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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世平是中国古典戏曲的活样本

内丘张村李家跳世平是流传在内丘城北部、泜水南岸西张村

一带的一种特殊民俗，有着近五百年的历史。它和明代皇家祭祀有

着密切的联系和历史渊源，有着丰富的孝悌文化内涵，表现的是淳

朴民风民俗。内丘张村李家跳世平属于一种宗族传承的民俗，原本

是用来歌颂太平盛世的，因而取名 “ 跳世平 ”，方言说成 “ 跳十品 ”。

剧团打有 “ 太平班 ” 的旗帜。

跳世平除了具有特殊的民俗价值外，其剧目还是研究中国古

典戏曲的活样本。跳世平保留下来的众多传统曲牌调，从中可以看

到元杂剧的缩影。跳世平形成于明代，成熟于清代，为研究古典戏

剧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参考价值。元杂剧的形成

是中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元

杂剧又称北杂剧、北曲、元曲，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

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

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在内容

上大大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跳世平是在选取了元杂剧的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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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故事梗概基础上而形成的小曲，也就是所谓的明清小曲。像《两

头忙》是《茉莉花》的原版，与《十二月》都是 “ 花鼓调 ”。还有《上

庙》《山坡羊》《绣汗巾》都是传统的曲调，《五个姐儿》和《山

坡羊》也是同一个曲调。《锔缸》在很多地方都有流传，而跳世平

的《锔缸》夹杂着道白，更显得古老。另有很多曲调原始而古朴，

却不知曲牌，有待进一步研究。跳世平的曲调除了整体保持传统曲

调的节律外，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像《两头忙》《锔缸》的曲调

与传统唱法又有细微不同，甚是值得研究。

由于跳世平世代都是口传身教的，所以在口头传承中出现了

很多小曲的断档失传，甚为遗憾，因此发掘研究也就刻不容缓。

清道光年间李氏祠堂修建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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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世平生角

跳世平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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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环境

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西张村位于内丘县北部。京广高速铁路穿

村而过，京珠高速公路、107 国道东西相挟。北距省会石家庄 74 千米，

南距内丘县城 14 千米，处于内丘、临城、隆尧三县交界地，号称

鸡鸣闻三县。1947 年，原张村分为三个行政村：西张村、中张村、

东张村。西张村共有 11 个生产队，人口 2300 人，初为河巨乡所辖，

后河巨乡并入金店镇，隶属之。2013 年，改属内丘县工业园区管辖。

村庄依岗傍河，《史记》所载典故 “ 背水一战 ” 中 “ 斩成安君陈余

于泜水 ” 就发生在此地。南岗上有张耳、陈余墓。这里还是孝悌之

乡，古县志记载，典故 “ 紫荆三田 ” 发生在此地。先秦古籍《山海经》

记载：“ 敦與山，泜水出其阴，东流注于彭水。” 张村紧依泜河南岸，

燕赵分水地，堪为古老的村庄。历史上，泜河水势涛涛，足以行船。

唐代时，大量的邢瓷产品就是在张村装船，沿泜河东下，再经京杭

大运河运抵天津，而后出口世界各地的。自古南北官道从村中穿过。

村北有紫荆铺墩，东边是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使金诗中《内丘梨园》

所在地。这里不但是泜河渡河口岸，燕赵之咽喉，还是西进和东出

泜河南岸西张村出土的石器

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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泜河南岸西张村出土的龙纹彩陶

太行山的陆路要冲。明成

祖朱棣因李氏三世孙李真

（锦衣卫校尉）为王事殉

职，曾驾临西张村抚慰，

并御赐宗族对联：披坚执

锐甲胄生虱辅始祖，诘奸

刑暴忠尽忘私弼列宗。明

宣宗朱瞻基体恤李氏四世

孙李伴哥伴读之苦，赐伴

哥银兴建家庙，完工后御

驾亲临视察，因见简陋，

戏言破庙，金口玉言，故

出现裂缝，世代难合。清代，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西逃归来时曾在

村中打茶点。战争年代，这里是军事要地。太平盛世，这里是繁华

的村庄。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民俗文化 —— 内丘张

村李家跳世平。

张村出土的秦汉钱币

泜河南岸西张村出土的绳纹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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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俗成因

内丘张村李家跳世平属于一种宗族传承的民俗，原本是用来

歌颂太平盛世的，因而取名 “ 跳世平 ”，方言说成 “ 跳十品 ”。剧

团打有 “ 太平班 ” 的旗帜，由李氏家族会管理。其根源是效仿皇家

敬祖而形成的一种民间艺术，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据

《明史》记载，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即立典乐官，置雅乐，

以供郊社之祭，且不用女乐，发命选道童充乐舞生，并召见乐舞生，

亲自击磬。后来，还制定了乐舞之规。内丘张村李家跳世平传说是

安徽凤阳的一个叫花子传授的，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家境贫寒，

号称 “ 叫花子 ” 出身。这从侧面印证了跳世平是出自明廷的事实。

李氏祖案

民俗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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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续修的西张村李氏家谱

另有大量遗迹和遗物

均可证实它的传承情

况。李家街有清晰的

家谱记载，还有家庙

大殿石柱铭刻和宗祠

镶石等文字记载。李

氏始祖李胡老氏是明

洪武二年从山西洪洞

迁至内丘张村的，李

胡老氏实际是李姓和

胡姓夫妇的统称。其

孙李真在洪武四年选

充锦衣卫校尉。洪武

三十一年归燕，也就

是跟随了燕王朱棣。

赶上 “ 燕王扫北 ”，

他便追随朱棣南征北

战，对朱棣有救命之

恩。后来，在一次报

捷时途经任丘遭水贼

遇害。等朱棣当上皇

帝，感念李真，便对

李氏宗族大加封赏，

并赐对联一副：披坚

执 锐 甲 胄 生 虱 辅 始

祖，诘奸刑暴忠尽忘

私弼列宗。李氏宗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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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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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联高悬宗祠祖案，以示荣耀。李真的儿子李伴哥曾陪伴明宣宗

朱瞻基，所以取名伴哥。自伴哥始，李氏后代世袭锦衣卫之职。到

了第六代分为四门，二门在朝中袭职锦衣卫，享受百户俸禄。因为

李氏家族代代都在皇帝身边，耳濡目染的是皇家的敬祖仪式。为了

光耀门楣，感念皇恩，便照搬来效仿之。于是，建造家庙，除了敬

奉香火牲飨，还配上歌舞的祭祀形式。李家跳世平便由此而产生，

且不断演化，日渐丰富和完美。到了明万历年间，二门在京的一部

分族人担心一旦在朝中有所闪失而株连九族，便移居故里，在李家

街东边的董家街，即现在的中张村落户。分出了另一种民间艺术下

假神，又名扇鼓腔，实际和跳世平为姊妹艺术，实为一种亲情的联

络方式。在明万历三十五年，李氏又重修家族庙，四门均立石柱一

桩，并以铭文刻记之。终明一代，李氏非常地感念明室朝廷。到了

清初，尽管李氏忠于明朝，却难阻历史的发展变革。后来，经过康

乾盛世，委实无奈，只好安于现实，去附会时代需要，所以李家跳

世平从内容上有了大的改观，经过逐渐补充和完善，增加了不少曲

1982 年续修西张村李氏家谱

目。但传承方式不变，

只是内容形式日臻完美。

过去，春节期间曾到周

边村庄演出。1982 年，

河北省文化厅曾专门前

来采访，并将其中的一

部分录像保存。 

民俗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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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祭祖场面（一）

准备祭祖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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