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12/

01%34224500023%23167+183248

!

3248485+46 7358 973528

江苏文化艺术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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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曾广泛

流传于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广大地区!后日

趋式微#现今仍存活于世的宝卷!主要集中在

江浙沪沿运河"环太湖地区和甘肃河西走廊!

同时在甘肃南部洮岷地区和青海东部河湟地

区以及山西介休"江西于都"云南巍山等地有

零星分布!呈一片
!

江浙沪吴方言区
"

"一线

!

河西走廊
"

"若干点的分布格局$

如果说!佛教宝卷%民间宗教宝卷"世俗

宝卷是宝卷的历史类型!那么!源于世俗宝卷

的江浙沪宝卷!就宣演形态而言!至少可划分

为两大现实类型&'讲经类(%'宣卷类(# 根本

标志为!有无丝弦乐器伴奏#无锡%常熟%靖江

等地以铃具%木鱼为基本道具宣演宝卷!仪式

繁复!为'讲经类(# 以同里宣卷为代表!浙红

的绍兴%嘉善宣卷!上海的浦东%金泽宣卷!不

但有江南丝弦器乐伴奏!而且'起角色(!是为

'宣卷类(#当然!此乃一家之言!可不作定论#

江浙沪宝卷在保护传承中有丰富的自

主实践# 一是坚守传统# 从形式到内容始终

保持原汁原味原生态# 但坚守非固守!而是

应时变通!适应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对宣演程序和内容作适度调整#二是不断探

索# 上海周浦本着'保留本体!与时俱进(的

理念!充分挖掘%利用宣卷的传统要素!编创

反映现代生活的宣卷 !探索如何促进 '老树

开新花(!打造新编现代宣卷!成功地登上上

海乃至中国的群众文艺最高奖)))'群 星

奖(的大舞台!荣获大奖# 三是大胆变革# 冲

破传统羁绊! 实行颠覆性变革# 自古以来!

宝卷宣演都是凭桌
!

坛
"

而坐 !浙江嘉善陶

庄宣卷撤桌! 艺人在台上可自由走动表演!

而内容也以现代题材为主# 四是双轨并行#

民间艺人自发传承! 政府部门主导创新!而

且吸收民主艺人参与创新!此为江苏昆山锦

溪宣卷的成功实践# 五是激发活力# 浙江绍

兴连续举办宣卷会演和艺人培训班!为代表

性传承人拍专题片 *宣卷人生+$ 靖江电视

台录制讲经影像 !开设讲经专栏 !为宝卷注

入新的活力$ 六是理论研究$ 一方面邀请大

专院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一

方面发现"鼓励本土有研究能力的乡土学人

开展研究!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深入开

掘宝卷的文化意蕴和人文价值$

江浙沪宝卷保护传承须进一步解决以

下几个问题&一是观念与态度的问题$ 如今

宝卷己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其'劝人为善(的主旨 !对于今天的和

谐社会建设不无裨益$二是敬业与内行的问

题$ 必须与民间艺人交朋友!像徒弟那样深

入现场!全过程观察"讨教"体悟$ 三是申遗

与保护的问题$成功申遗可确定各地宝卷在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地位!目的是

更好地保护传承$ 应防止和克服一种倾向&

重申遗!轻保护$ 应实实在在富有成效地做

好保护工作$ 四是抢救与保护的问题$ 对宝

卷的保护!抢救是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 各

种版本的宝卷集 ! 均有文献价值和研究价

值$ 何况!富有地域特色的宝卷集可作地方

文化名片和文化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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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时刻!对于某一个人!是既定的!亦是

神秘的$

我一直在猜想 ! 比如黄靖先生决定写

作
##

讲
#

讲经
$$$

的那个晚上! 写作 *讲
#

讲

经
$

+会在他生命中发生了什么呢$

'讲经究竟是宗教!还是民俗!这是长期困

扰人们的一个重大问题$ (

这是*讲经是什么+第一句!几乎是创世者

的口气$ 不要以为黄靖先生有什么大的野心!

恰恰相反!他像一个如数家珍的长子!很敦厚

地把家传的困惑说出来$ 讲经是百姓的盛典$

讲经显示出特有的文化亲和力$浸润在这种亲

和力中!讲经成了黄靖先生的胎记!也是所有

靖江人心中扎得最深的草根$

人生其实就是记忆和遗忘的中庸$一辈子

的风尘!像江上的浪花!消失了!也就没有了$

而成功的人往往选择固执!固执地记忆!固执

地追求!从*山的况味+开始!黄靖先生就一直

在访问自已!现在!他的访问终于抵达了他的

童年之站!那些漫长的夏夜!那些枯燥的冬夜!

布满稻香的打谷场! 一一在黄靖先生笔下盘

旋!凝结!渗透!记忆的四眼井就这样挖掘而成

了!宝卷中的英雄谱!下凡的星宿 !民间的玉

皇!善与恶的较量!苦难中的磨砺!日常生活中

的奇迹!迁徙之途中的遭遇!每一个故事!每一

次讲述!都在无限的言说之中!而这样的言说!

都刻录在黄靖先生的年轮中了$

所以!黄靖先生说
%

'我们都是喝讲经的乳

汁长大的$ (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民俗实际上体

现了一个地区的个性$ 讲经之于靖江!恰如吴

方言之于靖江)))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

靖江讲经和靖江方言这么顽强地生存在江之

北这块三面环江的土地上
&

这块土地是长江

移植来的泥沙!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是从远方

移植而来!但每个人的脚下都有
'

一块洗不掉

的故土的泥巴$ 我想! 讲经和靖江方言的坚

持!坚守!还有坚强!也许正是黄靖先生对讲

经入迷的缆绳$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有一篇自

传体散文
##

小于一
$$

!他从现时开始!一直回

忆到他最小的!也就是童年的他!他自谦地说

童年的他'小于一($我们所有的童年都是小于

一的$ 小于一的我们如何向前奔跑
&

勤奋的黄

靖先生给出了答案! 他几乎每天俯身向下!面

对他的童年!面对脚下的土地!品尝着传统的

快乐!奉献着命名者的快乐$

写作就是自已给自己的事$而世界上最大

的事莫过于知道怎样自己给自己$ 很多时候

的写作!黄靖先生总是游移!惟有到了巳经创

作或准备的九十篇*讲
#

经讲
$

+!说起改编的

草卷!说起靖江人创造的圣卷!黄靖先生仿佛

回到故乡的游子!他是那么的自信!还有点神

采飞扬$

所以!*讲
#

讲经
$

+ 是黄靖先生摸到的一

副好牌$

'当我还在襁褓之中便由母亲抱着" 父亲背着

出入讲经堂$那冉冉青烟"烁烁烛光"花花绿绿

的纸马以及抑扬顿挫的讲唱!随着母亲甘甜的

乳汁!润物无声地渗入我幼小的心灵$ (

这是怀恩者的刻骨铭记!也是反哺之路的

标志!高过我们的头顶!直指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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