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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善曲艺“宣卷”的历史渊源

【摘 要】：近年来，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工作受到国家的重视，而作为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嘉善地区曲艺“宣卷”，且已濒临失传。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加以考察嘉善地区的宣卷文化，并对嘉善宣卷的历

史脉络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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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莹钰

2012年6月中旬，在一次偶然的田野调查中，无意间发现浙江省

嘉善县有一种说唱艺术，被称为“宣卷”。目前在嘉善地区还有零星

的一些宣卷班子在表演这种民间艺术，因此嘉善宣卷研究小组对嘉

善宣卷这一濒临失传的曲艺形式做进一步调查与研究，试图对此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拯救并继续传承。

一、嘉善县概况

嘉善县属于浙江省嘉兴市，地处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位于我

国长江三角洲东南侧，江、浙、沪的交汇处。全县总面积507.68平

方千米。嘉善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道密布，纵横交错，素有“鱼

米之乡”的美称。

嘉兴市形成于新石器马家浜文化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嘉善位

于吴、越的交界处，被称为“吴根越角”之地。战国时越国灭亡今

嘉兴市归属于楚国。秦初属于会稽郡。隋代并省州县，废嘉兴县属

苏州。明宣德四年（1429），经准于嘉兴县。在明清时期，嘉善地区

江南手工业、商业发展繁荣，人们对娱乐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大，一

些民间艺术形式随之出现。由于嘉善的地理位置优越，地势平坦，

水陆交通便利，因此与周边地区的交流非常广泛，这些交流除了物

质方面还包括了文化交流。

二、嘉善宣卷的发展历史

宣卷，即“宣讲宝卷”，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说唱曲艺形式。[1]宣

卷流传于我国南北各地，南方地区以太湖流域居多，“宣讲”的内容

多为带有宗教色彩的、与祀神习俗相关的民间故事。

为了更好的深入了解嘉善宣卷的历史文化渊源，上海大学音乐

学院组织成立嘉善宣卷研究小组，2014年3月18日，嘉善宣卷研究小

组成员一起拜访了嘉善宣卷传人袁云甫先生。袁云甫在2008年被嘉兴

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对于宣卷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在

西塘旅游景区有定期、定点的演出活动，在多次宣卷文化交流的活

动中，热情接待了许多喜欢以及研究宣卷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

员。在与袁云甫先生交谈中，得知嘉善宣卷的一些历史背景以及其

发展现状。由于嘉善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宣卷这种独

特的民间艺术流传于此地，并形成具有嘉善独特气质的曲艺艺术。

从袁云甫先生的表演中发现，嘉善宣卷的表演形式有三个组

成部分，即说白部分、吟诵部分和歌唱部分。宣卷的吟诵部分是主

体，内容大多采用佛经故事为题材，宣卷的歌唱一般加入在一段故

事的结束部分。从内容和结构上来看，嘉善宣卷与唐代“变文”有

相同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唐代的“变文”最

早是寺院里为了宣传教义而设，内容大都是讲述佛经故事，为了更

能吸引听众，又在讲述中插入了一些唱段。早在汉代时期，佛教已

传入中原地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经达到了鼎盛阶段，这为后来

的宣卷发展在表演形式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僧人们为了使

佛教经文更通俗化，吸引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

事和民间传说。

北宋时期，寺庙中的讲经唱文进入瓦肆勾栏中表演。《太平广

记》中说：“宋长干寺有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

十余万言，止长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独绝。”[2]由此可以看出北宋

时期宣卷这种说唱艺术已经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明嘉靖出徐宪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风土类”中记述“近

来村庄流俗，以佛经插入劝世文俗语，什伍相聚，相为唱和，名曰：

‘宣卷’。盖白莲之遗习也。湖人大习之，村妪更相为主，多为黠僧

所诱化，虽丈夫亦不知堕其术中，大为善俗之累，贤有司禁绝之可

也。”[3]此段文字清楚的描述了嘉靖年间，开始流行于浙江吴兴农

村的一种叫做“宣卷”的习俗，其中有僧人主持，表演形式同样是

“相为唱和”，而且风靡一时，宣卷发展至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后，政府在上海、宁波等地设立通商口岸，国家的工

商业快速发展起来。各类经商的江浙人士四处从商，宣卷并伴随着

这种人口的流动传入各地。从袁云甫老师口中得知，由于吴兴与嘉

善相邻，交通便利，所以宣卷从江苏苏州、吴江传入嘉善地区，并

慢慢形成了嘉善宣卷。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宣卷的部分内容带有迷信色

彩，政府大力抵制这类活动，由此宣卷进入了一段衰落时期。不久

之后，北方的宣卷慢慢消失，仅剩嘉善、绍兴一代还零星保留了一

些宣卷。

二十世纪末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逐渐成熟，对民

间传统艺术也越来越重视，嘉善宣卷同样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演出活动也渐渐频繁起来。在嘉善宣卷保留原有结构的基础之上，

卷本的内容中增添了更多反应人民大众世俗生活的故事情节。

如今，随着嘉善宣卷传承人的年事已高，且没有可以传承的继

承人，嘉善宣卷再一次面临失传的困境。

三、嘉善宣卷诞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清政府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入侵，我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日益加深，各阶级纷纷进行反抗。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使一些

基层群众更加依赖神佛，于是敬神拜佛的活动在农村时兴起来。嘉

善宣卷作为其中的一种娱乐活动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不仅能够

满足平民的需求，而且抒发了大众的心声。

（二）地理条件

浙江省嘉善县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道密布，纵横交错，舟船

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商品贸易的往来，嘉善宣卷这种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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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也随之传入进来，并继承发展成为独具

嘉善特色的嘉善宣卷。

（三）农耕文化

浙江是水稻文化发源地之一，稻作劳

动也是嘉善人民最主要的生产活动之一。

《吕氏春秋、审时篇》说：“夫稼，为之者

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以人稼

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收，此之谓耕

道。”[4]嘉善宣卷作为一种娱乐方式，伴随

着重要的耕作劳动继续传播。

（四）民间信仰

嘉善地区民间信仰浓厚，常常举行祭

祀性仪式。渐渐的发展至三官会、做寿、小

孩满月剃头、乔迁新居等喜庆日子都要请宣

卷班子表演，表示庆贺。

（五）戏曲文化

浙江是南戏的发源地，也是古代四大

戏曲声腔中海盐腔、余姚腔的主要流传地

区。嘉兴则是海盐腔的重要发源地。[5]由于

其地方戏剧种类多，影响大，戏曲故事流传

较广，艺人就将一些戏曲故事中的主要情

节，以宣卷的形式完整的表现出来。有的只

唱一部戏，有的串连多部戏曲故事，供人们

在闲暇娱乐时观赏。

四、嘉善宣卷所面临的问题

（一）宣传力度不够大

嘉善宣卷作为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大众心中却扎根不深。社会对其

认识还不够，社会地位不高。同时，嘉善宣

卷作为一种根植于农村的民间活动，在进入

城市和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方面还存在一定的

难度。

（二）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

法有待改善。

由于嘉善宣卷既属于民间艺术又带有

宗教艺术色彩，所以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方面存在极大的难度。而且在嘉善宣卷

的演唱艺术当中，语言方面在传承中存在障

碍。各地的曲艺，均使用了具有当地特色的

地方语言，所以曲艺若想在全国范围开展传

承并交流，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嘉善宣卷

也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曲艺艺术如果不用方

言，其价值也就没有了，因此如何解决这个

问题关系到曲艺艺术的传承与保护。

（三）理论研究需提高

在本小组对于嘉善宣卷历史文化的调

查和与当地嘉善宣卷传承人袁云甫先生的交

流当中，得知很少有相关研究人员对嘉善宣

卷的历史文化以及本体特征进行系统的调查

与研究。研究嘉善宣卷的人员更少，且没有

系统地、详细地开展关于嘉善宣卷的调查与

研究，对此曲艺的资料收集尚且稀少，没有

详细的史料可供参考。

（四）班社组织相对较少

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嘉善宣卷的

班社组织所剩为数不多，成员也只有8人左

右。大多数嘉善宣卷的传承人年事已高，且

没有继承人，这对嘉善宣卷的传承工作增加

了难度。

五、结语

因为嘉善宣卷和其他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一样，都是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

而非纸面上谱例记载。在一批批造诣颇深的

传承人相继离世的情况下，普查的工作也就

愈发紧迫起来。嘉善宣卷作为我国的民间说

唱艺术，不仅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而且也为我国的民间艺术发展

作出了贡献。2010年嘉善宣卷已被列入第四

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政府高

度重视保护嘉善宣卷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

产来源于人民的生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嘉善宣卷不仅是生活的文化，与人民群

众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

宝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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