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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南宋杭州瓦舍文化的思考

张振萍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３）

南宋瓦舍文化是南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也是杭州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资源。南宋时杭州瓦舍文化非常繁荣。

据《繁胜录》记载，杭州城内与城郊有２５处“瓦子”（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１７页），

勾栏、棚子上百个，遍布京城的四面八方，城内城外。从分布的位置和数量看，当 时 的 瓦 舍 文 化 深 受 老 百 姓 欢 迎，瓦 舍 的 热

闹“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 版 社１９８２年 版，第３１页），是 老 百 姓 主 要 的 娱

乐方式。繁荣的文化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 税 高 达１２０万 缗 之 多，显 示 了 当 时 城 市 经 济、文 化

的蓬勃生机和强盛活力。

瓦舍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说到唱，从文到武，有室内有室外，形形色色，“盖耳 目 不 暇 给 焉”（周 密《武 林 旧 事》卷

三，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２页）。仅《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就有１０７种之多；《武林旧事》记载南

宋临安知名的说话类艺人有一百多人。这种贴近市民老百姓的通俗文化形式和内容，在 中 国 及 世 界 戏 剧 史 上 有 着 独 特 地

位，“瓦舍勾栏”的演艺方式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中的瑰宝，也是当今文化经济市场用以借鉴的宝贵财富和丰富资源。

南宋瓦舍文化对后世文化影响很大。《水浒传》的成书蓝本就是南宋讲史话本《大 宋 宣 和 遗 事》，而 水 浒 故 事 和 杭 州 有

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记载南宋瓦舍“说话”篇目的就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如与六和塔有关的

人物鲁智深、武松、林冲，涌金门的张顺等；和《水 浒》有 关 的 地 方 有 北 新 关、西 溪 湿 地、灵 隐、老 和 山、六 和 塔、涌 金 门 等 等。

元明清三代杭州的说唱艺术继承了南宋瓦舍的传统，各个时期都有评话 社。直 至２０世 纪，杭 州 还 有 多 处 说 书 场。杭 州 官

巷口附近就有“大华说书场”。拱墅区“非物质文化传人”八十多岁的说书人曹羽在这个领 域 曾 经 有 过 辉 煌 的 成 就，有 人 评

价他是“媒体欠发达年代的阿六头”，可见，现在的“阿六头说新闻”很有过去的“说书味”。

瓦舍文化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其发展的经济空间不可小觑。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的核心，如何让美丽的景色承

载更丰满的文化厚重，也是杭州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２０１０年杭州成为中国第三大在线旅游客源地，旅游收入突破１千亿

元，旅游人数超过６　５００万人次；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中旬杭州市入境游人次超过３００万大关。加强城市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

响力也是支撑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杭州应该开发瓦舍文化这个旅游资源，开设仿古瓦舍娱乐项目，使旅游者

再增加一项在其他城市少见的、与其他文娱感受完全不同的瓦舍文化体验，不仅增添 游 客 旅 游 的 情 趣，还 会 在 旅 游 的 记 忆

里留下一笔浓重的文化色彩。“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 新 的 精 神 财 富”，将 深 厚 和 丰 富 的

文化资源展示给游客，弘扬传播祖国的传统文化，增强杭城旅游文化的魅力，将有助于城市旅游文化产业市场的蓬勃发展。

（本文系浙江教育厅课题（Ｙ２０１１２２６３９）、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Ｃ１１ＷＨ１９）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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