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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文化根脉枝繁叶茂

中共馆陶县委书记 谢继炯

馆陶县地处中原腹地、“齐鲁燕赵”之交，是“千年古名邑”。

馆陶春秋为晋冠氏邑，战国属赵，因城西北有陶丘赵王在其侧置驿馆

而得名。馆陶在历史文化、风俗民风等方面，因“地近东鲁，沐洙泗

之雅化”，既有儒家文化之礼仁，又有燕赵文化之侠义，厚道古朴耿

直怀义，是馆陶这一区域的人文特色。可以说，馆陶历史悠久，人杰

地灵；文化灿烂，物阜民丰。近年来，先后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中国黑陶艺术之乡”“中国黑陶之冠”“河北省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县”“河北省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先进县”“河北省文化工作先

进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县”等称号。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文化的多样

性和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逐渐成为国际

社会，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馆陶县更为重视。

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构成的。由历史上的文物

古迹和现代物质文化创新而构成的物质文化，是读者大众所熟悉的。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并非为大众所熟识。2005 年 12 月 22

日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 （国发 42 号）

作了如下阐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

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 1



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

文化空间。”简单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以民众口传心授的

方式而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的文化。在民众（一定群体）中流传、口

传心授、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

或民间文化是动态的、流动的、变化的，而不是僵死的。

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目

前，我国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步伐加快，无时无刻不在

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摧毁着代代相传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即使那些地处边远的、封闭的地区和民族，也不例外。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处在急剧衰微的趋势之中。当今世界进

入文化引领的时代，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概念被广泛接受，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已经成为 21 世纪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潮流。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我国，不仅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

要构成因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东方文化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方

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文化，对其进行保

护，可能采取多种方式，但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使其

在创造和享受这种文化的老百姓中间得到传承和发展，至于有些因时

代变迁、生存条件改变等原因而不能传承和发展的项目，则应收集记

录起来编辑成书籍，制成光碟、录像片、录音带等，或以收藏与陈列

于博物馆的方式，使其以“第二生命”继续传播。对于至今仍葆有传

承生命活力，或虽然呈现程度不一的衰微趋势而仍能通过保护措施被

激活的项目，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其保护工作纳入国

家体制，在国家干预和管理下进行有效保护，无疑是一项重要措施。

2009 年，馆陶县公布了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

35 项入选。目前，有 2项入选国家级，4项入选河北省级，21 项入选

邯郸市级，其中四股弦、皮影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陶四股

弦，又称南柳子腔、四根弦，是河北省地方戏稀有剧种之一，素有

“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哎咳”之称。它最初起源于一种鼓手秧歌，演

唱者身挎腰鼓，手拿鼓槌，以鼓伴唱或间奏。随着社会的发展，伴奏

乐器由过去单调的腰鼓增加了“四弦”、板胡、板鼓、锣、镲等乐器。2



因主要伴奏乐器是四根弦的胡琴，而且又是其它剧种伴奏乐器所没有

的，故被称为“四股弦”。

馆陶县是冀南四股弦的发源地，已有 100 余年的历史。其发展过

程，也历经起源、规范、发展、坎坷、辉煌等阶段。特别是近年来，

馆陶县委、县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传承等高度重视，

成立领导小组，组成专门队伍，竭尽全力予以挖掘和保护传承，并对

南徐村乡四股弦剧团给予大力支持，从而使这一“国宝”在馆陶得以

发扬光大。实事求是讲，我们正在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正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脉”，我们中华民族的“根

脉”，保护和传承我们馆陶县乃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保护我们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已经在全县上下有了共

同认识，而这种共同认识，正是提高全民“文化自觉”的基础。

通过各种方式对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

传、阐释、解读、弘扬，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

责任。以编纂出版适合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非遗”书籍，

不惟是对其进行保护的有效方式之一，而且也是对中华文化进行积累

的有效工作。这次编写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陶四股弦剧

本集》，保存了剧本的原真性，有很多馆陶方言、俗语融汇在唱词中。

这本书的出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熔知识性、学术

性、可读性、欣赏性、趣味性于一炉，既满足了当代读者了解“非

遗”的阅读需求，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使其广泛流传于中国老百姓

中间，特别是馆陶县这一较大区域，让其还原历史，传承后世，流传

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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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陶四股弦

馆陶四股弦，又名南柳子腔、四根弦，是河北省地方戏稀有剧种

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冀南四股弦中的馆陶县四股弦唱腔

是特立独行的南柳子腔, 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哎咳”之称，而魏

县四股弦和肥乡四股弦的唱腔是北柳子腔。馆陶四股弦，与现在流传

于河南境内的“二夹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孪生姐

妹。曾广泛流行于冀、鲁、豫三省边界地区，在馆陶、肥乡、魏县、

冠县、临清、濮阳都很流行。解放后在馆陶县受到重视，得以迅速发

展，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目前仍兴盛不衰，成为馆陶县最受广大

群众欢迎的主要剧种之一。四股弦最初起源于一种鼓手秧歌，演唱者

身挎腰鼓，手拿鼓槌，以鼓伴唱或间奏。演唱地点一般选在街道或村

边场院，后逐步变为搭台演出，伴奏乐器也由过去单调的腰鼓增加了

“四弦”、板胡、板鼓、锣、镲等乐器。因主要伴奏乐器是四根丝弦的

胡琴，而且又是其他剧种伴奏乐器所没有的，故被称为“四根弦”。

馆陶县是冀南四股弦发源地，馆陶四股弦已有近 100 余年历史。

清末，河南艺人在馆陶县许庄村坐班教戏，当地有影响的演员为北馆

陶许庄村村民张敏廷，艺名“三老偏”，他是个全把式，主攻青衣，

扮相俊俏，唱腔甜美，风靡卫河两岸广大农村。成名后，在丝窝寨、

路头、前许庄、滩上等村庄收徒教戏，收徒百余人。当时的演出非常

红火，曾经组团到天津演出十一天。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馆陶四

股弦走向衰落，艺人的演出所得，极其微薄，唱一出戏的酬劳甚至不

够买一斤玉米面的钱。为了糊口，许多艺人兼做小贩。到了四十年

代，除了庙会或春节偶有业余的四股弦演出外，平时则极少有演出活

动，专业班社已不复存在。艺人们有的改唱其他剧种，有的落地为

农，更有的以沿村卖唱乞讨为生。“文革”的时候，作为“四旧”，

馆陶四股弦剧团被迫解散。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部分四股弦老艺人

为挽救这一剧种，又在前许庄村重新组织人员开始表演四股弦，这一4



稀有剧种得到了一定恢复。但是随着这些老艺人相继谢世和后继乏人

等因素的影响，馆陶四股弦的处境令人担忧。2010 年，馆陶县文化部

门组织专业人员对其进行专项调研，并筹措资金购置乐器、服装，大

力扶持馆陶四股弦的发展，将前许庄村、滩上村、路头村、丝窝寨村

的四股弦演员聚到一起，成立了馆陶县四股弦剧团，并开始到附近村

镇演出，这也是目前馆陶县唯一一个演出四股弦的团体。

馆陶四股弦在演出内容上，起初大多是反映民间家庭生活的小

戏，演出时，大伙围桌而唱，伴以简单的动作，俗称“罗圈戏”或

“坐板凳头”。后来逐渐转变为演出历史传统戏和连台本大戏，登上戏

台演出。曲调悠扬流畅，歌、乐相间相融，婉转缠绵，仔细聆听，弦

乐如踏歌而来，悠远动听；唱词通俗易懂，语言含蓄幽默，唱腔声情

并茂，如歌如诉，引人遐思。馆陶至今还流传着“不锄地，不浇园，

也要去看四股弦”的民谣。

馆陶四股弦经师徒口口相传，至今已有四代。它的历史虽然不

长，但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取长补短，在民间俚曲的基础上吸取

京剧、乱弹、河北梆子等剧种的营养，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四股弦，形

成了独有的魅力。比如主奏乐器———四股弦就极为特殊，其弦身共分

弦杆、弦柱、千金、弦马、弦桶、托板、蟒皮、弓杆、马尾（两股）

九部分。它形如二胡，弦筒却又明显偏小，弦杆上有四根弦轴连接四

根琴弦，弦弓上的两股马尾分别夹在两根弦之中。因为四股弦发出的

是双音复合，不仅比二胡单音器乐发音显得响亮，音色也更加柔美细

腻，演奏的效果也更加复杂婉转，加上独特的唱腔，可以产生神奇的

渲染和抒情效果。

传统伴奏乐器，文场以四股弦为主，笛子为辅，有板胡、梆子、

二胡、笙等；武场乐器有板鼓、板、大锣、铙钹、手锣、小钹、堂

鼓、唢呐等。在武场音乐中最关键的是司鼓，他是文武场音乐的总指

挥。角色行当分为四生、四旦、四花脸，后演变为现行的生、旦、

净、丑四大门类。生行分胡子生、小生、武生。旦行分青衣、花旦、

老旦、彩旦。净行分大花脸、二花脸、武花脸、零碎花脸四类。丑，

又名“三花脸”“小花脸”。此外还有杂行，包括旗卒、锣夫、伞手、

报卒、车夫、轿夫、家奴、院公、丫鬟、彩女、龙套等。馆陶四股弦 5



的表演艺术，在不同行当中，各有特点：胡子生行在生行中占有重要

地位，多表现在正派人物，念白讲究韵味，唱法是本宫（真声）与背

宫（假声）相结合，以本宫嗓为主。穷生，是小生门中最难演的一个

行当，其表演特点是抱肩、弓膝、缩胫、小步，以此来表现人物穷愁

潦倒的境遇和拘谨寒酸的气质。穷生善于用极为夸张的手法表现不同

人物的精神状态。青衣和花旦是女性角色具有代表性的行当。青衣又

称“正旦”，其表演讲究端庄稳重，有三不露的规范要求，即行不露

足，举不露手，笑不露齿。青衣极重唱功，不尚做功，由于所扮演的

角色多系性格善良贤慧、命运乘戾悲惨的女性，故擅演悲剧。花旦(包

括各种不同类型)，总体来说在表演上做重于唱。

四股弦的腔调结构一般采用板腔体，有自己独创的 30 余个曲牌，

从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唱腔音乐体系。同时，其唱腔并不拘泥于一

式，它总是以剧情来引导唱腔，又以唱腔来配合剧情，让观众充分领

略其独特的魅力。主要板式有慢板、二板、安板、剪板、哭板、导

板、序子、攒子、南词、娃娃、哭迷子、梆子穗、哒啦素等。馆陶四

股弦演唱板式多采用“二板”。紧接在慢板之后的，称为“慢二板”，

特点是曲调性较强，唱腔从容舒展，偏于抒情。用在流水板之前的，

称为“快二板”，特点是工于叙事。介于以上二者之间是中速二板，

是二板的主体。后者唱腔平易流畅，兼有快、慢二板的功能，运用得

最为广泛。二板可塑性很大，也极为灵活，既可用来抒发人物的多种

感情，也可以用它沟通除大慢板以外的任何板式，因此可以说是馆陶

四股弦唱腔的核心。娃娃腔是馆陶四股弦中有板无眼的唱腔，节奏急

促，字多腔少，几乎是一字一板，甚至一板二字，因此被称为“紧打

紧唱”。主要来表现人物的愤怒、焦急、仓惶等情绪。尖板是无板无

眼的散板唱腔。哭板也是一种无板无眼的散板唱腔，除开头有过门，

结尾处和以乐器伴奏外，在唱腔进行中间不托任何乐器。唱词以“二

二三”七字句居多，偶亦有六字、十字及多字句，通常两句一押韵，

在一大段唱词里，中间变换辙韵的情形偶然也有，但不多见。馆陶四

股弦的曲牌主要有：《打水牌》《行路牌》《五六五》《大接驾》《备马令》

《锯大缸》等。

馆陶四股弦剧本词句通俗易懂，多为馆陶地方口语，富有浓厚的6



馆陶乡土气味。常有馆陶地方土语杂糅其间，具有农村生活气息。文

字绝少有人加工，因之有些戏文失之粗糙。百余年来，艺人们为四股

弦留下了 100 多部剧目，流传至今的代表性剧目有：《小姑贤》《状元跪

楼》《清官断》《祭塔》《田二红开店》等，多是表现男女爱情和宣扬伦理

道德的。

馆陶四股弦作为戏曲的发展，以唱的艺术诠释着近代文明，演绎

着戏曲的结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不断提

高，人际、单位、城乡之间交往的不断增强，这支民族戏曲的奇葩，

也成为馆陶县的精神文明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曾引起了戏曲界的革

命，大力推进了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等地的戏曲发展，影响巨

大。馆陶四股弦是广泛性的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是我国民间戏曲

的集中反映，为我们研究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活化石的作用，为研究当

时当地的民俗风情、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提供了实体性的资料。对馆

陶四股弦这一稀有地方剧种的深入研究、保护，将为我国民间文化发

展增添精彩的一笔。

目前，馆陶四股弦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演员许梅玲

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她扮相俊美，唱工深厚，表

演真挚、传神、细腻真切，唱腔绮丽婉转，别具一格，对馆陶四股弦

青衣的表演艺术进行了颇多丰富、创新。馆陶县加大了馆陶四股弦的

保护力度，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保护计划，扶持县剧团开辟演出市场，

形成一种文化产业，使馆陶四股弦成为冀南戏苑中的一枝奇葩，绽放

亮丽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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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四股弦传承谱系

前许庄村戏班：

第一代：张敏廷，男，已故，冠县许庄村人。

第二代：闫明珍，男，已故，擅长老生，全把式。

李可平，男，已故，擅长老旦、花旦。

闫汝宾，男，已故，擅长小丑、全把式。

闫洪岩，男，已故，擅长青衣。

闫安然，男，已故，擅长青衣。

闫洪业，男，已故，是头弦一把演奏。

闫俊起，男，已故，擅长二弦演奏。

闫洪信，男，已故，擅长黑头。

闫明富，男，已故，擅长笛子演奏。

贾成友，男，已故，擅长打锣。

闫汝河，男，已故，擅长小旦。

闫青然，男，已故，擅长花旦、彩旦。

贾金魁，男，已故，擅长老旦。

李春山，男，已故，擅长老旦。

闫洪年，男，已故，擅长武场、全把式。

石玉顺，男，1927 年出生，擅长武生。

闫明学，男，1930 年出生，已故，擅长打锣。

闫太然，男，1930 年出生，是鼓师，精通曲牌和板式。

第三代：许梅玲，女，1964 年出生，擅长青衣、花旦。

许桂娥，女，1965 年出生，擅长小生。

闫汝林，男，1950 年出生，擅长四弦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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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俊美，女，1964 年出生，擅长花旦。

吴凤华，女，1963 年出生，擅长彩旦。

许学岭，男，1962 年出生，擅长丑角。

闫华然，男，1957 年出生，擅长二钗演奏。

许国旺，男，1944 年出生，擅长鼓。

许同民，男，1934 年出生，擅长彩旦。

孟庆花，女，1965 年出生，擅长青衣、花旦。

丝窝寨村戏班：

第一代：张敏延 男，已故，冠县许庄村人。

第二代：郭金海，男，已故，精通演唱和伴奏，是个全面手。

任继增，男，已故，擅长花旦、小生演唱。

任继敏，男，已故，精通各个角色演唱，是个全把式。

郭秀海，男，已故，擅长丑角、三花脸。

陈本全，男，已故，擅长小生。

任继全，男，已故，擅长小生演唱和锣伴奏。

王万芹，男，已故，擅长青衣。

闫秀玲，男，已故，擅长小生。

王喜玲，男，已故，擅长花旦、青衣。

任登科，男，1925 年出生，擅长青衣。

张守志，男，1928 年出生，擅长青衣

沈信文，男，1928 年出生，擅长花旦、丑角。

李建中，男，1939 年出生，擅长花旦、小生。

任登合，男，1950 年出生，擅长笛乐、板胡。

任志明，男，1947 年出生，擅长司弦。

吴华东，男，1962 年出生，擅长笙演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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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跪楼

剧 情 ： 这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婚姻矛盾的生活喜剧。高魁举赴京

赶考，高中状元。被相爷选为女婿，他隐瞒家中有妻的事实，与相爷

的女儿温秀英结为夫妻。原配妻子李梅英含辛茹苦照顾公婆，生活无

靠，到京城去认亲。温秀英识大体，劝父亲和高魁举认下李梅英，一

家人欢喜相聚。

人 物 ： 李梅英 高魁举 黄仕恩 温秀英 丞 相

家 院 丫 鬟 老鳌头 王二大肚

第一场

高魁举（白）：头 戴 乌 纱 两 层 云 ， 蟒 袍 玉 带 紧 随 身 ， 中 状 元 扬 名 天 下 ，

翰 林 院 帽 插 红 花 ， 喜 之 喜 三 场 得 中 ， 坐 此 在 状 元 府 下 ， 下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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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魁 举 ， 不 提 起 家 乡 此 事 ， 倒 还 罢 了 ， 提 起 家 乡 此 事 我 一 言

难 尽 。

唱（二板）： 高 魁 举 稳 坐 在 一 大 厅 ，

坐 在 大 厅 里 表 表 家 名 。

家 住 河 西 洛 阳 县 ，

高 家 大 楼 有 门 厅 。

老 爹 爹 姓 高 人 称 高 瑁 ，

母 亲 娘 吃 斋 不 动 荤 腥 。

一 辈 子 没 生 下 多 男 和 多 女 ，

所 生 下 高 魁 举 人 一 名 。

从 小 私 塾 把 书 念 ，

苦 读 寒 窗 整 三 冬 。

京 城 以 里 开 科 场 ，

我 到 京 城 求 功 名 。

连 考 三 场 魁 名 中 ，

得 中 头 名 状 元 红 。

坐 把 三 天 拜 相 府 ，

拜 府 拜 到 温 府 中 。

相 爷 看 我 人 才 出 众 ，

把 他 女 儿 许 配 我 身 中 。

我 今 年 进 京 三 年 整 ，

书 没 捎 来 信 没 通 。

高 魁 举 不 念 心 中 事 ，

一 到 金 殿 拜 主 公 。

背 后 推 开 虎 皮 椅 ，

朝 靴 站 在 地 留 平 。

迈 步 走 在 大 厅 外 ，

走 出 头 名 状 元 红 。

迈 动 大 步 往 前 走 ，

府 门 不 远 面 前 迎 。

转 身 走 出 府 门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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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把 人 役 叫 一 声 。

吩 咐 人 役 快 搭 轿 ，

一 到 金 殿 见 主 公 。

府 门 以 外 上 了 轿 ，

已 到 金 殿 拜 主 公 。

（下场）

李梅英（出场，白）：可 惜

（唱，娃娃腔）： 好 难 过 的 饥 荒 春 。

没 啥 吃 ， 饿 死 人 ，

吃 了 上 顿 没 下 顿 。

丈 夫 进 京 去 赶 考 ，

一 去 三 年 没 回 门 。

二 老 爹 娘 把 命 尽 ，

找 丈 夫 要 离 家 门 。

大 清 早 起 打 完 谷 ，

一 领 芦 席 奴 自 铺 。

完 谷 上 囤 不 见 米 ，

磨 大 箩 粗 不 见 麸 。

（报名）： 俺 名 叫 李 梅 英 ， 丈 夫 进 京 赶 考 ， 一 去 三 年 书 没 捎 信 也 没

通 ， 公 婆 饿 死 在 草 堂 之 上 ， 我 有 心 进 京 寻 夫 找 主 ， 先 到

草 堂 参 拜 公 婆 的 神 灵 。 这 就 前 去 。

（唱，慢板）：李 梅 英 坐 在 厢 房 中 ，

想 到 上 房 去 参 灵 。

背 后 推 开 三 圈 椅 ，

小 金 莲 斜 插 地 溜 平 。

转 身 走 出 厢 房 外 ，

回 头 又 把 门 来 封 。

捋 着 当 院 往 前 走 ，

行 到 上 房 去 参 灵 。

一 行 行 走 来 好 快 ，

上 房 不 远 面 前 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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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手 开 开 门 两 扇 ，

现 见 公 婆 死 尸 亡 灵 。

（三板）： 将 身 留 落 到 上 房 内 ，

现 见 公 婆 死 尸 亡 灵 。

走 上 前 来 双 腿 跪 ，

再 叫 婆 母 娘 在 上 听 。

我 进 京 城 去 把 您 儿 子 找 ，

您 保 佑 儿 媳 进 了 东 京 。

磕 了 一 个 头 尽 了 孝 ，

磕 了 两 个 头 我 尽 了 忠 。

连 打 连 ， 磕 了 头 三 个 ，

也 有 孝 来 也 有 忠 。

磕 罢 头 来 欠 身 起 ，

我 寻 夫 找 主 要 进 京 。

转 身 走 出 上 房 外 ，

回 头 又 把 门 来 封 。

手 拿 包 袱 往 外 走 ，

迈 步 来 到 大 门 中 。

转 身 走 出 大 门 外 ，

走 出 贫 婆 李 梅 英 。

顺 着 大 街 走 下 去 ，

寻 夫 找 主 我 要 进 京 城 。

第二场

黄仕恩（上场，快板）： 谁 开 店 ， 我 开 店 ， 我 的 老 婆 真 好 看 。 长 了 一 双

杏 子 眼 ， 杏 子 眼 滴 溜 转 ， 见 了 老 客 让 进 店 。 问 问 老 客 吃 啥 饭 ，

老 客 要 喝 起 火 面 。 干 面 下 了 十 二 两 ， 算 账 真 也 一 斤 半 ， 气 哩

老 客 滴 溜 溜 转 。 不 多 一 时 擀 完 面 ， 下 到 锅 里 滴 溜 溜 转 ， 滴 溜

溜 转 ， 滴 溜 溜 转 。

（报名）：我 叫 黄 仕 恩 ， 在 东 京 汴 梁 开 了 一 个 店 ， 天 色 不 早 ， 到 门 外 ，

许梅玲饰演李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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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 望 瞭 望 。 南 来 哩 ， 北 往 哩 ， 推 车 哩 ， 担 担 哩 ， 轱 轳 锅 哩 ，

卖 蒜 哩 ， 夜 晚 下 到 我 店 里 ， 这 边 来 呀 。

李梅英（上场，白）： 太 阳 滚 滚 落 西 尘 ， 开 户 之 家 坐 店 门 。 小 女 李 梅

英 来 在 东 京 ， 天 气 已 晚 ， 寻 找 一 座 店 房 。 我 见 那 边 有 一 长

兄 ， 腰 束 战 裙 肩 搭 手 巾 ， 莫 非 是 开 店 之 人 ？ 我 上 前 应 他 一

声 ， 长 兄 在 上 ， 我 这 厢 有 礼 过 去 了 。

黄仕恩（白）：放 路 不 走 ， 你 向 我 施 礼 为 何 ？

李梅英（白）：你 莫 非 是 开 店 之 人 ？

黄仕恩（白）： 有 几 间 破 房 子 来 。

李梅英（白）： 我 住 在 你 店 。

黄仕恩（白）： 你 随 我 来 。

唱（快板）：前 店 里 窄 ， 后 店 里 宽 ，

沥 沥 啦 啦 十 八 间 ，

虱 子 咯 蛋 没 一 个 ，

臭 虫 就 使 簸 箕 端 。

进 来 了 仨 ， 咬 死 了 俩 ，

剩 下 一 个 打 转 转 ，

剩 下 一 个 打 转 转 。

李梅英（白）： 好 脏 哩 店 哪 。

黄仕恩（白）： 没 那 事 儿 ， 我 给 你 开 玩 笑 哩 。 坐 下 ， 坐 下 。 客 官 ， 到

我 店 吃 啥 用 啥 ， 我 吩 咐 下 人 去 做 。

李梅英（白）： 在 那 边 吃 过 饭 ， 打 过 尖 ， 用 你 明 灯 一 盏 ， 暖 茶 一 壶 。

黄仕恩（白）： 伙 计 们 ， 前 店 听 了 ， 明 灯 一 盏 ， 暖 茶 一 壶 ， 快 上 来 呀 ，

客 官 还 用 什 么 ？

李梅英（白）： 笔 墨 纸 砚 ， 文 房 四 宝 。

黄仕恩（白）： 好 啦 ， 还 用 什 么 ？

李梅英（白）： 谢 过 店 家 ， 不 用 什 么 了 。

黄仕恩（白）： 客 官 ， 东 京 汴 梁 出 了 个 小 小 的 癔 影 ， 半 夜 三 更 鬼 叫 门 ，

叫 开 门 专 咬 客 官 上 眼 毛 皮 。 熄 灭 灯 ， 插 紧 门 ， 只 有 我 叫 你 才

开 门 。 客 官 还 用 什 么 ， 有 事 喊 我 。

（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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