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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个小姑娘从小学起就跟着我学

浦东说书，现在她们升入同一所中学，可

以完成5年制整个课程体系的学习。”

9月 3日，开学第一天，作为浦东说书

的市级传承人，陈建纬高兴地告诉记者，

现在自己已经带了40个学生，其中不仅有

女生，也有男生，不仅有本地的孩子，还有

新上海娃。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浦东说书

的传承基础愈加广泛。

从散落民间到形成理论研究、从普通

娱乐项目到非遗项目、从书场茶馆到居民

社区、从曾经面临凋敝到如今中小学传承

基地建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多

年来，浦东说书完成了一次次“华丽转

身”，成为北蔡的特色民俗品牌，也成为浦

东文化中的一张名片。

开枝散叶：
流传不只在浦东地区

浦东说书成型的历史已
有200余年，它不仅在浦东地
区、也在上海其他地区及江浙
一带流行。

“钹子一敲仓仓响，今天上台唱开

场。在上海郊区陆家浜，有个先进饲养

场，养猪工作有成绩，干部社员齐赞扬。

要问模范饲养员，喏——就是养猪阿奶夫

妻俩……”

这是浦东说书经典曲目之一《养猪阿

奶》中的一段。浦东说书又称沪书、农民

书、钹子书，根据专家的考证，其起源与佛

教的传播有密切关系。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原地区后传

播很快，僧人和信徒普遍以有说有唱的方

式，在民间说唱佛教故事，宣讲因果报应

等教义，被称作“说唱因果”，也叫“唱导”

“宣卷”。浦东地区在宋代基本成陆后，佛

教随之进入，在人口繁衍经济发展的同

时，“说唱因果”也在浦东地区广为流传，

通俗易懂的“俗讲故事”，生动形象的比喻

很受欢迎。

据北蔡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赵宏财介

绍，浦东说书的早期从艺者们借用佛教宣

扬教义“说唱因果”的某些曲调和形式，使

用浦东方言，融入浦东民歌的一些音乐元

素，借鉴了评话、评弹等曲种的某些表演手

法，慢慢使浦东说书这一曲种成型。

晚清嘉庆年间（1796—1821），浦东南

汇黄路人顾秀春，首开敲击单片钹子为说

唱伴奏的先河，正式确立了浦东说书极具

特色的表演形式，作为一门独立的表演艺

术基本定型，距今有200余年。

浦东说书初起时，艺人们只在浦东农

村集镇演唱，这里的浦东并非局限于今天

的浦东新区行政区，还包括了奉贤等地。

1950年，包括浦东说书艺人在内的上

海各剧种曲种的所有艺人，都集中到大世

界游乐场学习，期间浦东说书正式改名为

“沪书”，并成立了“上海市沪书改进会”。

之后，各区县都成立了专业的曲艺团，浦东

说书成为它们最主要的演出形式之一。浦

东说书走上了一条壮大发展之路。1960
年，石耀亮先生代表浦东说书艺人出席全

国“文代会”，浦东说书达到全盛时期。

“浦东说书不仅在现今的浦东地区，

还在上海的其它地区及浙江嘉兴、平湖以

及江苏海门、启东一带流传，成为上海地

区有着广泛影响的重要曲种。”赵宏财告

诉记者。

申遗前后：
抓紧抢救和挖掘

经过不懈的抢救和挖掘，
一度濒临消失的浦东说书又
迎来了春天。

“文革”中，各专业演出剧团全部瘫

痪，浦东说书难以独善其身，艺人受冲击，

演出停止。“文革”之后各区县纷纷恢复沪

书演出团体，其中主要的有春江沪书团、

原川沙县、原松江县和原南汇县等专业演

出队。但在短暂的恢复之后，随着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原先的茶馆书场逐渐消失，

再加上多元文化的影响，休闲方式的多样

性，浦东说书不可避免地式微了。1987
年，春江沪书团全体转业，从此上海专业

的浦东说书演出团体不复存在。

“当时，浦东说书可以说是濒临消

失。但后来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浦东说书

又迎来了春天。”陈建纬说。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

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

在2004年加入这一公约之后，于2005年启

动了第一次成系统、分门类的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全国大普查，使很多濒临灭绝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拯救和保护。

2005年9月，北蔡镇文广服务中心（现

北蔡镇文化服务中心）在市、区相关部门

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实际，以“全面普

查、调查摸底，健全机制、规范管理，整理

保护、传承发展”为目标，积极开展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在被确立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之前，浦

东说书的生存状态非常窘迫：找不到一处

像样的演出场地，演员或垂老退休或转投

它业导致后继无人，以至连浦东年轻一代

也少有人知道家乡还有这门乡土艺术，抢

救和挖掘成了申遗最主要的任务。

由于当年很多从事浦东说书的艺人本

身文化程度有限，说唱表演更多是为了谋

生，作品和表演艺术采用的是师徒口口相

授，容易造成人在艺存、人亡艺绝的局面，

能被系统地记录下来的数量有限。而1996
年的“施春年沪书艺术回顾演出”留下的录

像，成为浦东说书申遗中极为重要的音像

资料，这也让申遗工作团队深知系统地抢

救和挖掘在保护传承中的重要性。为此，

工作人员多次去市和区图书馆，在浩如烟

海的史料中查阅浦东说书的历史资料；去

上海电视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寻找视频

及音响资料；去浦东各集镇访求说书艺人

们活动的足迹；组织十多位老艺人对浦东

说书历史与艺术发展道路进行回顾；组织

人力拍摄了申遗纪录片......
2007年初，北蔡镇完成了浦东说书作

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申报工作；同年3月，

浦东说书被列入浦东新区第一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6月，被列入上海市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8年 6月，被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当时经过普查，北蔡镇文化服务中心

共掌握了 33位说书老艺人的线索。申遗

工作组奔赴上海松江、闵行、南汇、奉贤、

金山，以及江苏省启东市和浙江省平湖市

等地，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登门拜访了 25
位老艺人。

老艺人们向抢救小组讲述浦东说书的

前世今生，还纷纷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各

种说唱本、照片、演出服等物件。金山区老

艺人顾骏岐当时患病住院，但他为工作人员

的诚意所感动，出院后捐赠了《大红袍》《铁

道游击队》《现代短篇集》三部手稿。

在20多天的调查走访中，工作人员征集

到钹子数个、演出服3件、脚本13册、开篇唱词

60多篇等，基本摸清了浦东说书现存的家底。

2009年，在北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浦东说书陈列馆建成。馆内陈列了大量从

老艺人身边收集而来的服装、道具、手稿、老

唱片、磁带、照片、光盘等物品。仅珍藏于陈

列馆内的纸质文献就包括长篇说本27本、现

代短篇话本9本、老艺人手稿21本、开篇唱

词232篇，展示着浦东说书全盛时期的印迹，

也为非遗保护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动态保护：
融入社区和学校

在保护、传承和发展中，
北蔡镇将浦东说书带进学校
和社区，让浦东说书“活”在人
们的生活中。

在北蔡镇文化服务中心浦东说书书

场里，台上方永欣老先生正在表演说唱

《小侠闹扬州》，台下的老人则聚精会神，

听得起劲。

“这里基本上每天下午都有浦东说

书，曲目也是不断轮换，平日里一有空就

过来听，也正好解解闷。”王老先生说。

收集曲本、谱本、服装道具、建立陈列馆

……学术界把对非遗在物质、器物层面的保

护称作静态保护，而开设常设书场，让浦东

说书与人们生活相结合，则是一种动态保

护。当然，北蔡镇在保护传承浦东说书上，

不只是开设书场，还在融入社区、融入学校、

理论研讨及对外交流等方面不断探索。

赵宏财告诉记者，十年来北蔡镇党委

政府始终把国家非遗这项事业作为北蔡

的重点工作。“如何传承发展，我们认为就

应该从娃娃抓起，所以在镇域内的一所小

学、一所中学分别设立传承培训基地。浦

东说书作为浦东地方的一个文脉，通过基

地传承培训平台，对学校进行扶持，推动

民俗的艺术走进学校，与学校的教育机制

相结合，使之能够传扬光大。”

北蔡镇浦东说书传承培训基地设在

北蔡镇中心小学和北蔡中学内，分别于

2008年和 2011年挂牌。镇文化服务中心

组织人员编写了浦东说书的教材，改变了

过去口传心授的单一传承方式。教材的

内容、难度循序渐进，便于教师的讲解和

学生的自学与练习。

在传承基地，老师们一方面指导学生

欣赏录音和视频中的名家名作，体会浦东

说书独有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对孩子耳

提面命，教导他们学习钹子演奏基本方

法，学习说纯粹的浦东话，学习“贯口”及

“圆口”“方口”等“说”的基本功和不同风

格的表演运用，学习基本唱腔，以及“手、

眼、身、法、步”等形体要领，还指导孩子们

排练一些短小的节目。

自建立两个传承培训基地以来，参与

过浦东说书系统培训的中小学生不下千

余名。基地编排的节目参加过中国国际

艺术节长三角地区曲艺汇演、上海市世博

故事大赛、上海市少儿曲艺大赛等一系列

演出，获得过各类奖项。去年，由北蔡镇

浦东说书传承培训基地创作的《野菜颂》

在“唯实杯”上海少儿曲艺大赛中入围小

牡丹奖。今年，北蔡镇小学、中学的参赛

队伍都拿到了沪语大赛的金奖。

“不管这些孩子们将来做什么，浦东

说书的学习让他们有了才艺特长。而且

现在的小孩上海话已经不怎么会说了，但

通过浦东说书，包括一些新上海人的小

孩，几年下来他们的上海话讲得也老好

了。”陈建纬说，“教小朋友学习浦东说书，

我是蛮高兴的。”

在进入学校的同时，浦东说书还走入社

区。2009年4月公益书场在文化服务中心

大楼中正式开张，从最初的每周两次增加到

现在的每周六次，成为一个固定的非遗公益

传播和观赏平台，名闻遐迩。

除了固定书场，浦东说书还通过送戏

进社区的形式，走近居民身边。由镇文化

服务中心组织文艺演出队带着浦东说书

节目巡回进 69个居村，为居民表演服务。

同时，吸收社区居民参与节目的排演，将

居民由观众变身为演员，消除了居民与非

遗的距离，发展了许多浦东说书的拥趸，

在更大范围内争取到了更多数量观众来

观赏和参与。

申遗成功以来，北蔡镇通过专家论

坛、研讨，加大了浦东说书的理论研究；通

过“缤纷长三角·浦东北蔡杯”曲艺邀请

赛，提升了浦东说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通过创编新剧，丰富了浦东说书的表演内

容，近年来，《分段承包》《养猪阿奶》《夸夸

伲格好老师》《嫁女歌》系列剧等多个作品

获长三角曲艺赛金奖。

钹子声中，浦东说书作为国家级非遗

项目已经十年，北蔡镇对它的保护工作也

进行了十余年。

“尽管期间遇到过困难，将来也不会

一帆风顺，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

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赵宏财认为，“未来

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座城市，文化的发

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伴着仓仓响的钹子声，浦东说书从茶馆走进社区、学校，得益于国家政策和保护工
作者的努力，这一几经沉浮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焕发新生。

钹子声声在今朝
■本报记者 李继成 实习生 陶毅雯 通讯员 余达升

书场内每天都有表演。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思弘

传承人教小学生学说书。 浦东说书陈列馆内有手稿、老唱片、磁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