就成了
伏牛。有老鼠冢的犨城之“犨”字，有学者认为就是“蚩尤”的合
音。“犨”的本意有二：一是白牛犊，一是牛的喘息声。因此，平顶山
境域内山水以“牛”为名的很多。鲁山有牛头山、牛心山、牛胆石、
牛肋巴山、践犊山、牛栏山、牛栏水、牛魔王沟，赵村还有一个村庄
叫牤牛脐；汝州有牛肾山、牛脾山、牛蛋山，俨然一头完整的牛，还
有供牛喝水的牛涧河等。含有“牛”字的村名更是数不胜数，就不
一一罗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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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乡村社会，鸡是人类最离不开的家禽。
但平顶山境域以“鸡”为称的地名也不算多。市区优越路与劳动路
交叉口一带，原有两座大冢子，名金鸡冢，相传是诸葛亮父祖的墓
冢。今鲁山团城乡，原名鸡冢乡。乡政府所在地中心有一个大冢
子，名鸡冢。墓主为谁，久已不得而知，民间流传下来的是一则俗
化了的故事：“古有农妇养鸡致富，乐善好施，常救助困苦之人，死
后乡邻每逢赶集就捎一篮土添她坟上，日子久了，就成了一个大冢
子。”鲁山还有鸡笼山。

尧山亦名大龙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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