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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如今看来十分偏僻的古村落，为何会留存着两百年

前最潮版的《白蛇传》壁画？“事实上，在桥墩水库未建之前，

碗窑由于地处鳌江最主要支流横阳支江的上游，水路交通

十分通达。”杨树说，碗窑从清乾隆晚期逐渐进入鼎盛期后，

“实业瓷矿，屋宇连亘，人繁若市”（据《平阳郡巫氏宗谱》），成

为四方客商纷至沓来、繁华至极的浙南民窑制造中心。

戏台和三官殿的相继建成，为碗窑本地的作坊主和手

工业者、远道而来的各地客商，提供了解决精神信仰和文

化需求的场所。据当地人介绍，三官殿的香火一直很盛，

到本世纪初，每逢节庆，村民仍会定期邀请社戏班子在古

戏台演出。

史料记载，明清之际，在温州这片南戏的发祥地，古老

南戏、新兴昆曲与各地进来的地方剧种相互影响渗透，舞

台演出盛况空前。到了清代，温州的戏曲演出，更是出现

了昆腔、高腔与乱弹、徽调（皮簧、和调）、滩簧、时调等各种

“花部”乱弹声腔并行的百花齐放局面。“戏班演出的剧目，

既有南戏遗存剧目，又有明清新编传奇；演出的班底，既有

昆曲或乱弹单腔组班，又有诸腔融合的戏班；在一本戏的

演出中，既有全本纯粹的昆曲，也有一部分是昆曲另一部

分是乱弹的剧本。”这种戏曲演出各类声腔融合、演员文武

昆乱不挡的奇特景象，被杨树称作戏曲史上独有的“温州

模式”，“温州人开放、包容、富有创新精神的性格特点，在

那时就可见一斑。”

在如此热闹的舞台上，《雷峰塔传奇》是很多戏班经常

演出的压箱底剧目之一，这在当时有名的“老锦绣乱弹班”

“同福班”（今永嘉昆剧团前身）等剧团留下来的资料中可

以查证。

“碗窑《白蛇传》壁画，既是‘百工之乡’温州在清代商

品经济繁荣的文化表现，也见证了‘南戏故里’戏曲文化的

发展和繁荣。”杨树说，民间画师大多以同时期的小说、剧

本插画为蓝本，开展各种艺术再加工。而据他考证，与碗

窑壁画同时期的《白蛇传》情节最多的连续性绘画故事，是

刊刻于嘉庆十一年的小说《雷峰塔奇传》插图16幅和嘉庆

十四年的弹词作品《绣像义妖全传》《序像》绘画16幅。“碗

窑《白蛇传》壁画却有体现不同版本、不同情节的连续 52
幅故事绘画，我认为，这些壁画应该是画师根据当时的温

州戏曲舞台演出情况所画。”

关于这位画师也就是古戏台的建筑师，碗窑有一个口

口相传的民间传说，说三官殿和戏台都是一位年仅24岁的

泰顺师傅所造，足足造了三年时间。完工后，年轻的师傅回

到泰顺，大病一场去世了。碗窑人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只

是传下了别有深意的一句话：“碗窑戏台当心看。”

看来，碗窑戏台，真的要“当心看”。

“温州人开放、包容、富有创新精神的
性格特点，在那时就可见一斑”

在地处浙南深山的传统古村落——温州苍南桥墩镇碗窑村，位于半山坡的清朝古戏台的藻井上，竟
藏着52幅绘于清代的全本《白蛇传》连环壁画！

近日，汇编碗窑古戏台藻井壁画的专著《那年，小青还是一条鱼》（以下简称《那年》）由浙江摄影出版
社正式出版，打开了这尘封两百年的文化传奇之密钥。

得悉此事，年近九旬的温州戏曲研究专家沈不沉先生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戏曲史上非常了不起的
一件事，它填补了戏曲史的一项空白，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

这位潜心研究了大半辈子温州戏曲文化的老学者直言，自己去过两次碗窑，可惜都没看出古戏台上
方有何玄机。“如果我发现是《白蛇传》，我肯定花钱请人拍照，把它们研究出来。”沈先生说，“我还从没听
说过国内有一个庙台的顶上有过连环画的先例，何况内容还是人们所熟知并广为传播的《白蛇传》故
事。这是我们‘南戏故里’温州对中国戏曲史的一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千百年来，《白蛇传》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早已深入人心。
2006年，《白蛇传》传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让世人把目光再次聚焦到它的各门类文化遗存上。

如今，《白蛇传》结缘温州的这一段传奇再现，不仅为“南戏故里”的戏曲史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证明，
更填补了中国戏曲史的一项空白，为《白蛇传》传说在中国的流传续上了一个美丽的注脚。

碗窑清代古戏台
惊现全本《白蛇传》连环壁画

粼粼碧波，轻雾迷离。那绵延起伏的深深浅浅的绿浪

中，隐约露出一片片青黑的瓦脊——站在对岸看碗窑，有

一种遗世独立的神秘和悠远。

位于玉苍山西南麓、桥墩水库上游的碗窑古村，早在

2013 年就被列入了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录，后来又被

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石头小路上山，清澈的山水从路

旁水沟里哗哗而下。走过隆隆作响的水碓，走过从半山腰

一路蜿蜒而下的长长的龙窑，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这座

因为古陶瓷制作技艺而兴盛起来的手工业古村落，至今仍

流淌着浓郁的古陶瓷的文化因子。

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的碗窑古村，经过数

百年发展，在清朝乾隆晚期之后逐渐进入鼎盛期。碗窑古

戏台，建于道光二十二年。站在三官殿和古戏台之间的天

井里，只见这小小的一方戏台，虽因数百年风雨侵袭而渐

现沧桑，却依旧难掩往日的风华，向四角飞起的檐背上，几

组人物塑像十分生动，而正中的福禄寿三星灰塑笑容可

掬。踏着石阶走上一米多高的戏台仰头看去，只见顶部的

柱子和斗拱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正中的藻井呈放射

状，自小而大的格子里依稀是各种彩绘的图案，因为年月

久远，肉眼难以辨认清楚。

“2016 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去碗窑，在戏台下凝望着

藻井上的那些壁画，随手拍了几张照片。随后，我仔细看

着手机里放大的照片，忽然发现其中有一幅画，画有白蛇

现形的样式。而在这幅画的旁边，另外一幅也是白蛇现形

的图画，但两幅画中，白蛇边上的人物不一样。我顿时来

了兴趣。”《那年》一书作者杨树告诉我，“关于碗窑戏台藻

井壁画上的内容，之前大家都说有多部戏曲故事，也有说

与温州南戏有关，却一直没有定论。那天看到这两幅画

后，我很惊讶，因为这跟我所知的《白蛇传》内容有很大出

入，我只知道白蛇端午节喝了雄黄酒现形吓昏了许仙，难

道她还吓过别人？”

杨树是苍南桥墩人，从小就经常去碗窑玩。他一直喜

欢戏曲和民俗，自此就留了个心眼。

去年，碗窑景区经过数年提升打造，成功跻身国家级

4A景区行列。苍南县旅游投资集团出资，与苍南半书房和

温州书局合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成功复制了古戏台藻井

壁画。此前众说纷纭的壁画内容，终于掀开了神秘的面纱。

在逐一详细观察了所有壁画内容，并查阅了大量《白

蛇传》的传世版本后，杨树确定：这里，有一整本的《白蛇

传》故事！它们以藻井壁画第六层、正对着三官殿神像的

一幅为第一幅，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序，然后进入第七、八、

九层，每层12幅一共48幅，加上底层4幅，正好是52幅。

“我只知道白蛇现形吓昏了许仙，
难道她还吓过别人？”

“痴仙姑峨眉山别义兄”“白娘子裘王府收小青”“下

凡游湖共赏世间景”……《那年》一书，仿照中国传统章回

体小说的样式，给每幅壁画取了一个题目，文图结合，逐

一讲解52幅《白蛇传》壁画的内容。

杨树把这部分内容称作“说明文”。不要小看了写作

这个“说明文”的难度，为此他从各种渠道搜罗了当下几

乎所有的《白蛇传》版本，包括《白蛇传》传说非遗申报地

江苏镇江的《白蛇传》研究会的三大本论文集，追根溯源，

厘清了《白蛇传》故事发端、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它的缘起，最早可追溯到唐人传奇《白蛇记》。之后

的南宋话本《雷峰塔》、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等，都可算

是白蛇传故事的来源。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流传至

今最早的文本是明末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里的《白

娘子永镇雷峰塔》。在这个故事里，许仙还叫许宣，小青

（青蛇）还是西湖第三桥潭内千年成气的青鱼。

从唐宋时期的蛇精故事到冯梦龙传奇，白蛇故事的

中心思想是为了宣扬“妖精害人”的观念，以提醒少年郎

莫为女色所迷。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白蛇传》有了三种戏曲版本以

及弹词、小说等版本，分别是刊刻于乾隆三年的黄图珌曲

本、之后的陈嘉言父女改编的梨园旧抄本、刊刻于乾隆三

十六年的方成培曲本，以及乾隆三十七年的《白蛇传》弹

词本《义妖传》和嘉庆十一年出版的小说《雷峰塔奇传》。

在这些版本中，《白蛇传》的主题已经逐渐演变为追求人

性自由、讴歌超越人妖界限的爱情。

“《白蛇传》故事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经过时

间、地域的流变，不断有支流汇入，使它不断变化绵延不

绝”，杨树说，“这个古老的传说是如此受人喜爱，以至于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它还是不断地被人们加以各种演绎：

从上世纪中期由剧作家田汉创作的集大成的经典版京剧

《白蛇传》，到李碧华的小说《青蛇》、徐克的电影《青蛇》、

田沁鑫的话剧《青蛇》……就在今年年初，不是还出了一

部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吗？”

那么，碗窑的这部《白蛇传》又是属于哪个版本的

呢？《那年》一书通过对碗窑壁画和冯梦龙话本、上述清代

五个版本的故事情节的比对分析发现：碗窑古戏台藻井

52 幅《白蛇传》连环壁画，它的故事情节不是出自明清

《白蛇传》故事的任何一部完全的版本，而是画师融合了

上述诸多版本创作而成的，其中四幅的情节还不见于上

述所有版本，属于自创的内容。

“可以断定，碗窑这部《白蛇传》，是一部独创性糅合

型的《白蛇传》。我想，它应该是两百年前温州版的《白蛇

传》，也是当时最潮版的《白蛇传》。”杨树说。

“《白蛇传》故事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
长河，不断变化绵延不绝”

潘虹

《《白蛇传白蛇传》》壁画之一壁画之一

▼碗窑古戏台藻井壁画全貌

▲碗窑古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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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金新新 肖云海）

日前从县税务部门获悉，为贯彻

落实国家 2019 年更大规模的减

税降费，连日来，税务部门主动

上门服务，到企业宣传和落地优

惠政策，让他们实实在在得实

惠。仅上半年，全县就新增减税

约3.22亿元，其中企业新增减税

约2.6亿元。

近段时间，县税务局工作

人员多次到位于灵溪的天信仪

表集团有限公司，上门为企业

提供精准到位的政策解读，主

动承担起企业发展参谋的职

责。因连续 2 年增值税税率下

调，与去年同期相比，天信公司

今年上半年减免增值税及附加

税约 360 万元。“实际上我们在

去年的时候就已经享受到减税

降费的红利了，包括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按 175%，现在的政策

给我们这类制造型企业带来非

常大的帮助，我们能够把更多

精力投入到整个公司生产研

发。”天信仪表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彭永久介绍。

根据测算，2019 年，减税降

费政策可为天信公司节省 1700
多万元资金。这不仅能降低经

营压力，还能把更多资源投入

到产品研发、人才引进及设备

改造中，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据悉，今年以来，该公司已投入

研发经费 1000 多万元，研发费

用占销售额的 4.8%，是近年来

的新高。

创办于 1972 年，位于桥墩

镇的仙堂酒业有限公司，在税务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同样享受到

了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红利。

该公司利用减免的近 10 万元税

费对企业进行改造，厂房面积在

原来 5300 平米基础上，又新增

了1200平米。

浙江仙堂酒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郑瑞群说：“增值税减少大

概 20%到 30%，我们厂利用这

块资金，大部分用于企业发展

再生产，具体用于厂容厂貌，厂

房的改造，还有自动化灌装线

上面。”

依照政策，今年在 2018 年

减税降费的基础上有更大规模

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其中

一项是，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缴纳的部分地方税种实行减半

征收。即按50%减征资源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耕地占

用税等地方税种。

“从企业规模上看，小微企

业受益户数是最多的，分行业

看，受益最大的是制造业，下一

步，一是持续开展减税降费宣

传，二是提高征纳沟通平台的使

用率，三是针对优惠政策不熟悉

的典型企业开展上门辅导。”县

税务局收入核算股副股长洪道

聪表示。

上半年全县新增减税约3.22亿元

减税降费让企业轻装“上阵”

日前，云遮水库工程顺利

通过蓄水阶段验收，意味着备

受关注的云遮水库工程即将进

入蓄水新阶段。据了解，云遮

水库位于岱岭乡福掌村，是一

座以供水为主，兼顾防洪及改

善水环境的水利工程。水库总

库容 286 万立方米，最大坝高

42.5米，属小（1）型水库。工程

总投资1.3亿元，2015年1月开

工建设。 （水利）

云遮水库工程通过蓄水验收云遮水库工程通过蓄水验收

本报讯（罗双双 吴克川）

日 前 ，首 期 民 宿 产 业 培 育 发

展（苍南）论坛举行，旨在学

习 民 宿 发 展 先 进 地 区 的 经

验 ，谋 划 苍 南 民 宿 行 业 的 未

来 战 略 部 署 ，营 造 良 好 的 民

宿发展氛围。

本次活动邀请了省内知名

民宿、民宿投资企业及民宿营

销平台公司经营业主以亲身创

业经营经历为案例，与大家交

流分享了民宿投资、管理服务、

媒体应用、市场推广等经验心

得。专家经验分享表达生动，

通俗易懂，切入民宿发展瓶颈

问题，非常“接地气”，得到参会

人员一致好评；同时台上台下

互动热烈，我县各民宿业主及

专家共同探讨了当前苍南民宿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未来

民宿发展路径。

据悉，民宿产业培育发展

（苍南）论坛，拟计划举办 6 期，

为系列性微论坛；每期的主题

不同，本期论坛以“民宿的苍南

机会和山海情怀”为主题。各

位专家利用论坛举办前一天半

时间对矾山、马站、霞关、桥墩

等主要民宿相对集中的乡镇景

区进行实地考察。接下来几

期，将根据我县民宿经营业主

的交流需求，计划每个月有针

对性地邀请一些民宿专家团队

来考察，为我县未来民宿产业

发展群策群力，为乡村旅游发

展提供新的增长极。

民宿产业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首期发展论坛举办

本报讯（经信）为推动我县中小

企业转型升级，助推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日前，县经信局在苏州大学举

办苍南县“两个健康”民营企业高管

研修班，90 余名规上企业高管人员

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学习。

本次培训围绕“数字化智能化

时代基于大数据的企业创新”“家族

传承与企业发展”“企业内部风险控

制与治理”“智能制造与工业4.0”等
专题展开，同时安排了苏州工业园

区等现场教学环节，帮助企业家开

阔视野，增长见识，创新理念，激发

活力。

“两个健康”民企
高管研修班开班

□张国栋
随着“低头族”不断增加，一些

人开始在寻常事上打起主意。一批

打着“看新闻、看视频、走路能赚钱”

旗号的赚钱APP频现，吸引大量用

户下载安装。然而，媒体调查发现，

赚钱APP并非真的能赚钱，从注册

使用到现金提现，整个过程圈套重

重，一不留神，不仅白费功夫，还可

能掉入陷阱。

赚钱APP在注册时，大都要求用

户填写真实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

号，因为涉及利益与提现，还要绑定银

行账号、微信号等。在很多软件都要

求实名认证的当下，不少用户觉得再

多几个实名认证也无大碍，可当用户

注册了这些所谓赚钱APP后，兼职、推

荐刷单、网贷等骚扰电话就开始找上

门来，有的甚至因此“摊上大事”。

消费者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以免

上当受骗。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要

加大对相关APP不规范行为的处罚

力度，坚决向虚假违法广告说“不”，

倒逼平台加强广告审核，规范自身行

为。要加强对平台的运营资金监管，

防止平台出现“跑路”，损害用户权

益。同时，还要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以法治手段终结各类手机APP应

用乱象，还市场一个健康的环境。

“赚钱APP”不能
成监管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