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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  要要 
 
目前學界對於太平歌詞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其作爲相聲說學逗唱四門功課中的

「唱」的功用和意義，以及其與相聲發展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爲太平歌詞雖然與相聲的

關係緊密，但作爲曲藝的藝術價值和發展軌跡不應被忽視。因此，筆者以其歷史脈絡爲

研究對象，討論其發展軌跡和對其有深重影響的人物與事件，分析其存在的意義及在現

當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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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太平歌詞是一門流行於北京城區、郊區的傳統曲藝，起於清代初葉，後被歸入相聲

的「唱」活。1其唱詞一般爲上下兩句相對應的形式，通篇爲一轍。2近年相關的研究大多

將其和相聲結合在一起，比如王之瑤在《試論太平歌詞的文化價值〉中介紹其文化價值

時仍不能脫離相聲，3陳成在〈相聲的「唱」——太平歌詞〉中也始終把太平歌詞作爲相

1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北京：中國 ISBN中心，1999），頁 59。 
2  趙廣群：〈論相聲創作與表演中學「唱」的運用〉，《曲藝》2016年 10月，頁 36。 
3  王之瑤：〈試論太平歌詞的文化價值〉，《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第 17卷第 2期（2014年 4月），

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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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的一門功課進行論述。4筆者認爲，太平歌詞不僅是相聲的一門功課，也是一種獨立的

曲藝，理清其歷史淵源和分析現狀都是必要的。 

 

二、太平歌詞的起源 

 

太平歌詞的起源，主流的有十不閑蓮花落，夯歌和軍歌小岔曲三種說法。 
 
（（一一））夯夯歌歌 
  侯寶林（1917-1993）認爲太平歌詞起源於勞動人民的夯歌。5夯歌亦稱爲打夯歌。在

歌舞場裏，因爲歌詞的每一段之後都有「太平年」和「年太平」的和聲，6又被稱作「太

平歌」，或者「太平年」。除此之外，其與太平歌詞之間的淵源還有兩點：一是夯歌具

有故事性，二是有些太平歌詞藝人的副業就是領夯的夯頭。7但筆者認爲，要證明太平歌

詞與夯歌之間的關係，例證仍嫌過少。 
 
（（二二））軍軍歌歌小小岔岔曲曲 
  王大正認爲太平歌詞和乾隆（1736-1795）時期軍中流行的一種小唱「小岔曲」有
關，這種小唱美稱「得勝歌」，後又名「太平歌」。王大正稱，太平歌和蓮花落截然不

同，是太平歌詞的前身。8 
王大正在〈淺說「太平歌詞」〉中舉以下例子說明： 

 
光緒中後、朝中頻亂，外患甲午、內憂戊戌，致使國無寧日人心惟危，「天下太

平」吉祥語，卻成百姓空頭話。宮中昆弋、皮黃戲逐減，雜曲、八角鼓說唱盛

興。某日，慈禧聽報太平歌內有檔「岔曲」，立時動怒：「還嫌岔子少嗎？要多

唱太平歌詞」，於是太監們心領神會，傳「太平歌詞」——抓髻趙進宮，自此冷

落了八角鼓。9 

 
但是筆者認爲這種說法並不能說明太平歌詞的前身是太平歌，只能說明太平歌在宮中失

寵，被太平歌詞取代而已。 

4  陳成：〈相聲的「唱」——太平歌詞〉，《科技藝術》2018年第 9期，頁 125。 
5  王雙福：《太平歌詞》（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6），頁 10。 
6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頁 184。 
7  汪景壽、侯寶林、李萬鵬、薛寶琨：《相聲溯源（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49。 
8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藝術研究》2014年 2月刊，頁 27。 
9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30。 

王雙福支持太平歌詞起源於軍歌的說法，並引王本林（1919-1983）的話爲證：「我
聽老前輩提起，清朝八旗士兵唱過這樣一段軍歌，『打勝仗，回朝來，定有好兵餉⋯⋯』
您聽，曲調和我們藝人唱得差不太多。大概，這就是太平歌詞最早的出處。」10 
除此之外，他還舉例《中國曲藝志》中提到的幾種軍中俗曲：「邊關調」、「馬頭

調」和「打草桿」，並指出《馬頭調‧單刀會》與太平歌詞〈單刀會〉情節相似，只是

太平歌詞〈單刀會〉添加了情節和細節的刻畫，在人物塑造方面更加細緻；《馬頭調‧

雷峰塔》則與太平歌詞〈倒背白蛇傳〉有淵源；〈打草桿〉傳入南方後叫〈掛枝兒〉，

馮夢龍的《童癡一弄‧掛枝兒》中有一曲〈大腳〉和太平歌詞〈大腳妞〉一樣都是諷刺

女性腳大。因此這些軍中俗曲與太平歌詞的關係緊密。11但是筆者認爲，太平歌詞中很多

唱詞本來就是由傳統故事敷衍而成，或者有些乾脆從別的戲曲形式吸收改編，內容的相

似並不能證明其中的關聯。 
王雙福對太平歌詞起源於八角鼓的說法更令人信服。此處的八角鼓，與軍歌也頗有

淵源。王雙福引《八角鼓遺文》說明：「太平歌詞即八角鼓，因詞中之群曲多御制12之凱

旋歌，故曰太平。」〈記卅年前詞曲名家，唱單弦之隨緣樂〉云： 
 

絲弦鼓曲八角鼓，又名太平歌詞。據城內老人雲，是前清帶兵進關以後，北平這

個地方始有此項歌曲，因爲八旗兵丁得勝凱旋時，乘戰馬、持小鼓、以指彈之，

共唱太平之歌，藉以爲樂。13 

 

岔曲是八角鼓中最原始的曲種，《北京歷史文化十五講》云： 
 

太平歌詞於清初在北京產生。早年岔曲在北京流行後，曾被命名爲「太平歌

詞」，但未流傳開，群眾仍習慣稱「岔曲」。相聲演員在演出中所唱的救急性的

唱詞，便借用此名，稱爲「太平歌詞」。14 

 

《北京歷史文化十五講》雖然肯定了太平歌詞與八角鼓岔曲的關係，但是也提出了一個

新的觀點：最早出現的太平歌詞與之後相聲中出現的太平歌詞並不是同一種曲藝，而相

聲演員的唱只是借用了太平歌詞的名字罷了。 
 
（（三三））十十不不閑閑蓮蓮花花落落 

10  王雙福，《太平歌詞》（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6），頁 4。 
11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5-8。 
12  「御制」指的是乾隆皇帝（清高宗，1711-1799，1735-1796 在位）平定大小金川後親自作凱旋得勝

歌。 
13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9。 
14  劉勇等：《北京歷史文化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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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成：〈相聲的「唱」——太平歌詞〉，《科技藝術》2018年第 9期，頁 125。 
5  王雙福：《太平歌詞》（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6），頁 10。 
6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頁 184。 
7  汪景壽、侯寶林、李萬鵬、薛寶琨：《相聲溯源（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49。 
8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藝術研究》2014年 2月刊，頁 27。 
9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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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雙福，《太平歌詞》（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6），頁 4。 
11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5-8。 
12  「御制」指的是乾隆皇帝（清高宗，1711-1799，1735-1796 在位）平定大小金川後親自作凱旋得勝

歌。 
13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9。 
14  劉勇等：《北京歷史文化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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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最常見並爲人採用的一種說法是太平歌詞是直接在蓮花落的基礎上形成

的。 
《北平俗曲略》稱，現在的十不閑又稱爲太平歌詞。十不閑其實就是在戲院裏演唱

的蓮花落，十不閑是俗稱。蓮花落中有一本叫做《十不閑》，雖然至今沒有找到《十不

閑》的本子，但卻有仿《十不閑》的本子：《十不足》和《十不親》。李家瑞（1895-
1975）猜測這幾本應該是一樣的組織架構，只是蓮花落借用此一本的名字用作全稱罷
了。15 
光緒（1875-1908）年間，蓮花落曾被以「有傷風化」的理由禁止。但蓮花落並沒有

因此而滅絕，而是不斷發展，甚至進入了宮中昇平署，一個專門負責宮廷演戲的部門。

光緒九年（1883），昇平署開始請外面的藝人進入宮廷傳授，並且主要側重於向外面的
藝人學習。16蓮花落藝人抓髻趙（1857-1939）就是在這個時期進入清朝宮廷的。 
抓髻趙，原名趙奎垣17，字星垣。相傳慈禧太后（1835-1908）在叫趙星垣（1857-

1939）入宮演唱蓮花落時說：「他唱的是文武忠勇孝賢良，頌揚的是國泰民安。」遂賜
名「太平歌詞」。慈禧太后頗爲喜歡這些民間小調，多次召宮外的藝人入宮，後面到光

緒二十七年（1901），宮中乾脆召太平歌詞名伶入宮作教習18。 
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差事檔》中就以下記載： 
 

五月初六日，寧壽宮伺候戲，午初一刻開，酉正二刻十二分畢。本、三本《闡道

除邪》四刻五，長二刻五；本、過會《五虎棍》一刻；本《五音大鼓》一刻五；

本《太平歌詞》六刻五；《打瑛桃》羅壽山、於莊兒，二刻十；《陽平關》四

刻，長五；本、四本《闡道除邪》六刻十，欠十三。19 

 
故宮博物館中藏有太平歌詞未唱前的開場曲：「民康物阜樂堯天，五穀豐登大有

年，萬壽無疆長生樂，四海昇平永安瀾。」20 
故宮所藏岔曲中有兩首太平歌詞： 
 
太平歌詞上了場，狼嚎怪呌有調無腔，我問大眾因何故？他們都說嗓子裏面有痔

瘡。21 

15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頁 145-146。 
16  呂夢柯：〈光緒年間的宮廷演劇研究——以《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爲中心〉（山西師範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17），頁 11。 
17  一說叫趙奎順。 
18  呂夢柯：〈光緒年間的宮廷演劇研究——以《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爲中心〉，頁 42。 
19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纂：《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 45 冊，頁 23912-

23913。 
20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頁 146。 
21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頁 147。 

 
太平歌詞上了場，手忙腳亂有調無腔，扭扭捏捏裝模作樣，好似兔子着了烏鎗。22 

後隨着清廷沒落，乃至民國，宮中太監流落民間，太平歌詞廣爲流傳，此後藝人們也沿

用了這一名字。23 
抓髻趙所在的歌社「樂有群芳」也後面更名爲「太平歌詞」。「樂有群芳」是一個

蓮花落演出班社，因入宮獻藝而深得慈禧歡喜，被賜名「太平歌詞」。24王大正則明確指

出，太平歌詞之名因抓髻趙而得，所以他也用「太平歌詞」做自己的票房籠號。25因此在

前文提及的故宮昇平署記載中的「太平歌詞」也有可能是班社的名字。 
「太平歌詞」之名，不少曲藝都用過，但名同實異。26筆者比較認同《北京歷史文化

十五講》的觀點，進入宮廷之前的太平歌詞，或許指的是八角鼓等曲藝，但是它與後面

形成的，今日相聲演員演唱的太平歌詞，所指並不一樣。 
蓮花落與現存的太平歌詞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時間線上較爲吻合，曲藝形式也接

近，筆者比較偏向於認同今天的太平歌詞起源於蓮花落的觀點。 
 

三、太平歌詞與相聲演員 
 

相聲四門功課，說學逗唱，郭德綱認爲相聲中太平歌詞得正兒八經地唱，學習其它

曲藝的只能夠稱爲「學」。27《曲藝概論》則認爲，「唱」指的是太平歌詞和學唱各種戲

曲小唱。28無論如何，太平歌詞都是相聲功課中的一門，與相聲關係緊密。 
從朱紹文（1829-1904）開始，筆者找到了相聲演員演唱太平歌詞的文字記載。「窮

不怕」朱紹文，也稱朱少文，是經歷咸豐（1851-1861）、同治（1861-1875）、光緒三朝
的曲藝藝人。他本來是京劇醜角演員，後來改唱架子前臉，即十不閑前臉，「後來獨出

心裁，改爲太平歌詞」。29 
朱紹文在天橋撂地，一邊白沙撒字，口中一邊唱歌一邊打玉子，用以招攬觀眾。有

一首太平歌詞叫〈十字錦〉，是從一數到十後，再從十數到一的，相聲演員撒字，從一

撒到十，再從十到一分別添筆，版本繁多。〈十字錦〉的歌詞是這樣的： 

22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頁 147。 
23  呂夢柯：〈光緒年間的宮廷演劇研究——以《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爲中心〉，頁 43。 
24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479。 
25  拴攏子是舊式演出習俗，攏子是用以放置樂器和道具的容器，爲黑漆漆成的高圓籠，兩個一個裝樂

器，一個裝道具，圓籠外面鑲嵌銅字。 栓攏子有兩種，一種是票房，一種是生意門，票房的攏子
上會鑲嵌四個字，比如「群俗訪雅」等等，此處的票房籠號則是指這上頭的四個字，俗稱「攏蔓

（又作萬）兒」。 
26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1-12。 
27  郭德綱：〈憑什麼讓人坐下來聽你說相聲〉，《中國青年》2013年第 6期，頁 63。  
28  侯寶林、汪景壽、薛寶琨：《曲藝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頁 181。 
29  張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橋》（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8），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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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最常見並爲人採用的一種說法是太平歌詞是直接在蓮花落的基礎上形成

的。 
《北平俗曲略》稱，現在的十不閑又稱爲太平歌詞。十不閑其實就是在戲院裏演唱

的蓮花落，十不閑是俗稱。蓮花落中有一本叫做《十不閑》，雖然至今沒有找到《十不

閑》的本子，但卻有仿《十不閑》的本子：《十不足》和《十不親》。李家瑞（1895-
1975）猜測這幾本應該是一樣的組織架構，只是蓮花落借用此一本的名字用作全稱罷
了。15 
光緒（1875-1908）年間，蓮花落曾被以「有傷風化」的理由禁止。但蓮花落並沒有

因此而滅絕，而是不斷發展，甚至進入了宮中昇平署，一個專門負責宮廷演戲的部門。

光緒九年（1883），昇平署開始請外面的藝人進入宮廷傳授，並且主要側重於向外面的
藝人學習。16蓮花落藝人抓髻趙（1857-1939）就是在這個時期進入清朝宮廷的。 
抓髻趙，原名趙奎垣17，字星垣。相傳慈禧太后（1835-1908）在叫趙星垣（1857-

1939）入宮演唱蓮花落時說：「他唱的是文武忠勇孝賢良，頌揚的是國泰民安。」遂賜
名「太平歌詞」。慈禧太后頗爲喜歡這些民間小調，多次召宮外的藝人入宮，後面到光

緒二十七年（1901），宮中乾脆召太平歌詞名伶入宮作教習18。 
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差事檔》中就以下記載： 
 

五月初六日，寧壽宮伺候戲，午初一刻開，酉正二刻十二分畢。本、三本《闡道

除邪》四刻五，長二刻五；本、過會《五虎棍》一刻；本《五音大鼓》一刻五；

本《太平歌詞》六刻五；《打瑛桃》羅壽山、於莊兒，二刻十；《陽平關》四

刻，長五；本、四本《闡道除邪》六刻十，欠十三。19 

 
故宮博物館中藏有太平歌詞未唱前的開場曲：「民康物阜樂堯天，五穀豐登大有

年，萬壽無疆長生樂，四海昇平永安瀾。」20 
故宮所藏岔曲中有兩首太平歌詞： 
 
太平歌詞上了場，狼嚎怪呌有調無腔，我問大眾因何故？他們都說嗓子裏面有痔

瘡。21 

15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頁 145-146。 
16  呂夢柯：〈光緒年間的宮廷演劇研究——以《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爲中心〉（山西師範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17），頁 11。 
17  一說叫趙奎順。 
18  呂夢柯：〈光緒年間的宮廷演劇研究——以《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爲中心〉，頁 42。 
19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纂：《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 45 冊，頁 23912-

23913。 
20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頁 146。 
21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頁 147。 

 
太平歌詞上了場，手忙腳亂有調無腔，扭扭捏捏裝模作樣，好似兔子着了烏鎗。22 

後隨着清廷沒落，乃至民國，宮中太監流落民間，太平歌詞廣爲流傳，此後藝人們也沿

用了這一名字。23 
抓髻趙所在的歌社「樂有群芳」也後面更名爲「太平歌詞」。「樂有群芳」是一個

蓮花落演出班社，因入宮獻藝而深得慈禧歡喜，被賜名「太平歌詞」。24王大正則明確指

出，太平歌詞之名因抓髻趙而得，所以他也用「太平歌詞」做自己的票房籠號。25因此在

前文提及的故宮昇平署記載中的「太平歌詞」也有可能是班社的名字。 
「太平歌詞」之名，不少曲藝都用過，但名同實異。26筆者比較認同《北京歷史文化

十五講》的觀點，進入宮廷之前的太平歌詞，或許指的是八角鼓等曲藝，但是它與後面

形成的，今日相聲演員演唱的太平歌詞，所指並不一樣。 
蓮花落與現存的太平歌詞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時間線上較爲吻合，曲藝形式也接

近，筆者比較偏向於認同今天的太平歌詞起源於蓮花落的觀點。 
 

三、太平歌詞與相聲演員 
 

相聲四門功課，說學逗唱，郭德綱認爲相聲中太平歌詞得正兒八經地唱，學習其它

曲藝的只能夠稱爲「學」。27《曲藝概論》則認爲，「唱」指的是太平歌詞和學唱各種戲

曲小唱。28無論如何，太平歌詞都是相聲功課中的一門，與相聲關係緊密。 
從朱紹文（1829-1904）開始，筆者找到了相聲演員演唱太平歌詞的文字記載。「窮

不怕」朱紹文，也稱朱少文，是經歷咸豐（1851-1861）、同治（1861-1875）、光緒三朝
的曲藝藝人。他本來是京劇醜角演員，後來改唱架子前臉，即十不閑前臉，「後來獨出

心裁，改爲太平歌詞」。29 
朱紹文在天橋撂地，一邊白沙撒字，口中一邊唱歌一邊打玉子，用以招攬觀眾。有

一首太平歌詞叫〈十字錦〉，是從一數到十後，再從十數到一的，相聲演員撒字，從一

撒到十，再從十到一分別添筆，版本繁多。〈十字錦〉的歌詞是這樣的： 

22  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頁 147。 
23  呂夢柯：〈光緒年間的宮廷演劇研究——以《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爲中心〉，頁 43。 
24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479。 
25  拴攏子是舊式演出習俗，攏子是用以放置樂器和道具的容器，爲黑漆漆成的高圓籠，兩個一個裝樂

器，一個裝道具，圓籠外面鑲嵌銅字。 栓攏子有兩種，一種是票房，一種是生意門，票房的攏子
上會鑲嵌四個字，比如「群俗訪雅」等等，此處的票房籠號則是指這上頭的四個字，俗稱「攏蔓

（又作萬）兒」。 
26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1-12。 
27  郭德綱：〈憑什麼讓人坐下來聽你說相聲〉，《中國青年》2013年第 6期，頁 63。  
28  侯寶林、汪景壽、薛寶琨：《曲藝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頁 181。 
29  張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橋》（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8），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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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個一字一架房梁， 

寫了個二字上橫短來下橫長。 

寫了個三字推倒就是川字樣， 

寫了個四字四角四方。 

寫了個五字亞賽一支虎。 

寫了個六字好比量地弓一張。 

寫了個七字鳳凰單展翅， 

寫了個八字一撇一捺分爲陰陽。 

寫了個九字金鉤模樣， 

寫了個十字一橫一豎站在中央。 

十字添一掃念個千字， 

千里尋兄關雲長。 

⋯⋯30 

 

王譞認爲朱紹文很有學問，「由唱太平歌詞、數板說笑話或小段故事，發展爲單口

相聲。他又根據評書、戲曲的故事情節，編成段子，傳下來說、學、逗、唱四門技巧，

並且帶了六個徒弟。」31並且他編唱的〈千字文〉和〈百家姓〉等太平歌詞，都是啟蒙童

書的內容，都體現出一定的文化水平。 
玉子是太平歌詞的「樂器」，又有叫作「義子」的，也有說叫做「手玉子」的。32玉

子是兩塊竹板，演員將其握在一隻手中，能敲打出輕音，重音和連環音伴奏。33 
「玉子」名字的由來，傳說與慈禧太后有關。恩緒34是與朱紹文同期的相聲演員，擅

長演唱太平歌詞。太監李蓮英（1848-1911）召他進宮爲太后演出。他唱了一段太平歌
詞，因爲沒有樂器，便用手擊打自己的大腿找氣口。太后叫停問他爲何這樣做，恩培如

30  馮不異、劉英男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第 4 卷，頁 666-
667。《中國傳統相聲大全》把〈十字錦〉歸爲開場小唱，但侯寶林先生和郭德綱先生在表演白沙
撒字時都把《十字錦》歸爲太平歌詞。筆者認爲〈十字錦〉的腔調與太平歌詞基本一致，或是因爲

篇幅較短，被歸類於開場小唱。侯寶林先生和郭德綱先生的意見參以下兩個視頻伊利比亞往事：

〈〈十字錦〉郭德綱于謙孫越唯一版太平歌詞 高清字幕〉，<https://b23.tv/av45263599> [檢索日
期︰2020年 3月 8日]； 娛樂貓搞笑狗：〈相聲大師侯寶林的真功夫：一邊白沙寫字，一邊唱太平
歌詞！〉，<https://b23.tv/av7399732> [檢索日期︰2020年 3月 8日] 

31  王譞：〈清末的相聲產生研究〉（河北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頁 78。 
32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詞刊》2016年第 1期，頁 45。 
33  趙廣群：〈論相聲創作與表演中學「唱」的運用〉，《曲藝》2016年 10月，頁 36。 
34  生卒年不詳，後爲了避光緒皇帝（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1875-1908 在位）諱，改名

爲恩培，別名恩柯拉圖，又名恩密川。 

實告知，太后便命李蓮英鋸了兩塊竹板給恩培，即御賜之物。後來藝人口口相傳，「御

賜」之名漸漸諧音被叫作「玉子」。35 
還有一說是關於朱紹文的，他被召進宮中，邊撒字邊唱了段太平歌詞：「小孩醒了

要撒尿（sui），半夜叫門問聲誰，二人見面忙請安，鐵匠師傅掄大錘。」這四句太平歌
詞每句藏着一個字。「小孩醒了要撒尿」，藏了一個「把」字，「半夜叫門問聲誰」藏

了一個「我」字，「二人見面忙請安」藏了一個「好」字，而最後一句「鐵匠掄大錘」

則是藏了一個「打」字，連起來就是「把我好打」。慈禧太后被逗樂了，說：「別打這

破瓦片了，賜你一塊玉。」因爲是御賜，後來也傳成「玉子」。36 
朱紹文所唱的太平歌詞，主要有〈勸人方〉、〈大實話〉、〈十八黑〉、〈不求

人〉、〈餑餑陣〉、〈百戲名〉、〈百鳥名〉、〈百山圖〉、〈貓馴虎〉、〈睡夢

長〉、〈天文錄〉、〈吹牛皮〉、〈十三戒〉、〈漁家樂〉、〈苦蟲會〉、〈三百千〉
37、〈太公賣麵〉、〈寶玉訴功〉、〈五豬救母〉、〈虎不拉訴功〉、〈堆兒兵做夢〉

等，38其中比較有名的都有歌詞流傳下來，他編寫的〈勸人方〉、〈餑餑陣〉等到現在仍

是相聲演員熟悉的太平歌詞。 
相聲演員進入茶園雜耍園子演出後，太平歌詞失去了其招攬觀眾的功用，漸漸沒落

了。但太平歌詞仍然有賴於相聲演員的繼承，相聲演員的師徒傳承也是太平歌詞的傳

承。 
 

四、太平歌詞發展與名家 
 

辛丑條約簽訂後，八國聯軍撤兵，爲粉飾太平，朝廷下令讓民拴會，宮中頻傳趙星

垣。此時各大歌會紛紛崛起，太平歌詞的曲藝市場一下繁花似錦。39至清末，相聲演員仍

兼唱太平歌詞。40民國建立以後，全順堂41占據了北京石頭胡同四海昇平和東安市場中華

園兩地兩月餘，曲目有時直接寫蓮花落，有時寫太平歌詞，演唱的主要是當時的時調小

曲。42四海昇平是北京第一個把蓮花落引入室內演出的場所，「小萬人迷」李德鍚

（1877-1922）也在此地演出過。43 

35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52。 
36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52。 
37  社會俗稱，實際上只包括百家姓和千字文。 
38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39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40  姜昆、倪鍾之編：《中國曲藝通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475。 
41  《人民首都的天橋》中稱爲金順堂。 
42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43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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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個一字一架房梁， 

寫了個二字上橫短來下橫長。 

寫了個三字推倒就是川字樣， 

寫了個四字四角四方。 

寫了個五字亞賽一支虎。 

寫了個六字好比量地弓一張。 

寫了個七字鳳凰單展翅， 

寫了個八字一撇一捺分爲陰陽。 

寫了個九字金鉤模樣， 

寫了個十字一橫一豎站在中央。 

十字添一掃念個千字， 

千里尋兄關雲長。 

⋯⋯30 

 

王譞認爲朱紹文很有學問，「由唱太平歌詞、數板說笑話或小段故事，發展爲單口

相聲。他又根據評書、戲曲的故事情節，編成段子，傳下來說、學、逗、唱四門技巧，

並且帶了六個徒弟。」31並且他編唱的〈千字文〉和〈百家姓〉等太平歌詞，都是啟蒙童

書的內容，都體現出一定的文化水平。 
玉子是太平歌詞的「樂器」，又有叫作「義子」的，也有說叫做「手玉子」的。32玉

子是兩塊竹板，演員將其握在一隻手中，能敲打出輕音，重音和連環音伴奏。33 
「玉子」名字的由來，傳說與慈禧太后有關。恩緒34是與朱紹文同期的相聲演員，擅

長演唱太平歌詞。太監李蓮英（1848-1911）召他進宮爲太后演出。他唱了一段太平歌
詞，因爲沒有樂器，便用手擊打自己的大腿找氣口。太后叫停問他爲何這樣做，恩培如

30  馮不異、劉英男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第 4 卷，頁 666-
667。《中國傳統相聲大全》把〈十字錦〉歸爲開場小唱，但侯寶林先生和郭德綱先生在表演白沙
撒字時都把《十字錦》歸爲太平歌詞。筆者認爲〈十字錦〉的腔調與太平歌詞基本一致，或是因爲

篇幅較短，被歸類於開場小唱。侯寶林先生和郭德綱先生的意見參以下兩個視頻伊利比亞往事：

〈〈十字錦〉郭德綱于謙孫越唯一版太平歌詞 高清字幕〉，<https://b23.tv/av45263599> [檢索日
期︰2020年 3月 8日]； 娛樂貓搞笑狗：〈相聲大師侯寶林的真功夫：一邊白沙寫字，一邊唱太平
歌詞！〉，<https://b23.tv/av7399732> [檢索日期︰2020年 3月 8日] 

31  王譞：〈清末的相聲產生研究〉（河北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頁 78。 
32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詞刊》2016年第 1期，頁 45。 
33  趙廣群：〈論相聲創作與表演中學「唱」的運用〉，《曲藝》2016年 10月，頁 36。 
34  生卒年不詳，後爲了避光緒皇帝（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1875-1908 在位）諱，改名

爲恩培，別名恩柯拉圖，又名恩密川。 

實告知，太后便命李蓮英鋸了兩塊竹板給恩培，即御賜之物。後來藝人口口相傳，「御

賜」之名漸漸諧音被叫作「玉子」。35 
還有一說是關於朱紹文的，他被召進宮中，邊撒字邊唱了段太平歌詞：「小孩醒了

要撒尿（sui），半夜叫門問聲誰，二人見面忙請安，鐵匠師傅掄大錘。」這四句太平歌
詞每句藏着一個字。「小孩醒了要撒尿」，藏了一個「把」字，「半夜叫門問聲誰」藏

了一個「我」字，「二人見面忙請安」藏了一個「好」字，而最後一句「鐵匠掄大錘」

則是藏了一個「打」字，連起來就是「把我好打」。慈禧太后被逗樂了，說：「別打這

破瓦片了，賜你一塊玉。」因爲是御賜，後來也傳成「玉子」。36 
朱紹文所唱的太平歌詞，主要有〈勸人方〉、〈大實話〉、〈十八黑〉、〈不求

人〉、〈餑餑陣〉、〈百戲名〉、〈百鳥名〉、〈百山圖〉、〈貓馴虎〉、〈睡夢

長〉、〈天文錄〉、〈吹牛皮〉、〈十三戒〉、〈漁家樂〉、〈苦蟲會〉、〈三百千〉
37、〈太公賣麵〉、〈寶玉訴功〉、〈五豬救母〉、〈虎不拉訴功〉、〈堆兒兵做夢〉

等，38其中比較有名的都有歌詞流傳下來，他編寫的〈勸人方〉、〈餑餑陣〉等到現在仍

是相聲演員熟悉的太平歌詞。 
相聲演員進入茶園雜耍園子演出後，太平歌詞失去了其招攬觀眾的功用，漸漸沒落

了。但太平歌詞仍然有賴於相聲演員的繼承，相聲演員的師徒傳承也是太平歌詞的傳

承。 
 

四、太平歌詞發展與名家 
 

辛丑條約簽訂後，八國聯軍撤兵，爲粉飾太平，朝廷下令讓民拴會，宮中頻傳趙星

垣。此時各大歌會紛紛崛起，太平歌詞的曲藝市場一下繁花似錦。39至清末，相聲演員仍

兼唱太平歌詞。40民國建立以後，全順堂41占據了北京石頭胡同四海昇平和東安市場中華

園兩地兩月餘，曲目有時直接寫蓮花落，有時寫太平歌詞，演唱的主要是當時的時調小

曲。42四海昇平是北京第一個把蓮花落引入室內演出的場所，「小萬人迷」李德鍚

（1877-1922）也在此地演出過。43 

35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52。 
36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52。 
37  社會俗稱，實際上只包括百家姓和千字文。 
38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39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40  姜昆、倪鍾之編：《中國曲藝通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475。 
41  《人民首都的天橋》中稱爲金順堂。 
42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43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523。 



曹潤126

相聲演員李德鍚擅唱太平歌詞，〈世態炎涼〉即是李德鍚在民國初年編唱的太平歌

詞曲目，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此曲少有演唱。44 
再往後一些，就不得不提太平歌詞的代表人物：汪兆麟，又作王兆麟。汪兆麟根據

時事編寫新詞，代表的有〈女俠英豪〉和〈黃梁夢〉。除此之外，他還在太平歌詞唱腔

上創新，每四句一個反覆，使之變得更加婉轉動聽。太平歌詞分「新調」與「老調」，

新調就是由汪兆麟革新出來的。太平歌詞老調上半句唱，下半句說，而汪兆麟的新調四

句一反覆，「字字上韻」。45 
吉坪三（1897-1951）是與汪兆麟同時期的演員，張次溪認爲太平歌詞「著名唱者，

以吉坪三最爲有名。」46 

1920年，汪兆麟和吉坪三到上海大世界遊藝場演出，爲人們所熟知，並在 20世紀末
與勝利唱片公司合作留下唱片。其中太平歌詞錄音有〈勸人方〉、〈大黑姊〉、〈小上

壽〉和〈韓信算卦〉等片段。今人演唱的〈勸人方〉大多模仿汪兆麟版。47 
徐崇慈 1942年在《立言畫報》上發表文章，評價汪兆麟： 

 
王兆麟［筆者按：即汪兆麟］，乃吉坪三之老搭檔也。在上海多年，有「太平歌

詞大王」之稱。其唱片行腔運用之自如，「疙瘩腔」與「平句」之聯繫，實難能

可貴。48 
 
太平歌詞的改革並非只由一人完成，任衛新說吉坪三、荷花女（1926-1944）、汪兆

麟等人對太平歌詞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加強了太平歌詞的旋律性，使其脫離相聲進入

雜耍園子成爲獨立曲種。」49 
荷花女是吉坪三的女兒，原名吉文貞，18 歲早逝，萬幸留下了太平歌詞〈餑餑陣〉

和〈蟠桃會〉等錄音。她的太平歌詞學自父親吉坪三50，她不單只唱太平歌詞，有時還說

相聲，臺風優美，說唱俱佳，在當時紅得發紫。51王雙福評價她：「荷花女的嗓音甜美，

吐字清晰，說唱俱佳，聲情並茂。她演唱的太平歌詞嫵媚動聽，甜潤圓滿，行腔委婉；

臺風優美，氣力貫通。」52 

44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106。 
45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69。 
46  張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橋》，頁 90。 
47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48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49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47。 
50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 13。 
51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49。 
52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15。 

同時期的還有王本林，他是少數的以太平歌詞爲主的演員，13 歲拜師正式學習太平
歌詞等曲藝，23歲在濟南進入班社，以太平歌詞爲工。53 
此時，太平歌詞人才輩出，除了前面列舉的幾位代表人物，還有「人人樂」朱鳳山

（1874-1935）、郭瑞林（1885-1939）、秦佩賢（約 1900-1945）等。 
抗日戰爭過後，太平歌詞被用於發動群眾，鼓舞將士，作品有〈十枝花〉等。54 
新中國成立，仍有不少演員擅長太平歌詞，但這些人與三四十年代的幾乎是同一

批，此時大多年事已高，後又先後逝世。相聲演員都進入了正式的園子演出，無撂地招

攬觀眾之需，太平歌詞漸漸走到了一個尷尬的境地。 
新中國成立後，藝人都成了曲藝工作者，進入各種的藝術團工作，生活和社會地位

都得到了改善。55 
1949 年後的曲藝，大多延續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基本思路，遵循了

「改戲、改制、改人」的指導方針。56因此，此時的太平歌詞有創新之作，但大多爲歌功

頌德之用，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從前的太平歌詞，如〈世態炎涼〉之類的諷刺時事之

用被削減，比如〈解放萬歲〉就是歌頌共產黨和新社會的太平歌詞。 
作家老舍（1899-1966）對太平歌詞情有獨鍾，他一生留下很多的曲藝作品，第一份

作品就是太平歌詞。571950年 1月 5日，作家田漢（1898-1968）等人設宴歡迎老舍回國，
老舍興致高漲，演唱了自己剛編寫的太平歌詞〈過新年〉。58除了〈過新年〉之外，老舍

在中國不同時期都有創作相關的太平歌詞，比如〈中蘇同盟〉、〈開國紀念一週年〉和

〈慶祝「七一」〉等。59

1950 年，中央廣播說唱團曾創作、演出了太平歌詞新曲目〈劉老漢過年〉，用管弦
樂器伴奏，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60 

1966年文革開始，北京各曲藝團體陸續停止活動。61文革期間，曲藝受到了極大的摧

殘，太平歌詞也並不例外。作家老舍被迫害投湖，曲藝界哀鴻遍野。 
1976 年，「四人幫」粉碎，文革結束。1979 年，停止工作十幾年的中國曲藝工作者

協會正式恢復活動，62中國的曲藝又漸漸發展起來。 

53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17。 
54  姜昆、倪鍾之編：《中國曲藝通史》，頁 548。 
55  薛寶琨：《中國的相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5），頁 92。 
56  祝鵬程：〈表演視角下的的郭德綱相聲：個案研究與理論反思〉，《民俗研究》2011年第 1期，頁

67。 
57  傅光明：〈與鄧友梅談老舍〉，《縱橫》1999年第 7期，頁 27。 
58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50。 
59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51。 
60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頁 8。 
61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41。 
62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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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演員李德鍚擅唱太平歌詞，〈世態炎涼〉即是李德鍚在民國初年編唱的太平歌

詞曲目，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此曲少有演唱。44 
再往後一些，就不得不提太平歌詞的代表人物：汪兆麟，又作王兆麟。汪兆麟根據

時事編寫新詞，代表的有〈女俠英豪〉和〈黃梁夢〉。除此之外，他還在太平歌詞唱腔

上創新，每四句一個反覆，使之變得更加婉轉動聽。太平歌詞分「新調」與「老調」，

新調就是由汪兆麟革新出來的。太平歌詞老調上半句唱，下半句說，而汪兆麟的新調四

句一反覆，「字字上韻」。45 
吉坪三（1897-1951）是與汪兆麟同時期的演員，張次溪認爲太平歌詞「著名唱者，

以吉坪三最爲有名。」46 

1920年，汪兆麟和吉坪三到上海大世界遊藝場演出，爲人們所熟知，並在 20世紀末
與勝利唱片公司合作留下唱片。其中太平歌詞錄音有〈勸人方〉、〈大黑姊〉、〈小上

壽〉和〈韓信算卦〉等片段。今人演唱的〈勸人方〉大多模仿汪兆麟版。47 
徐崇慈 1942年在《立言畫報》上發表文章，評價汪兆麟： 

 
王兆麟［筆者按：即汪兆麟］，乃吉坪三之老搭檔也。在上海多年，有「太平歌

詞大王」之稱。其唱片行腔運用之自如，「疙瘩腔」與「平句」之聯繫，實難能

可貴。48 
 
太平歌詞的改革並非只由一人完成，任衛新說吉坪三、荷花女（1926-1944）、汪兆

麟等人對太平歌詞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加強了太平歌詞的旋律性，使其脫離相聲進入

雜耍園子成爲獨立曲種。」49 
荷花女是吉坪三的女兒，原名吉文貞，18 歲早逝，萬幸留下了太平歌詞〈餑餑陣〉

和〈蟠桃會〉等錄音。她的太平歌詞學自父親吉坪三50，她不單只唱太平歌詞，有時還說

相聲，臺風優美，說唱俱佳，在當時紅得發紫。51王雙福評價她：「荷花女的嗓音甜美，

吐字清晰，說唱俱佳，聲情並茂。她演唱的太平歌詞嫵媚動聽，甜潤圓滿，行腔委婉；

臺風優美，氣力貫通。」52 

44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106。 
45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69。 
46  張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橋》，頁 90。 
47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48  王大正：〈淺說「太平歌詞」〉，頁 28。 
49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47。 
50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 13。 
51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49。 
52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15。 

同時期的還有王本林，他是少數的以太平歌詞爲主的演員，13 歲拜師正式學習太平
歌詞等曲藝，23歲在濟南進入班社，以太平歌詞爲工。53 
此時，太平歌詞人才輩出，除了前面列舉的幾位代表人物，還有「人人樂」朱鳳山

（1874-1935）、郭瑞林（1885-1939）、秦佩賢（約 1900-1945）等。 
抗日戰爭過後，太平歌詞被用於發動群眾，鼓舞將士，作品有〈十枝花〉等。54 
新中國成立，仍有不少演員擅長太平歌詞，但這些人與三四十年代的幾乎是同一

批，此時大多年事已高，後又先後逝世。相聲演員都進入了正式的園子演出，無撂地招

攬觀眾之需，太平歌詞漸漸走到了一個尷尬的境地。 
新中國成立後，藝人都成了曲藝工作者，進入各種的藝術團工作，生活和社會地位

都得到了改善。55 
1949 年後的曲藝，大多延續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基本思路，遵循了

「改戲、改制、改人」的指導方針。56因此，此時的太平歌詞有創新之作，但大多爲歌功

頌德之用，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從前的太平歌詞，如〈世態炎涼〉之類的諷刺時事之

用被削減，比如〈解放萬歲〉就是歌頌共產黨和新社會的太平歌詞。 
作家老舍（1899-1966）對太平歌詞情有獨鍾，他一生留下很多的曲藝作品，第一份

作品就是太平歌詞。571950年 1月 5日，作家田漢（1898-1968）等人設宴歡迎老舍回國，
老舍興致高漲，演唱了自己剛編寫的太平歌詞〈過新年〉。58除了〈過新年〉之外，老舍

在中國不同時期都有創作相關的太平歌詞，比如〈中蘇同盟〉、〈開國紀念一週年〉和

〈慶祝「七一」〉等。59

1950 年，中央廣播說唱團曾創作、演出了太平歌詞新曲目〈劉老漢過年〉，用管弦
樂器伴奏，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60 

1966年文革開始，北京各曲藝團體陸續停止活動。61文革期間，曲藝受到了極大的摧

殘，太平歌詞也並不例外。作家老舍被迫害投湖，曲藝界哀鴻遍野。 
1976 年，「四人幫」粉碎，文革結束。1979 年，停止工作十幾年的中國曲藝工作者

協會正式恢復活動，62中國的曲藝又漸漸發展起來。 

53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17。 
54  姜昆、倪鍾之編：《中國曲藝通史》，頁 548。 
55  薛寶琨：《中國的相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5），頁 92。 
56  祝鵬程：〈表演視角下的的郭德綱相聲：個案研究與理論反思〉，《民俗研究》2011年第 1期，頁

67。 
57  傅光明：〈與鄧友梅談老舍〉，《縱橫》1999年第 7期，頁 27。 
58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50。 
59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151。 
60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頁 8。 
61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41。 
62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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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期，甚至是更早，相聲和太平歌詞中的一些內容已經不適合表演和演唱

了，演員們開始思考如何從形式和內容上進行創新，比如孫玉奎（1921-2003）就用〈十
八愁順口溜〉的韻，改成單人唱數板太平歌詞再填詞的〈唱旅遊〉。

63 
文革過後，太平歌詞雖然又迎來了新生，但是從師徒傳承、演唱頻率和傳播範圍來

說，還是逐漸式微。 
1983 年，王本林謝世，臨終前囑託侯寶林、高元鈞（1916-1993）代爲推廣太平歌

詞。王雙福是王本林的兒子，快板打得好，相聲有獨到之處，還有一手「絕活」：唱太

平歌詞。64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老舍茶館、西單啟明藝苑等演出場所興起，王雙福應
邀到多家演出場所演出，再現了太平歌詞這門「家傳藝術」。65張黎稱：「王老師的太平

歌詞唱得極爲純正，是目前能夠整段演唱太平歌詞的幾位藝術家之一。」662007年，王雙
福攜眾弟子在北京廣茗閣茶樓成立福樂相聲大會，並表示會盡力培養更多的弟子，將傳

統文化傳承下去。67 
1995 年，郭德綱、張文順（1938-2009）和李菁三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相聲大

會」。68郭德綱除了說相聲之外，太平歌詞也十分了得。2005年，媒體爭相報道郭德綱，
《北京歷史文化十五講》稱： 
 

⋯⋯隨着他的影響也開始爆炸式擴張。由此帶動京城數家低票價、高水平的相聲俱

樂部也人滿爲患，其中很多觀眾都是小資、白領或者「80 後」的大學生。他的

「天橋樂」茶園以及相聲班子德雲社，讓很多對相聲失去信心的人又找到了希

望。69 

 

郭德綱爲現代的相聲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爲太平歌詞提供了舞臺。 
2009 年，王雙福爲太平歌詞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2012 年，太平歌詞成爲

了北京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王雙福也被確定爲太平歌詞的代表性傳承人。70 
天津的佟守本也把太平歌詞作爲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保護項目。佟守本上六年級時

考上了天津南開區相聲隊，不少天津名家都指點過佟守本。他遍訪名家，使不少傳統的

63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45。 
64  張黎：〈功力深厚的曲藝多面手——相聲、快板表演藝術家王雙福專訪〉，《曲藝》2010 年第 1

期，頁 12-13。 
65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48。 
66  張黎：〈功力深厚的曲藝多面手——相聲、快板表演藝術家王雙福專訪〉，頁 13。 
67  張黎：〈功力深厚的曲藝多面手——相聲、快板表演藝術家王雙福專訪〉，頁 13。 
68  後在 2003年更名爲德雲社。 
69  劉勇等：《北京歷史文化十五講》，頁 332-333。 
70  王雙福：《太平歌詞》，頁 49。 

太平歌詞得到了傳承。712013年，太平歌詞成爲了天津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傳承人
正是佟守本。 
 

五、太平歌詞的內容與意義 
 

《中國曲藝志》指太平歌詞的唱詞內容有三種，分別是民間傳說故事、勸世文和文

字遊戲，72大多數研究太平歌詞的論文中也多採取這個說法。筆者認爲若只是討論傳統太

平歌詞，按照這種分類方法，也仍有許多反映時事的作品並不能歸入此三類中，因此這

個分類並不夠全面。 
在現存的傳統太平歌詞中，尤以民間傳說故事爲重。太平歌詞〈秦瓊觀陣〉就是根

據〈說唐〉中的有關故事改編而成的。73還有來自於民間傳說的，比如〈五豬救母〉和

〈打黃狼〉等。這些故事大多被賦予勸人向善和勸戒的寓意，比如太平歌詞〈打黃狼〉

就旨在告誡人們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要交狼心狗肺用心險惡的朋友。 
這種寓言式的太平歌詞，開頭或文末常會出現點明寓意的句子，比如〈五豬救母〉

中是在開頭：「心內不明何必點燈，不孝順父母你念的是什麼經。」，而〈打黃狼〉是

在結尾：「勸君休交這無義的友，狼心狗肺是不久長。」74

民間故事中還包括歷史故事，與歷史人物有關，但是其內容並不可信，大多圖一

樂，比較典型的包括〈羅成算卦〉、〈姜太公賣麵〉和〈秦瓊觀陣〉。這些民間故事因

其寓意，從意義來看，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並且故事傳說的傳播也是一種知識傳播的

形式，因而也有着知識教化的作用。同時，民間故事也描述了當時的社會環境。比如

〈十女誇夫〉75講的是十個閨女嫁了十個從事不同行業的丈夫，去爲母親上壽時攀比丈夫

的故事，歌詞中體現了十種當時的職業和職能，反映了當時人民的生活。

太平歌詞中還有嘲笑大腳姑娘的〈大腳妞〉，諷刺手藝拙劣的媳婦的〈拙老婆縫

褲〉。這些作品體現了當時社會對婦女的態度和對她們儀態外貌的要求。太平歌詞〈小

丈夫〉更是反映了當時有錢人家養童養媳，11歲孩子娶了 22歲媳婦這種可笑又惡劣的現
象。雖然太平歌詞多用誇張手法，但是其中蘊含的思想觀念也是研究清朝社會生活時值

得參考分析的材料。段寶林在《中國民間文藝學》中就有：「民間文藝直接反映了人民

的生活和思想，所以可以作爲『觀民風、知厚薄』的重要參考。」76的說法。 

71  雲開：〈抱定初心終不悔——訪天津相聲名家太平歌詞傳承人佟守本先生〉，《東方文化週刊》

2017年第 39期，頁 30-34。  
72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59。 
73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145。 
74  劉英男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補遺》（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頁 635。 
75  又名《十枝梅》、《大上壽》、《大實話》和《窮富拜年》。 
76  段寶林編：《中國民間文藝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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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歷史文化十五講》稱： 
 

⋯⋯隨着他的影響也開始爆炸式擴張。由此帶動京城數家低票價、高水平的相聲俱

樂部也人滿爲患，其中很多觀眾都是小資、白領或者「80 後」的大學生。他的

「天橋樂」茶園以及相聲班子德雲社，讓很多對相聲失去信心的人又找到了希

望。69 

 

郭德綱爲現代的相聲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爲太平歌詞提供了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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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京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王雙福也被確定爲太平歌詞的代表性傳承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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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考分析的材料。段寶林在《中國民間文藝學》中就有：「民間文藝直接反映了人民

的生活和思想，所以可以作爲『觀民風、知厚薄』的重要參考。」76的說法。 

71  雲開：〈抱定初心終不悔——訪天津相聲名家太平歌詞傳承人佟守本先生〉，《東方文化週刊》

2017年第 39期，頁 30-34。  
72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59。 
73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145。 
74  劉英男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補遺》（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頁 635。 
75  又名《十枝梅》、《大上壽》、《大實話》和《窮富拜年》。 
76  段寶林編：《中國民間文藝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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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當時的社會背景，傳統太平歌詞中存在一些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不科學的和反

動的思想，比較典型的有〈二仙採藥〉，〈吳三桂搬兵〉和〈螞蚱算命〉。77 
除了民間傳說，太平歌詞還有勸世文和文字遊戲。勸世文直接勸人向善的，情節較

少，比如〈勸人方〉、〈酒色財氣〉和〈切忌鴉片煙〉。〈勸人方〉歌詞有： 
 

勸君沒有錢別賣您的看家狗， 
有了錢別娶活人的妻。 
要屈死三分別去告狀， 
寧餓死別做犯法的。 
有三條大道兒在當中間兒走， 
曲曲彎彎使不的。 
⋯⋯78

 
這類勸世文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太平歌詞起源的清朝，民眾的文化水平低，但

因爲太平歌詞口語化，簡明易懂，不像文言文一般生硬晦澀，所以其中勸人向善的內容

有效地起到了精神教化的作用。 

傳統太平歌詞的最後一大類是文字遊戲。〈十字錦〉就屬於此類，除此之外，還有

〈百家姓〉、〈百戲名〉和〈餑餑陣〉等。這些歌詞大多以羅列爲主，並加上一些擬人

的手法和生動的情節，使這些唱詞變得活潑有趣。比如〈餑餑陣〉中就有： 
 

燒麥出征喪了殘生， 

餡餅回營搬來了救兵， 

鍋盔坐在了中軍寶帳， 

發麵火燒爲前部先鋒。 

搬來了吊爐燒餅整整十萬， 

蕎麵餅催糧押着後營。 

⋯⋯79

 
這使太平歌詞除了逗樂之外，又多了普及知識的作用。知識被寫成了歌曲之後，也更易

於記憶和傳播。 
並且，太平歌詞具有了道德教化和傳播故事的功能，它就能反映民眾的道德觀念，

如王之瑤所言，表達了民眾的歷史觀念和其對歷史的理解。80民間故事〈劈山救母〉和

77  傅惜華編：《北京傳統曲藝總錄》（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866-870。 
78  馮不異、劉英男主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第 4卷，頁 678。 
79  馮不異，劉英男主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第 4卷，頁 721。 
80  王之瑤：〈試論太平歌詞的文化價值〉，頁 20-21。 

〈五豬救母〉講人要孝順，勸世文〈大實話〉和〈勸人方〉中有守信、莫貪財、謀事在

人等思想，這些都體現了當時人民認爲正確的價值觀。 
除了上面的主要的三類之外，太平歌詞還有一類與時事相關或是諷刺時事的唱詞。

這種功能與以前相聲的諷刺現實功能頗有相像之處。〈世態炎涼〉是一段對口唱的太平

歌詞，反映了辛亥革命後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溜鉤子」溜鬚拍馬崇財拜勢

的社會現象。81 
〈世態炎涼〉云： 

 
甲：有錢的吭吭哧哧不會講話 
乙：溜鉤子說 貴人語遲不愛談 
甲：沒錢的人站在人前不會說話  
乙：溜鉤子說 他們家爸爸傻來兒子憨 
甲：沒錢的張嘴把哈欠打 
乙：溜鉤子說 這股子惡味熏死咱 
甲：有錢的放了一個出溜屁 
乙：溜鉤子說 嘿 這位大爺人家放出屁來崩焦酥脆扛口兒甜82 
 

其中諷刺意味可見一斑。 
除了正文的內容之外，太平歌詞的結尾大多會有祝福的語句，並隨機加在唱段的末

尾，比如「我願諸君您哪合家歡樂福壽康寧」83、「我是願在座各位你富貴榮華萬萬年」
84等。也有別的形式，大多爲點明或加深主題，或是和相聲的「底」一樣，與前文有所照

應，或引出對應的下文情節。 
大多數的太平歌詞無法追溯其作者，因爲曲藝在當時社會的地位和科技發展的限

制，曲目的來由和作者都鮮少留下清晰的記載。並且眼下沒有一本能夠完整記錄太平歌

詞唱詞的書，各種版本的唱詞散落各處，清末民初流傳下來的唱本則大多被各大大學和

藝術家收藏着。 
除了朱紹文留下了不少太平歌詞之外，民國以前，清宮昇平署和掌儀司也創作過大

量的太平歌詞。民國初期，藝人們也留下了許多曲目。到新中國成立後的 20 世紀 50 年
代，也有太平歌詞的新節目。85 
最後，太平歌詞作爲傳統曲藝，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藝術價值，且旋

律動聽悅耳，值得推敲。 

81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106。 
82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頁 245。 
83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頁 69。 
84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頁 71。 
85  舒日堯：〈不要讓傳統文化成爲古董〉，《中關村》2010年第 10期，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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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當時的社會背景，傳統太平歌詞中存在一些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不科學的和反

動的思想，比較典型的有〈二仙採藥〉，〈吳三桂搬兵〉和〈螞蚱算命〉。77 
除了民間傳說，太平歌詞還有勸世文和文字遊戲。勸世文直接勸人向善的，情節較

少，比如〈勸人方〉、〈酒色財氣〉和〈切忌鴉片煙〉。〈勸人方〉歌詞有： 
 

勸君沒有錢別賣您的看家狗， 
有了錢別娶活人的妻。 
要屈死三分別去告狀， 
寧餓死別做犯法的。 
有三條大道兒在當中間兒走， 
曲曲彎彎使不的。 
⋯⋯78

 
這類勸世文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太平歌詞起源的清朝，民眾的文化水平低，但

因爲太平歌詞口語化，簡明易懂，不像文言文一般生硬晦澀，所以其中勸人向善的內容

有效地起到了精神教化的作用。 

傳統太平歌詞的最後一大類是文字遊戲。〈十字錦〉就屬於此類，除此之外，還有

〈百家姓〉、〈百戲名〉和〈餑餑陣〉等。這些歌詞大多以羅列爲主，並加上一些擬人

的手法和生動的情節，使這些唱詞變得活潑有趣。比如〈餑餑陣〉中就有： 
 

燒麥出征喪了殘生， 

餡餅回營搬來了救兵， 

鍋盔坐在了中軍寶帳， 

發麵火燒爲前部先鋒。 

搬來了吊爐燒餅整整十萬， 

蕎麵餅催糧押着後營。 

⋯⋯79

 
這使太平歌詞除了逗樂之外，又多了普及知識的作用。知識被寫成了歌曲之後，也更易

於記憶和傳播。 
並且，太平歌詞具有了道德教化和傳播故事的功能，它就能反映民眾的道德觀念，

如王之瑤所言，表達了民眾的歷史觀念和其對歷史的理解。80民間故事〈劈山救母〉和

77  傅惜華編：《北京傳統曲藝總錄》（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866-870。 
78  馮不異、劉英男主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第 4卷，頁 678。 
79  馮不異，劉英男主編：《中國傳統相聲大全》，第 4卷，頁 721。 
80  王之瑤：〈試論太平歌詞的文化價值〉，頁 20-21。 

〈五豬救母〉講人要孝順，勸世文〈大實話〉和〈勸人方〉中有守信、莫貪財、謀事在

人等思想，這些都體現了當時人民認爲正確的價值觀。 
除了上面的主要的三類之外，太平歌詞還有一類與時事相關或是諷刺時事的唱詞。

這種功能與以前相聲的諷刺現實功能頗有相像之處。〈世態炎涼〉是一段對口唱的太平

歌詞，反映了辛亥革命後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溜鉤子」溜鬚拍馬崇財拜勢

的社會現象。81 
〈世態炎涼〉云： 

 
甲：有錢的吭吭哧哧不會講話 
乙：溜鉤子說 貴人語遲不愛談 
甲：沒錢的人站在人前不會說話  
乙：溜鉤子說 他們家爸爸傻來兒子憨 
甲：沒錢的張嘴把哈欠打 
乙：溜鉤子說 這股子惡味熏死咱 
甲：有錢的放了一個出溜屁 
乙：溜鉤子說 嘿 這位大爺人家放出屁來崩焦酥脆扛口兒甜82 
 

其中諷刺意味可見一斑。 
除了正文的內容之外，太平歌詞的結尾大多會有祝福的語句，並隨機加在唱段的末

尾，比如「我願諸君您哪合家歡樂福壽康寧」83、「我是願在座各位你富貴榮華萬萬年」
84等。也有別的形式，大多爲點明或加深主題，或是和相聲的「底」一樣，與前文有所照

應，或引出對應的下文情節。 
大多數的太平歌詞無法追溯其作者，因爲曲藝在當時社會的地位和科技發展的限

制，曲目的來由和作者都鮮少留下清晰的記載。並且眼下沒有一本能夠完整記錄太平歌

詞唱詞的書，各種版本的唱詞散落各處，清末民初流傳下來的唱本則大多被各大大學和

藝術家收藏着。 
除了朱紹文留下了不少太平歌詞之外，民國以前，清宮昇平署和掌儀司也創作過大

量的太平歌詞。民國初期，藝人們也留下了許多曲目。到新中國成立後的 20 世紀 50 年
代，也有太平歌詞的新節目。85 
最後，太平歌詞作爲傳統曲藝，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藝術價值，且旋

律動聽悅耳，值得推敲。 

81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106。 
82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頁 245。 
83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頁 69。 
84  佟守本：《中華太平歌詞珍本》，頁 71。 
85  舒日堯：〈不要讓傳統文化成爲古董〉，《中關村》2010年第 10期，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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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太平歌詞的內容除了傳統太平歌詞的三種之外，還有諷刺現實的一類。

其意義主要有三：一是它所具有的教化傳播的作用；二是從太平歌詞中可以窺見當時的

社會特點與民眾道德標準和歷史觀念，它具有歷史研究的價值；三是它作爲一門傳統曲

藝，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傳承。 
 

六、太平歌詞的現代發展 
 

2011年 9月 3日下午，郭德綱和搭檔于謙帶着幾位德雲社的演員來到了曲藝家吉文利
的家。吉文利是吉坪三的幼子，他將一副珍藏了 67 年的玉子送給了郭德綱。這幅玉子先
爲吉坪三所用，後傳給荷花女。86 
吉文利表示把玉子送給郭德綱不是一時衝動，他覺得郭德綱的太平歌詞水平非常接

近老一輩的藝術家，年輕的相聲演員難得有這樣的水平。他還說：「我將玉子送給郭德

綱，就是感謝他將已經邊緣化的太平歌詞帶進德雲社，帶給全國聽眾。」而郭德綱則承

諾一定會繼承傳統，說好相聲，唱好太平歌詞。87 
  1995年，郭德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相聲大會」，88後更名爲德雲社。以郭德綱

爲班主的德雲社最早在天橋演出，後來不斷發展，現在全國各地共有九個劇場，並在

2013 年宣布成立墨爾本分社。德雲社的演員規模也比較大，郭德綱八科徒弟，現已有前
四科在劇場演出，還有帶藝拜師的和一些師從他人的演員也都在德雲社演出。 

21 世紀，演員紛紛推陳出新，更注重「新式相聲」，而德雲社卻反其道而行之，注
重傳統相聲，再兼及新式相聲。德雲社的節目單中基本都是傳統相聲，太平歌詞作爲傳

統相聲的四門功課之一，郭德綱更是強調相聲演員必須要會唱太平歌詞。 
太平歌詞在近幾年又進入觀眾的視野。郭德綱徒弟張雲雷，9歲學藝，11歲拜師，網

上還流傳着他小時候登臺唱太平歌詞的視頻。2017 年，他因改編北京小曲〈探清水河〉
而一炮走紅。他早年學唱，各種曲藝形式都有涉獵，粉絲自發地學習他在臺上唱過的唱

段，除了北京小曲〈探清水河〉之外，還有各種太平歌詞，京劇或評劇的經典唱段。只

要他開口，臺下的粉絲便會一起跟唱。因爲張雲雷，不少年輕人開始注意到太平歌詞。 
對於傳統曲藝來說，年輕人才是傳承的力量。無論是對觀眾，還是願意拜師學藝的

學徒來說，如何讓傳統曲藝具有吸引力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但對學徒來說，一旦

走紅，如何能保持初心，不驕不躁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86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52。 
87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52。 
88  後在 2003年更名爲德雲社。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國汶川大地震，超過六萬人喪生，將近兩萬人失蹤，89諸如此

類的還有新疆玉樹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等。張雲雷表演時，抓哏搭檔楊九郎的姐姐：「嫁

得太遠了，大姊嫁唐山，二姐嫁汶川，三姐嫁玉樹。」楊九郎則說：「是，我仨姐姐多

有造化啊聽聽，好傢伙，這都倖存者啊這都是。」此事在 2019年的 5月 12日被人以視頻
截圖的方式發上社交媒體。張雲雷公然拿國難開玩笑，被中央媒體勸誡「學藝先學

德」。 
此事雖與太平歌詞沒有關係，但從側面反映了演員被過度追捧後可能會出現的後

果。今時不同往日，「謹言慎行」，是每個演員都需要牢記的四個字。 
太平歌詞等傳統曲藝的再度興起是可預見的。幷且現在的科技發達了，太平歌詞一

旦經由這些有名氣的演員演唱，觀眾錄像發到網上，傳播速度更比以前的社會快了千萬

倍。但當代有名的年輕相聲演員紛紛拍電影接電視劇上各種綜藝，不知是否還有精力去

研究學習太平歌詞這種傳統曲藝了。 
曲藝發展始終起起落落，不知這次是否只是一次雷聲大雨點小的虛假繁榮。筆者希望演

員能抓住機會，好好發展，戒驕戒躁，守好藝德，不忘初心，把太平歌詞這門傳統曲藝

好好繼承下去。 
 

七、結語 
 
本文以太平歌詞爲研究對象，從其起源一直摸索到最近十年的現代發展。太平歌詞

起於清代，大致源於蓮花落，在不同的社會情況下或沒落或繁盛。清末民初，名家輩

出，其後雖有傳唱，但好景大不如前。太平歌詞一路走到了今天，以前它是相聲演員的

必修課，是招攬觀眾的必備手段，今日它是一門傳統曲藝，仍被相聲演員傳承着。它記

錄了當時歷史文化，且淺白易明，易於傳唱，具有教化作用，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

的道德觀念。今日，因爲科技媒體的發展，太平歌詞再次走進人們的視野，傳統曲藝尚

未消失，只望後人能謙虛謹慎，薪火相傳。 

89  楊昇儒：〈汶川地震 10 週年  爭議與影響一次看懂〉，《中央通訊社》（2018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5120024.aspx> [檢索日期：2019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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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太平歌詞的內容除了傳統太平歌詞的三種之外，還有諷刺現實的一類。

其意義主要有三：一是它所具有的教化傳播的作用；二是從太平歌詞中可以窺見當時的

社會特點與民眾道德標準和歷史觀念，它具有歷史研究的價值；三是它作爲一門傳統曲

藝，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傳承。 
 

六、太平歌詞的現代發展 
 

2011年 9月 3日下午，郭德綱和搭檔于謙帶着幾位德雲社的演員來到了曲藝家吉文利
的家。吉文利是吉坪三的幼子，他將一副珍藏了 67 年的玉子送給了郭德綱。這幅玉子先
爲吉坪三所用，後傳給荷花女。86 
吉文利表示把玉子送給郭德綱不是一時衝動，他覺得郭德綱的太平歌詞水平非常接

近老一輩的藝術家，年輕的相聲演員難得有這樣的水平。他還說：「我將玉子送給郭德

綱，就是感謝他將已經邊緣化的太平歌詞帶進德雲社，帶給全國聽眾。」而郭德綱則承

諾一定會繼承傳統，說好相聲，唱好太平歌詞。87 
  1995年，郭德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相聲大會」，88後更名爲德雲社。以郭德綱

爲班主的德雲社最早在天橋演出，後來不斷發展，現在全國各地共有九個劇場，並在

2013 年宣布成立墨爾本分社。德雲社的演員規模也比較大，郭德綱八科徒弟，現已有前
四科在劇場演出，還有帶藝拜師的和一些師從他人的演員也都在德雲社演出。 

21 世紀，演員紛紛推陳出新，更注重「新式相聲」，而德雲社卻反其道而行之，注
重傳統相聲，再兼及新式相聲。德雲社的節目單中基本都是傳統相聲，太平歌詞作爲傳

統相聲的四門功課之一，郭德綱更是強調相聲演員必須要會唱太平歌詞。 
太平歌詞在近幾年又進入觀眾的視野。郭德綱徒弟張雲雷，9歲學藝，11歲拜師，網

上還流傳着他小時候登臺唱太平歌詞的視頻。2017 年，他因改編北京小曲〈探清水河〉
而一炮走紅。他早年學唱，各種曲藝形式都有涉獵，粉絲自發地學習他在臺上唱過的唱

段，除了北京小曲〈探清水河〉之外，還有各種太平歌詞，京劇或評劇的經典唱段。只

要他開口，臺下的粉絲便會一起跟唱。因爲張雲雷，不少年輕人開始注意到太平歌詞。 
對於傳統曲藝來說，年輕人才是傳承的力量。無論是對觀眾，還是願意拜師學藝的

學徒來說，如何讓傳統曲藝具有吸引力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但對學徒來說，一旦

走紅，如何能保持初心，不驕不躁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86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52。 
87  任衛新：〈相聲裏的太平歌詞〉，頁 52。 
88  後在 2003年更名爲德雲社。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國汶川大地震，超過六萬人喪生，將近兩萬人失蹤，89諸如此

類的還有新疆玉樹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等。張雲雷表演時，抓哏搭檔楊九郎的姐姐：「嫁

得太遠了，大姊嫁唐山，二姐嫁汶川，三姐嫁玉樹。」楊九郎則說：「是，我仨姐姐多

有造化啊聽聽，好傢伙，這都倖存者啊這都是。」此事在 2019年的 5月 12日被人以視頻
截圖的方式發上社交媒體。張雲雷公然拿國難開玩笑，被中央媒體勸誡「學藝先學

德」。 
此事雖與太平歌詞沒有關係，但從側面反映了演員被過度追捧後可能會出現的後

果。今時不同往日，「謹言慎行」，是每個演員都需要牢記的四個字。 
太平歌詞等傳統曲藝的再度興起是可預見的。幷且現在的科技發達了，太平歌詞一

旦經由這些有名氣的演員演唱，觀眾錄像發到網上，傳播速度更比以前的社會快了千萬

倍。但當代有名的年輕相聲演員紛紛拍電影接電視劇上各種綜藝，不知是否還有精力去

研究學習太平歌詞這種傳統曲藝了。 
曲藝發展始終起起落落，不知這次是否只是一次雷聲大雨點小的虛假繁榮。筆者希望演

員能抓住機會，好好發展，戒驕戒躁，守好藝德，不忘初心，把太平歌詞這門傳統曲藝

好好繼承下去。 
 

七、結語 
 
本文以太平歌詞爲研究對象，從其起源一直摸索到最近十年的現代發展。太平歌詞

起於清代，大致源於蓮花落，在不同的社會情況下或沒落或繁盛。清末民初，名家輩

出，其後雖有傳唱，但好景大不如前。太平歌詞一路走到了今天，以前它是相聲演員的

必修課，是招攬觀眾的必備手段，今日它是一門傳統曲藝，仍被相聲演員傳承着。它記

錄了當時歷史文化，且淺白易明，易於傳唱，具有教化作用，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

的道德觀念。今日，因爲科技媒體的發展，太平歌詞再次走進人們的視野，傳統曲藝尚

未消失，只望後人能謙虛謹慎，薪火相傳。 

89  楊昇儒：〈汶川地震 10 週年  爭議與影響一次看懂〉，《中央通訊社》（2018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5120024.aspx> [檢索日期：2019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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