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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灯 戏

概 述

四川灯戏是四川的小戏剧种。除甘孜、阿坝、凉山等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外，流行于四

川各地。其称谓甚多，川东称包头戏、丝弦灯戏、梁山灯戏、秀山花灯戏、灯儿戏、包谷灯戏、

巫山踩堂戏、酉阳花灯戏；川南夹江、洪雅称堂灯戏，泸州、合江称下河灯戏、秧苗戏、古蔺

花灯戏；川西芦山称花灯戏，攀枝花称子孙灯；川北一些地方均在灯戏前冠以当地地名，如

南充灯戏、苍溪灯戏、阆中灯戏等，南部县称地灯。由于这些灯戏的艺术特征大同小异，故

统称为四川灯戏。

四川灯戏源于民间花灯歌舞。古代的灯会是灯戏产生、发展的基础。四川历来就有正

月大闹花灯之习俗，据明嘉靖时《洪雅县志》记载：‘‘元夕，张灯放花结彩棚，聚歌儿演戏

剧。”清乾隆四十七年《苍溪县志》记载：。上元，放花灯演灯戏。。清嘉庆《南充县志》卷一《风

俗》中记载：。十五El为上元节。入夜，祀天地家神。先用粘米作粉团曰元宵，祀后阖家食之。

城乡好事者，又或扮龙灯狮子，彩女唱秧歌、采莲曲，遨游街巷闻里，通宵达旦，鼓乐不歇，

谓之耍灯。”时至20世纪80年代，四川农村各地逢年过节仍然装扮起来载歌载舞地跳牛

灯、狮灯、马灯、车车灯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灯。艺人们不仅提灯、挂灯、唱灯、舞灯，还在灯上

描绘各种人物、动物图像和民间故事，使灯、文、图融为一体。在唱灯、舞灯的基础上，人们

将一些有故事情节的戏文在灯会上演出，这种载歌载舞表演故事的演出便被称为灯戏。

由于这种形式深受人们的喜爱，因而不仅在上元灯会上演出，也在其他一些祭祀及神

会活动中演出。据明嘉靖《阆中县志》(壬午镌本，现藏北京图书馆)记载：。五月十五日瘟祖

会，较诸会为甚，旧在城隍庙，今移太清观。醮天之夕，锣钹笛鼓，响遏云衢，演灯戏十日。每

夜焚香如雾，火光不熄，其所为灯山者，亦如上元时。”可见，早在四百多年前，四JII'．tJ"戏就

在非上元灯节的庙会活动中有大规模的演出了。

四川灯戏的声腔，有较多的记载，据清·范锴在《苕溪渔隐诗稿·蜀产吟》中写到：。俗

有优伶，专演乡僻男女秽亵之事。歌词俚鄙，音节淫靡，名日梁山调，与弋阳、梆子迥别

⋯⋯”。约1910年，在顺庆博古斋木刻版《鹬壳配》后载有一首署名嘉陵公子的竹枝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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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戏》：“一堂歌舞一堂星，灯有戏文戏有灯，庭前庭后灯弦调，满座捧腹妙趣生。”灯戏唱腔

不仅在四川广为运用，还渗透到了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江西、福建等省的一些剧种中，

被称为川调、胖筒筒调、梁山调、凉伞调等。川剧也吸收了灯戏的部分唱腔曲调，由此而形

成了川剧五种声腔之一的灯戏(亦称灯调)。

晚清以后，灯戏一直被视为歌词俚鄙，音节淫靡，伤风败俗，禁不入城。艺人们只能在

广大农村演出，使灯戏的发展受到了局限。

由于灯戏和傩戏常结伴演出，与法事活动关系密切的傩戏中则夹杂着一些封建迷信

的内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灯、傩戏的演出受到限制，不少灯、傩班解散。1978

年四川省恢复上演部分传统剧目后，各灯戏班亦纷纷恢复，活动的范围一般在当地，大都

农闲时组织演出。

80年代初，南充、万县、泸州等市、地举行了业余灯戏调演，在此基础上，一些专业艺

术表演团体整理、改编、创作、演出了一些具有影响的灯戏剧目，如：《赶隍会》、《郑板桥买

缸》、《灵牌迷》、《亲家母上轿》、《抢财神》、《青丝泪》、《送京妹》、《憨哥想娃娃》、《三个媳妇

争婆婆》等，并在唱腔和器乐伴奏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进。1984年，《赶隍会》、《：灵牌迷》、

《：郑板桥买缸》等剧目参加了四川省第二届振兴川剧调演。

唱腔特征

四川灯戏剧目约四百多个，常演出的剧目有《皮金滚灯》、《裁缝偷布》、《三娘教子》、

《醉北楼》、《审城隍》、《梁山伯与祝英台》、《请长年》等，大多为传说、民间轶闻、田园牧歌等

生活小戏，表演形式载歌载舞。

依据唱腔结构、形态、演唱与伴奏形式及素材来源等差别，四川灯戏的唱腔可分为胖

筒筒腔、神歌、杂腔小调三类。

一、胖筒筒腔

这是四川灯戏的主要声腔，因主奏乐器胖筒筒琴而得名。常用的曲牌有[胖简筒)、(琵

琶调]、[十字韵]、(联八句]、[苦板]、(牛啃土]、[横筒筒]、[半句子]、(胡琴调]、(杏花调]、

[倒拔桩]等。唱腔的基本结构为上下旬，上句一般结束在属音或下属音，下旬结束在主音

上。板式以一眼板为主，兼有三眼板和无眼板。腔句形态是以顶板单腔句和顶板两腔句为

主，兼有三腔句和多腔句。艺人们依据唱腔的腔句形态，以及不同腔句的组合形式，为各唱

段冠以了不同的曲牌名称。腔句的组合形式主要为重复型组合和对比型组合。

重复型组合。即一段唱腔中反复运用一种腔句形态，除句逗本身有所扩、缩，句逗中间

的字位有所变化外，主要突出旋律的变化使唱腔优美。最常用的是单腔句的重复组合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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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句的重复组合。

(一)单腔句结构的唱腔。单腔句即将整句的唱词按照语言的自然节律，不间断地将各

句逗一气呵成的腔句。用顶板单腔句的上下数次反复，腔句间有用过门连接的，也有直接

联唱的，结尾处多重复收句的末三个字加梢腔结束唱段。这类型的唱腔有[胖筒筒]、[单句

子]、(横筒筒]。如《抱瓶》秦仲、院妈唱段：“店家人取笑生无言答对(上句过门)，风流事岂

是我秦仲所为(下旬过门)。花魁女生得来绝色之美(上句过门)，花费了十两银用者不亏

(下旬过门)。”结尾处用下腔句加梢腔结束。这种顶板单腔句结构的唱腔是胖筒筒腔的基

本唱腔。在表达悲苦、忧郁情绪时，在上下单腔句的基础上各加4至6小节的拖腔，艺人习

称为[苦板]。

(二)两腔句结构的唱腔。两腔句即将整句唱词按照语言的自然节律将头逗或尾逗分

开，形成两个腔句形态的唱腔。腔句间用4至6小节的过门连接。唱段的收句，有直接加

锣鼓经结束的，也有重复收句尾逗唱词加梢腔、唢呐伴奏结束的。句式结构以六·四、四·

三的十字句、七字句为主，兼有三·三的六字句和长短句。艺人们习称这种两腔句上下数

次反复完成的唱段为[十字韵]、(半句子]、(胡琴调]等。如《：访友》梁山伯、祝英台唱段：

。(梁唱)梁山伯这一旁(上句过门)忙整衣冠(下旬过f-J)，(祝唱)英台女这一旁(上句)忙整

容颜(下旬)。”唱段结尾用梢腔人声帮合加锣鼓伴奏结束。又如《王公公嫁女》长年唱：。太

阳出来(上句过门)天地黄(下旬过门)，今天长年(上句)来赶场(下旬)。闻听场主(上句)兴

场分，笑在眉头(上句)喜在心(下旬)。”

对比型组合的唱腔。即运用两种具有对比性的腔句组合成唱段，是重复型组合的发

，展。常见的有三种组合形式。

第一种组合形式：上句为顶板单腔句，下句为顶板分尾两腔句或上句为顶板分头两腔

句，下旬为顶板单腔句。如[胖筒筒]《描容启程》赵五娘唱：“一只琵琶蔡伯喈(上句过门)，

二月夫妻(下旬过门)两分开(下句过门)。陈留天旱有三载(上句)，四个年头(下旬)未归来

(下旬)。一

第二种组合形式：以一个词段为单位(4、5、6、8句不等)，除词段末句用顶板分尾两腔

句外，前边各句均用单腔句，腔句间有用过门联接的，也有不用过门直接连唱的。如《三访

亲》牛二娃唱：“人生在世命又鄙，高贵贫穷取不齐，十个指头有个粗细，山中树木(上句过

门)它有个高低(下旬过门)。”又如《宋老爷收租》王成妻、宋老爷唱：“(王成妻唱)为妹盘你

这一只鸡，有颜有色是啥子鸡(上句过门)?无颜无色是啥子鸡(上句)?爬坡上坎是啥子鸡

(上句)?天天挨打(下旬)是啥子鸡(下旬)?”艺人们习称以上这种组合形式的唱腔为(联八

句]。川北一带把[联八句]常作为丑角的唱腔。

第三种组合形式：以词段为单位(4至10句不等)，首句和末句均用顶板分尾两腔句，

而中间各词句均用单腔句。如《三访亲》赖屠夫唱：。天也愁来(上句过门)地也愁，天愁地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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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到头，天愁怕的云遮雨，那地愁怕的(上句过门)水冲沟(下句过门)。”这种四句唱词，

六个腔句，单腔句、两腔句对比组合的唱腔，艺人们习称为[牛啃土]。

除以上三种常用的组合形式外，四川省川西、川南常用顶板多腔句的唱腔。即在顶板

单腔句的制约下，插入各种顶板型的附加衬句、插句、重句，或接在句尾，或嵌在句中，十分

灵活。如《开财门》干哥唱：。三十五里桃花店，(咿哈咿嗨哟呵哟嗬)，(下旬过门)(咿呀啊

哈)，四十五里(咿嗬呀嗬咿呀呵哈)，(咿呀嗬嗬啊)，杏花村(呀哎哎哎嗨哟嗬)，(下句过

门)，桃花遍墙开，哥妹就要一个(咿嗨哟)(咿呀啊)杏花村中(咿嗬呀嗬嗬呀啊哈)，(咿呀

。啊咿呀嗬)出贤人(唉哎哎嗨哟嗬)，(下旬过门)。”艺人们习称这种顶板多腔句的唱腔为

(杏花调]、[倒拔桩]等。

．
四川各地的[胖简简]唱腔曲调、间奏音乐、胖筒筒琴的定弦等不尽相同，体现出

一定的区域特色。如川北一带，唱腔曲调中，常出现六度、七度的大跳音程，‘中结音常

用下滑音结束，如：6 5 6 5 6 6 5 3 2．5 7、胖筒筒琴定弦为。6 3”。幽默、

风趣、朴实、乐观的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川东一带唱腔曲调中，级进音程和三、四

度音程较多，强弱有序，以顶板单腔句和顶板两腔句为主，结构以上下对称性方整结构

较突出，胖筒筒琴定弦为“5 2”，表现出一种柔美、婉转的情绪，如《：湘子渡妻》中

韩湘子唱[胖筒筒]。川西、川南唱腔曲调舒展柔和，强弱有序，在唱腔中常加入大量

的衬句衬字或重句，在上下旬结构的制约下，充分展现出多腔句形态，如《玉药瓶》中

仙女所唱[倒拔桩]即是一例。

二、神歌

这类唱腔不托管弦，只用打击乐伴奏，以一领众和的徒歌演唱形式为主。兼有对唱、独

唱。唱腔结构仍以上下旬为主兼有四句结构，唱腔基本形态为单腔句和两腔句。主要板式

有[诗头子]、(路引]、[一字]、[二流]、[赶板]等。

[诗头子]、[路引] 唱词不接触剧情正式内容，以插科打诨的套语作开场、收场时

唱腔，如：“打起锣儿先来讲，又不知贤妹唱哪一样，儿怕老子女怕娘，爪爪胡子怕婆娘。”演

唱形式为一领众和，板式为散板、一眼板。领腔部分用散板清唱，帮和部分用规范性节拍一

眼板，锣鼓伴奏，腔句形态为单腔句、两腔句的对比重复，唱段首尾均用锣鼓连接。

(一字) 全曲为散板，腔句形态为顶板分尾两腔句，腔句间击板连接，唱腔结构为

下下上下的四句结构，如《醉北楼》宋江、阎惜姣唱段。

[二流] 全曲为--lilt板，腔句呈多种组合形式，一是以顶板分尾两腔句的重复贯穿

全曲；二是以浓缩单腔句的重复贯穿全曲；三是以单腔句、两腔句对比完成全曲。依据速度

的快、慢不同，称为[快二流]、[慢二流]。又以演唱形式的不同予以不同别称。如：以女角、

男角单独完成全曲的称[女二流]、[男二流]；以男女对唱，自始至终的，习称为(对口二流)

或[半句子二流]，这是神歌腔类的主要板式。

[赶板] 全曲以有板无眼的{拍为主体，结尾处人声帮腔转用二眼板、一眼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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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速度较快，常用于情绪急促的唱腔，艺人们称为(赶板]，亦称[数板]、(垛垛板]。

“神歌”主要流行于四川东部一带，川西芦山等地也有少量这类唱腔。

三、杂腔小调

这类唱腔在灯戏唱腔中数量较多，运用广泛，既可单独完成一折戏，也可与“胖筒筒”、

。神歌”类搭配完成一折戏。主要曲牌有[怀胎调]、[补缸调]、(佛句子]、[盘花调]、(薅草

调]、(背工调]、(过河调]、[算命调]、[十杯酒]、[放牛歌]、[望夫歌]、(贺灯调]、(锣鼓腔]、

[闹五更]、[莲花调]、[山楂子]等。曲调来源亦广，主要来自四川各地的民歌并在原有基础

上有所发展。其次是从省外传来的一些时调小曲以及吸收本省曲艺音乐、佛教音乐中的部

分唱腔加以变化发展。如[补缸调]，据艺人们讲此曲来自陕西，由于按四川语音进行演唱、

吆喝，因此，腔句中结音、腔句形态就与[陕补缸]有较大区别。但是，演唱形式、内容、板式

等基本没变；小调类唱腔虽然来源较广，但其共同点是，唱段首尾都用胖筒简琴拉奏过门

或用灯戏锣鼓连接；有的在曲中为适合表演或情绪需要，可插道白，加间奏音乐，尾句加梢

腔。演唱形式有独唱，有一领众和。

四川灯戏的演唱，一般都运用真嗓，男女角色均用同腔同调，无明显的行当腔区别。

器 乐

乐器与乐队

四川灯戏班子多为民间半职业性戏班，其乐队没有固定的统一编制，一般为_4至6

人，使用的乐器多少不等，随意性较大。艺人们习称管弦乐伴奏为软场面，打击乐为硬场

面。软场面一般有2至3人，分别演奏胖筒筒琴、唢呐、竹笛等乐器；硬场面一般由3至5

人组成，乐器有小鼓、板、大锣、大钹、盆鼓、堂鼓、铰子、镲子、二星铛子、铛锣、小锣、马锣

等。各地戏班，根据剧情的需要、乐员的多少，使用的打击乐器不尽相同。乐队除鼓师为固

定的击鼓、板并用手势的变化指挥演奏外，其他乐员没有严格的分工，缺啥补啥。专业艺术

表演团体演灯戏，乐队编制与民间灯戏班不尽相同，一般为10人左右。软场面除使用胖筒

筒琴、唢呐、笛子外，还加了扬琴、二胡、琵琶、三弦和大、小提琴等。硬场面使用的乐器基本

是川剧打击乐器，并且使用了川剧的锣鼓曲牌，如：(和牌]、[长捶]、(课课子]、(扑灯蛾]

等。

主奏乐器

灯戏的主奏乐器是胖筒筒琴，它是一种形似二胡的拉弦乐器，琴杆较短，琴筒长而粗，

弓短毛多，有的用。千斤”，有的不用“千斤”，演奏时发出浑厚而带“嗡”的声音，故又称嗡筒

筒、嗡琴、横筒筒(湖南、湖北等省称为大筒子、嗡胡、蛤蟆嗡等)。胖筒筒琴多由各地艺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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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格不十分统一，但音响效果很接近，除用于唱腔的伴奏外，也是行弦、间奏的主要乐

器，定弦主要为·飞3”、。2 6”、。'5”、“5 2”。因各地唱腔曲调的差异，胖筒筒琴的定

弦，各有不同。川东一带定弦主要为“2 6”，JlI-tt—带定弦主要为。6 3”、。5 2”，川南定

弦主要为。l 5”、“5 2”，川西定弦主要为“6 3”。

竹笛、唢呐在灯戏中运用也较广泛，特别是唢呐，戏的开场、结束，戏中的婚、嫁、宴会、

喜庆、丧葬等场面音乐均要用唢呐吹奏。。神歌”类唱段，常用唢呐连接或与锣鼓一道伴奏。

常用曲牌和锣鼓
’

唢呐曲牌常用的有[小郎哥]j[扫板]。间奏音乐常用的有(茶牌子]、[小开门]、[喜牌

子)、[跳跳句]、[花儿牌]、[浪弦]、[冷台]、[游台]、(筛茶引子]等。

锣鼓常用的牌子有[腾腾锣]、[差东款]、(垮锅锣]、(七捶捶]、(丰收锣]、(朝山会]、

[龙摆尾]、[开场锣]、[三不像]、(赶山骡]、[闹台]、(闹莲花]、(老赶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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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唱 腔

胖 筒筒

一只琵琶蔡伯喈

《描容启程》赵五娘[旦]唱

刘敏之演唱
汉云心记谱

【转场】 中速稍慢

(赵白)翁叔．请听哪I (才 乙 l才 乙 I茎迪互L查1才 才 l才 乙

生』虹I§ⅡI鱼-Ⅱ血I 5 5_22 l盟巫l’i一)

【胖筒筒】

毛6 ； ’6

(唱)一只

旦．I—t／1156 5 t2丝’i I(U2血I盟5 55 ．

。

6 1 2 1 l l 1． i 6 8

琵 琶 蔡伯 喈，

／——'＼

生j丛I i一)I生』主
／————————’、

' 7． ．．

3 2 1 6 1 2

二 月 (呀)

／——————————’、

址生』I旦5．
夫妻(呀)

／——————————■———、

f 6．i 6 i l§主i I 6 i主i 6 l 5．2 1 6 §I主§主乞6 j主、—一⋯ I。。—。。=；===⋯ ， "—————=====
两 分

旦二j盟l§至i I L丝血l 5

I一一‘‘、^o

l j j 6 l i 6 1‘j’i35 5 2 2 、l fI 1 1 6 l 1 6 1 、l (

陈 留 天旱 有 三 载，

_血I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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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厂——————-、． 二
．

‘

。，。‘。。。。’。。‘。。。’’。。。-、

_丛I i一)I丝盟I丝主鱼lⅡj也I旦5·
四个(哇) 年头(喂)

。厂——=——弋
(6』n l矗n l业血I 5盟)I 6 3 I 2·些～——————= 一 - 一 ●————j==暑 ⋯， 一

5． 6 l 2 3 2 1 2 1 2 l
● ● ● ● ● ● ● ●

·一 l■■===============■■●■●■■P一

来。

未 归

f 6．i 0 i a主i l 6 i主i 8 l 5

、—————’一● 一I———1E；一-

i 8．I i 5．1 5．旦I哑i⋯』i__ee I盟5
五 娘 剪 发 长 街 卖，

一√f弋
盟【i-)l主曼』l主．』l

／———————————'、

生2韭I I鱼6 l 6
。。’。‘。=●目目■I ■ 一

六 亲 (哪) 六戚(呀)

(生』虹I a至i I旦-丝血I 5．

n l§

6§I主i 6

泪 悲

血I 5

，．、 I^ 7

i 、．

。。

3 5 IⅡ6 l i 5鱼l生丝盥I(U血l业5
七 旬 老母 糠 哽 坏，

U盟I i一)I皇主．——----r--1t一● ，o一

八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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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6 I 1 1 2 1 l 6 5·
====；=P—一 一 ● 一

(啊) 罗裙(哪)

韭I 5一 § I 主．

垒坟(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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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_、

5·鱼I主i l(生』虹II§俎II L丝血l 5。)一- ‘、————————。l一 一—————=====一J ，

台 (呀)。

厂、／—’、—．、

i 6、．I i 5．I堕言查IⅡiI I 、II(U血II盟5一===== 一 ● 一 、’···__---⋯
九 描 真 容 赵 氏 女(呀)，

_盟l i一)I主韭I
，一—、 ／———————————一，

● ● ● ●

3 3 2 1 6

十 靠 (哇) 恩公

n．I(止止I i业)旦5· (止止 业)
‘ o ● ● ●

3 一 I 2 3 2 1 6
●‘。。’‘。。。========‘。。’’’。一

张⋯⋯

2 土．6 I 6 5．I f 6． i 5 8 I i 6主§l 6主i 8 I 5．⋯-、‘。‘。。。---1-一●一一l一一I
(张广才白)五娘你为何又不说了?

盟韭l i—I盟i I一8
2 i l韭血I 5-l 5一)、

(五娘白)只因触动了翁叔的大名，小媳不敢讲．(张广才白)唉I但说无妨嘛I

厂—————一、厂——————————————7孓
‘

I ‘ · · o
I · · · · · ·tl

3 -I 2 3 2 1 6 5． 6 I 2 3 2 1 2 l l -Il●■==|；昌====== - 一 I=；=!==，——一======f—一 ¨

(五娘唱)张 广 才l

说明。据梁平县文教局提供录音记谱(灯戏录音资料均为80年代中期收集，下同)．

该剧种由唐滨校曲谱．

1=C

秦雪梅坐机房自思自叹

《断机教子》秦雪梅[旦]唱

田炳友演唱
汉云心记谱

中速稍慢

詈(i．8 i i I 3 2 3 5 5 l 8 i 5 6 i主6 i I§主§I i主i 8i I：皇一l璺量盟I盟旦旦I监盟l 3盟I卫业

【胖筒筒】．一-———、厂—、 ，——一、
、

‘
· · ’· ‘ ‘ · · · · · ● · · ‘

5 2 3 5-)l 6 6 5 6 5 6 5．3 2 5 3．2 I I 2 3 2 1

一’ ，o 。一========l_!-一——————一●一￡==j}一
秦 雪 梅 坐机(呀) 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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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l j． 主 § 主 i 6 j I §
， ●’_____·。1一 ⋯ 厂、

2 1

年 程(哪) 久远

，．————_、．1业5 I(璺：i丛I-—--——1●；；昌 - I。。。。。。。。。- 一 ●

(哪)，



5 一) l皇
／———一、

5 3 2

／—_、

I i 6

唯愿 得 商 辂 儿(哪)

／——_、厂’、璺．圣曼盟I_盟I也i)l 6§l丝i．I§盟I‘。_-‘，■≈；一-。。。‘—‘’j一，。’。‘'==l，● l=_=一
。——一。

鳌 头(哇) 独 占

，——————、

6 7 6 5
‘。-‘。’●■E==一

(哪)，

厂、厂、’

盟I n血l 5 2_8．s I 5一)l监至皇l
也 不

· ● ● l · ● ● ‘ l ‘ · ‘

6 5 3 I 2 5 3．2 I l 2 3
一 一 ● 一‘’。’。o‘。。'l I。oo’。’●●■■■一

枉 秦雪 1梅(呀)

Ⅱ丛I i-)I

，’、-

6 1

l，—、

6 5

教 子

才

l=A

．，‘、

2 3

乙

／———一、

6． 1

教

8 5

子一 番

· I

儿I墨丝

(帮) (梢腔)稍慢
一一—————————、

5·l生J星旦I
I ● I

(哪)， 教(哇)

f景打漂打打
～ 一——--1■===l

厂——≯=寻≮————————■’、厂———●
5 4 5 5 6 2 3 I 5 · I 5

番(哪)。

‘才．主生业业才)

店家人取笑生无言答对

鬈抱瓶》泰仲[生]院妈E-'3唱

才 乙

(止)

- 4

堇佳器演唱王 伦帆。日
汉云心记谱

詈(；速。I一8 i 5 I—e i业IⅡ一e
i I丛丛I e；詈(才o I一5 I一业IⅡ一丛丛I

e；

U血I盟业I n业l址虹l丛Ⅱl业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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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I监6 5 6盈5 I亘6—5 I 6^Il 5 l l 6 I 5 l ‘l l
·--—--一 I‘‘。。‘。。======暑‘‘‘‘。。。t====== -‘一 一

家人’ 取笑 生 无言 答 对，

厂、

6．i主§I i．1 I§2。i主l§主 j
__。__。‘。。蕾1’。‘一 ● ， ⋯ - 一 一

风 流事 岂是 我

l(一e i一8
2 I血盟I止血I 5一)

5—5 i 6 i l(Ⅱ血I业盘
绝 色之 美，

Q I． I九． I．八
5 1 6 I 5 l 5 I 5． 1 6 5 l l 6 5
==0_==P—一 ●‘一 一 ●——————。‘。}I”
费 了 十两 银 用 者不 亏(呀)。

厂、

f 6 j 3 2 I j 6主§I{壶j 6 l 5—1 l 5 5 6 I 5．6 8 l l(盟盟I业盟I卫卫l 5。J l亘5一I曼：一盟I
行一步 来 至在



韭佥I ii金I金2 3垒1 2§I直i 1(韭血I盟盟I
你老庚 改门头 身做 ‘生 意(呀)，

(n韭l韭丛I韭血I 5。)I曩笋l羔竽I
厂、，一、厂、 ．

韭§l占i I(韭血l韭盟IⅡ盟I i。)l

二目 观 吐(呀)， (白)啊l(秦仲白)九妈你好1

见一位(呀) 贵老庚(哪) 在那旁站 立(呀)。 (院妈白)请了，秦相公l

i主 5．1 l／丑s__eeie I l亘5旦I主韭I 6 i

韭一5一)l／兰二一i
I亘5旦I 2盟l 6 1

． (秦仲唱)俺 秦仲 撩蓝 衫 香 风四 起，

(n血I韭盟I n盟I i．)I佥i，童l ae i兰I
四 壁。厢 挂 得有

i e八i 6 I f3 I(n一‘血丝15
8 2 I 2 8 I韭1 2业。I 5。)坐．璺：皇 (n一韭一一些5。J

书 画 琴 棋 (呀)。

厂、

6 1 5

这 壁 厢

n盟I i．)I佥8 1 3 i I—e．—i佥I i盟I i佥I
这 壁 厢 挂 的是 轩 辕制 衣(呀)·

(一e i盟I．i e．盟I韭一i
e I 5。)I堕5垦I堕5兰I’

这 壁 厢 挂 刘 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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