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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郎儿(1)”推考 
杨惠玲 

《艺术百家》2003 年第 3期 

- 

     

  内容提要：“货郎儿”是在吸收[货郎儿]、[转调货郎儿]等民间曲调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说唱伎艺。这一伎艺兴起于宋代， 晚成熟于元代前期，可能一直延续

到清代。由于形式新颖、别致，又贴近听众，富有故事性和娱乐性，“货郎儿”不

仅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还为洪昇、唐英等戏曲作家所摹仿，丰富了戏曲的表现手

法。可以说，“货郎儿”是各类艺术互相影响和促进的生动范例。  

  关键词：“货郎儿”    说唱伎艺    故事性   娱乐性  

  作者简介：杨惠玲（1967--）女南京大学中文系戏曲戏剧专业 2001 级博士研究

生  

  

 

  宋元以来，我国的传统戏曲日趋成熟、完善，渐渐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与此

同时，曾经滋养了戏曲艺术的说唱伎艺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和大街小巷，并不断产

生出新的品种，在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些说唱伎艺中，“货

郎儿”是影响较大的一种。“货郎儿”采用[货郎儿]等民间曲调，摹仿挑担货郎一

边摇鼓，一边吆喝的方式说唱故事，形式别致、独特，曾经深受人们喜爱。本文试

图根据极其有限的材料勾勒出“货郎儿”的发展轨迹，描画出它的大致面貌，以期

对这一伎艺有比较清楚和全面的了解。  

                                    一

  “货郎儿”是在运用[货郎儿] 、[转调货郎儿]等民间曲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一

种说唱伎艺，因此，要了解它的渊源，应该首先弄清[货郎儿]等曲调的兴起过程。

叶德均先生认为[货郎儿]等曲调源自货郎摇鼓叫卖的声音（2），笔者非常赞同，理

由有两点：其一，这些曲调以“货郎”命名的原因即在于它们和货郎有着明确的渊

源关系。其二，《水浒传》中有段描写可作为佐证：燕青扮做山东货郎儿，去泰安

向相扑士任原挑战。只见他“腰里插着一把串鼓儿，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众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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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

听。’燕青一手拈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

（3）”。这样看来，吟唱[货郎转调歌]和[货郎太平歌]本是货郎的看家本领，那

么，[货郎儿]等曲调是从货郎的吆喝声发展而来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货郎的叫卖声是怎样演变为曲调的呢？元杂剧《黄花峪》和《渔樵记》中有两

个细节对研究这一问题颇有参考价值。《黄花峪》中，李逵扮做货郎寻访、营救被

蔡衙内抢走的李幼奴。李幼奴听到“买来，买来，卖的是调搽宫粉麝香胭脂柏油灯

草”的叫卖声，开门问他：“你卖的是那几件儿物件，你数与我听。”李逵便将所

卖物件一一唱了出来：“铜钗儿是鹦鹉，鑞鐶儿是金镀，缕带儿是串香新做，有这

个锦裙襴法墨玢梳，更有这绣领戏绒线铺，翠绒花是金缕，符牌儿剪成人物，这个

锦鹤袖砌的双鱼，更有那良工打就的纯刚剪……”（4）。《渔樵记》中，货郎张撇

古为了替朱买臣送信，在刘氏家门口边摇鼓边叫喊：“笊篱马杓，破缺（疑为铁）

也换（5）”。另外，元杂剧《百花亭》中有两个细节也值得一提(6)。其一是王焕

为扮做卖查梨条的小贩，央求职业小贩王小二：“就传与我叫的腔儿咱(7)”；其二

是王焕为和贺怜怜相会，去承天寺卖查梨条。他运用从小二那里学来的“叫歌声演

习的腔儿”吆喝了一大段让人眼馋心动的广告词（8）。这些细节至少能说明两个问

题：其一，货郎们的吆喝主要通过介绍、夸说自己所卖的商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

望，以收到广告效应；其二，货郎们的吆喝并不是完全随意而为之的，有一定的节

奏和旋律，因而需要传授。根据这些细节，我们不难推测：起初是小贩用简洁的语

言将所卖商品的名称、产地、质地、特点和功用编成歌词，配以一定的节奏和旋

律，一边摇鼓，一边吆喝出来，主要起广告的作用。这些吆喝口口相传，腔调便慢

慢固定下来，形成了曲调。  

  [货郎儿]等曲调形成后，渐渐引起了艺人们的注意，有人运用这些曲调说唱故

事。于是，一种新的伎艺诞生了。除此以外，这种伎艺还用货郎招揽顾客的串鼓或

蛇皮鼓伴奏，摹仿货郎一边摇鼓，一边吆喝的方式进行表演。因为与货郎及[货郎

儿]等曲调关系密切，这种伎艺就叫做“货郎儿”。  

  粗线条地勾勒“货郎儿”的形成过程并不难，更让人困惑的问题是：“货郎

儿”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成熟，又是怎样发展的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院本名目”中有《货郎孤》，据王国维考证，陶氏

收录的这些“院本名目”皆为金代作品（9）；元宪宗前后在世的杂剧作家吴昌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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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佚作品《货郎末尼》（10），不知它们与“货郎儿”有无关联，待考。《元曲

选》中的《风雨像生货郎旦》（11）保留了“货郎儿”演出的一些情况，但由于作

者已佚名，无法推知它的创作年代，也只能存疑。  

  与以上材料相比，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元典章》中的一则禁令：“至大十二年

囗月囗日中书兵刑部承奉中书省判送刑房呈，……在都唱琵琶词货郎儿人等，聚集

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不唯引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蒙都堂议得，拟合禁

断，送部行下合属，依上禁行，奉此施行。间又端奉都堂钧旨，唱琵琶词货郎儿人

等止禁（12）”。案，至大是武宗（1307--1312）的年号，根据《元史。本纪二十

三》的记载，武宗“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此处的“至大十二年”有误，或者

“十”是衍字，或者“至大”是至元的笔误。至元是世祖的年号，起于 1264 年，终

于 1294 年。这则禁令说明 晚在元代前期“货郎儿”就已经颇为流行，正因为如

此，“货郎儿”的演出才“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引起了统治者的恐

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它发展的初期是不会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的，一定要等它

在民众中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触动他们的神经。而一种在民

间处于自发状态的艺术形式从初具雏形到发展成熟并壮大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因

此，可以肯定的有两点，其一，“货郎儿” 晚于元代武宗之前发展成熟；其二，

“货郎儿”开始形成的时间应该是元代之前，但也不会早于宋代，这是因为作为流

动小贩的货郎是随着小商品经济的发展于宋代才出现的（13）。  

  虽有朝廷的禁令，“货郎儿”还是顽强地在民间流传，显示出草根的力量。

《货郎旦》中的第三折，李彦和与张三姑劫后重逢，李已沦为牛倌，穷困潦倒，而

以说唱“货郎儿”为生的三姑不仅衣着光鲜，而且还主动提出要奉养李彦和：“凭

着我说唱货郎儿，我也养的你到老”。第四折，春郎羁旅无聊，想听曲解闷，驿子

马上推荐说唱“货郎儿”的张三姑。这说明“货郎儿”在当时颇受欢迎，因此，张

三姑演出频繁，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衣食无忧。到明代，文献典籍中依然可以见到

“货郎儿”的影子。《金瓶梅词话》第八十八回：庞春梅获知潘金莲被杀，茶饭不

思，悲痛不已，周守备连忙“使人们前叫了调百戏的货郎儿进去”，排解春梅的郁

闷。该作第十五回描写元宵节灯市的盛况时写到：“村里社鼓，队共喧阗；百戏货

郎，庄齐斗巧”。“货郎儿”被视为百戏的一种，成为赛社的主要项目。可见有明

一代，“货郎儿”仍是人们重要的消遣、娱乐方式。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货郎儿”清代在民间演出的记载，但在文人的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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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能找到它的踪迹。《长生殿》中的李龟年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靠唱弹词为

生，但他“沿门鼓板”的演出方式和运用[转调货郎儿]说唱天宝遗事的表现手法却

是属于“货郎儿”（14）的。素来关注、喜爱民间艺术，会唱民间小曲，曾创作大

量俚曲的蒲松龄也曾模仿“货郎儿”进行创作，他的《南吕调九转货郎儿》（15）

以唱为主，杂以念白，通过九支曲子表现了一个厌恶、逃避学习的书生被迫参加考

试的全过程，描写细腻生动，具有让人感同身受的表达效果。洪昇和蒲松龄都比较

熟悉“货郎儿”，可能亲眼目睹过它的演出。如果这个推论能够成立，可以确定

“货郎儿”在清代初年还流传于民间。  

  由于资料的缺乏，有关“货郎儿”的兴起和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如：1，“货

郎儿”主要在哪些地区流行？2，“货郎儿”是什么时候失传的？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货郎儿”的发展线索：兴起于宋代， 晚成熟于元代前

期，自元迄明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可能一直延续到清代。  

                                    二

  “货郎儿”之所以成为老百姓喜爱的艺术，是因为它在表演方式、表现手段、

曲腔曲牌和表演风格等方面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能适应人们的欣赏趣味，满足人

们的文化需求。“货郎儿”的特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概括：  

  （一）演出方式：“货郎儿”不在勾栏瓦舍演出，没有固定的场所和舞台，主 

  要是沿街挨户说唱，或象《金瓶梅词话》中被周守备唤去的艺人一样，到人家

中表演；或如《货郎旦》中三姑所说的“无过是赶几处沸腾腾热闹场儿（第四

折）”，在街市或村庄的热闹处做场。《金瓶梅》第十五回描写元宵灯市时写道：

“村里社鼓，队共喧阗；百戏货郎，庄齐斗巧”。据此看来，“货郎儿”也作为社

火的项目和别的伎艺争奇斗巧。  

  这种演出方式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表演与接受之间没有间离，比较随意，便于 

  艺人与听众的感情交流。《货郎旦》中第四折，三姑每说唱一段，春郎就插入

几句话，或是夸赞三姑“唱得好”；或惊异于三姑的故事，予以小结，提出问题：

“那奸夫把李彦和推在河里，那三姑和那小的可怎么了也”；或提出要求，许以赏

赐：“你再细细的说唱者，我多有赏钱与你”。他们两个，一个将故事一步步推向

高潮，一个被深深吸引。艺人与听众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完成了一次成功

的演出。由此可见，“货郎儿”演出时，听众可以随时发表感想，提出要求。艺人

也能够及时了解听众的想法和需求，以便临场发挥，尽量取得令人满意的演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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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二）表演手段和体制：说、唱是“货郎儿” 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这是毫无

疑问的，仅仅在《货郎旦》中就可以找到好几个例子证明这一点。如；第四折，驿

子回答春郎说：“我这里无乐人，只有姊妹两个会说唱货郎儿”。春郎唤三姑和李

彦和：“兀那两个，你来说唱与我听者。”其中，说又分韵白和散说。诗词用韵

白，即吟诵，如《货郎儿》中第四折张三姑表演时处理《火烧赤壁诗》和《好长安

诗》，用的就是韵白：[诗云]烈火西烧魏帝时，周郎战斗苦相持。交兵不用挥长

剑，一扫英雄百万师。[诗云]水秀山明景色幽，地灵人杰出公侯。华夷图上分明

看，绝胜寰中四百州。其它，如故事的开始部分介绍李彦和娶妾前李家的情况：

[云]话说长安有一秀才，姓李名英，字彦和，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浑家刘氏，孩儿

春郎，母张三姑。那李彦和共一娼妓，叫做张玉娥，作伴情熟，次后娶结成亲。再

如曲子之间有些过渡性的穿插：[云]那婆娘娶到家时，未经三五日，唱叫九千场。

如此等等，用的都是散说。虽是说唱并用，但还是有所侧重。张三姑表演李家的故

事主要是依靠[九转货郎儿]的九支曲子，说白一般用在过渡段落；蒲松龄的《南吕

调九转货郎儿》中，唱的比例更大，说白只是点缀于唱词之间。由此可见，“货郎

儿”应该是以唱为主，穿插说白或念诵。  

  既然是以唱为主，一般都有伴奏。《货郎儿》中，张三姑说自己“不会按宫商

品竹弹丝”，表演时不过是“摇几下桑琅琅蛇皮鼓儿，唱几句韵悠悠信口腔儿（第

四折）”，可见“货郎儿”不用弦索伴奏，多用蛇皮鼓（或串鼓）控制节奏。  

  表演开始时，艺人要先“做排场”“敲醒睡”（16），以表示演出开始，集中

观众的注意力。然后，一边摇鼓，一边说唱。  

  “货郎儿”表演的故事可分两个部分：“入话”和正文。如《货郎旦》中第四

折，在“话说长安有一秀才”之前张三姑诵、说、唱的这几段，如上文提及的《火

烧赤壁诗》和《好长安诗》以及[九转货郎儿]中的[一转]和[二转]等，与李家的故

事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相当于说话的“入话”。“入话”之后，张三姑以[九转货郎

儿]中的[三转]至[九转]，杂以念诵，叙述李家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正文部分。从

“货郎儿”的演出结构来看，它曾经受到“说话”的影响。  

  （三）演出内容：根据〈货郎儿〉第四折中三姑的表演，“货郎儿”可以唱

“人间新近希奇事”，如李家的悲惨遭遇；也可以唱历史故事，如三国故事、“韩

元帅偷营劫寨”、“汉司马陈言献策”等等；还可以唱爱情故事，如，“巫娥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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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阳台”、“梁山伯”和“祝英台”（第四折）等等。如此看来，“货郎儿”的演

出以说唱故事为特征，题材广泛。张三姑说她的师傅将李家的故事编成了二十四回

说唱（第四折），说明“货郎儿”容量很大，可以说唱较长篇幅的故事。  

  （四）曲调唱腔：“货郎儿”常用的曲牌主要有两个：[货郎儿]]和[转调货郎

儿]。其中，[货郎儿是单独的只曲。[转调货郎儿] 是套曲，有[九转货郎儿]和[三

转货郎儿]之分。根据《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其[九转货郎儿]，考《元人百

种》，一转至九转，皆不作集调。按诸谱皆以第一为正格，余皆以本调起，本调

收，而中注高宫、中吕等曲——所注牌名，或同或异，终未画一”（17），[九转货

郎儿]是由一支[货郎儿]和八支以[货郎儿]为首尾又穿插别的不同曲调形成的[转调

货郎儿]组成的套曲。  

  北杂剧和传奇的不少作品都曾吸收[货郎儿]等曲调，编入正宫或南吕演唱。根

据《元曲选》《元曲选外编》和《长生殿》中[货郎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