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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汉川善书是盛行于湖北省汉川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种地方性曲艺品种。因其主

流思想健康积极、故事性强、情节生动、讲唱并美而在当地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与黄

陂花鼓、阳逻高跷一起被人们誉为“湖北三盛”。其艺术特点和风格可以概括为十个字：正

派、雅致、动听、感人、完整。2006年，汉川善书以其宝贵的历史价值、丰富的人文内

涵、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汉川善书的自身特质使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艺艺术存在的同时，也与汉川当地的传统节令和

风俗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由此产生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介绍汉川善书的历史渊源

以及故事文本和表演特点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和民俗有着密切联系的

具体表现，并试图揭示这些联系所产生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汉川善书  故事文本  表演形式  岁时节日  地方民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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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善书是劝人们为善去不善之书，最初是宗教徒通过讲述与佛教、道教有关的故事而宣传其教

义，对世人进行劝化的工具，具有明显的宗教性。wWW..CoM善书何时脱离宗教自成一体，

得以正名，目前有证可考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的“钦颁善书”《为善阴骘二卷》，其“前有大

字御制序……因采辑传记，得百六十五人，特命梓传天下云云。每人中以四字标题，如上卷

之起蒋王灵应，止于仲淹经济，下卷起张泳惠民，止周妇感悟之类是也，字版皆大，所引皆

系正史，句皆有圈，最便阅览”。这便是初期供人阅读的案头善书。此后善书向着世俗化、

文学化方向演进，逐步成为以生动活泼的说说唱唱的方式来演出，深受民众喜爱的民间艺

术。其突出特点是演说的故事以善恶报应不爽为主题，劝人积极行善，具有强烈的道德教化

意义，因而到了清代受到皇家重视。如康熙皇帝曾亲颁“圣谕广训”，清廷将这些“圣谕”

辅之以善书这种百姓易于接受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宣讲，成为清朝构建满汉和谐，巩固清室统

治，实现太平盛世的重要“德治”



工具。人民群众对这样的善书不满，进行抵制，但是对于这一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说唱形式则

是欢迎的。到了清朝后期，随着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日趋腐败衰

颓，善书的编、讲逐渐由官办走向民办，各地书局、作坊也相继编印了大批善书的单行本和

合订本。至清代末叶，善书由朝廷进行民众教育的工具变成了表现人民善良愿望、宣扬社会

美德的群众文化活动。善书民间艺人从官家手中接过这一百姓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后，用大

量民间传说、神话传奇、生活故事等对原善书的故事类型和内容进行了改造和丰富，从而使

善书成为广大民众进行娱乐和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使善书汇流于民间文学的长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华教授在对汉川善书

进行深入细致地考证后指出——“善书这种说唱艺术本来流行全国，更是遍及湖北江汉平原

的各个角落。辛亥革命以后，北方的善书逐渐消逝，而在南方地区流行的善书，也由于因循

守旧，承袭了呆板的演出形式，加上不注重发展壮大艺人队伍，所以，至解放后相继被本地

形成的早于善书的其它曲种，如鼓书、评书、小曲等所淘汰，渐趋衰亡。唯有汉川的艺人坚

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曲种，并进行了大胆改革和创新，打造了汉川地方文化品牌名片‘汉

川善书’，使之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拥有一大批艺人和广大听众。加上当地文化部门从上

世纪五十年代就抓住它不放，作为地方特色曲艺品种不断推陈出新，使它在当今城乡文化娱

乐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至今积累到三四百个新旧书目；由于汉川善书同当地城镇茶馆说书休

闲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相融合，而又能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它的内容，改进它的表演形

式，因而使汉川善书始终保持着鲜活的姿态，可谓是源远流长。南方流行的‘善书’和北方

流行的‘宝卷’属同一类型，它们都由唐代僧人在寺庙的俗讲演变而来，本来是含有浓重宗

教色彩，形势较为单调的。但在湖北汉川一带流行至今的‘说善书’，保持了它贴近民间生

活，富于道德教化的可贵特色，而且由男女艺人上场交叉演唱宣讲，形式灵活，既简便又生

动活泼。这样，它就在当地的民间文化生态中显得生机旺盛了。于是使得‘汉川善书’闻名

于世了。”

1 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和表演特点

1.1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

1.1.1题材类型

“汉川善书”是一种地方民间曲艺说唱艺术，其题材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艺人们的术语称

之为“案传”。所谓“案传”，就是凡根据经官府判定了的案情，编成故事用来宣讲的，谓

之“案”，如《一口血》、《四下河南》等；凡根据生活故事等编写用来宣讲的，谓之

“传”（也叫“书”），如《萝卜顶》、《吉祥花》等。艺人们往往把二者结合起来统称

“案传”，实则代表了汉川善书的两大类题材——公案故事和生活故事；后者细分的话还可



分为传统民间故事、现代社会生活故事、神话传奇故事等小类。

1.1.2思想内容



早期汉川善书思想内容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一个个充满因果报应的故事来表达“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的劝善思想；结局总以“好人有好报，恶人遭惩罚”的“大团圆”方式收场。过度

的理想主义取向和公式化倾向比较严重。众多书目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迷信色彩等封建糟

粕。

汉川善书能不能创演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案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

为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与时俱进的服务呢？事实已作出了答复：能！并且服务得很好。建国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汉川善书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适应时代潮流的要求，与新一代观众

文化层次的提高、知识结构的改变、人生价值的取向、审美情趣的角度相时而动的发展变化

态势。所宣讲的案传内容已不再囿于仅仅宣扬因果报应这一范畴，民间善书艺人除了对传统

书目中的消极因素进行剔除，对故事内容进行重组外，又改编创作了许多思想内容积极健康

的社会故事、道德故事、传奇故事、侦破故事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编故事，并把它们搬上善

书讲台。在秉承“讽恶扬善，劝世化人”的善书本源精神不动摇的前提下，多角度地反映现

实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如反映婚姻自主的《何月英的故事》、反映积极为社

会主义建设生产劳动的《李二姣割谷》、反映纯真爱情的《茶碗记》、反映改邪归正的《赌

回头》以及《飞鸽案件》、《双团圆》等，歌颂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鞭挞现实生

活中的坏人歹徒不良现象，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创作能力较

强，对时代气息具有敏锐感触力的新一代青年善书艺人创作了一批以当代社会生活重大现实

问题为题材的善书新剧本。如著名青年善书艺人熊乃国于二零零一年根据法轮功受害者真实

而惨痛的经历创作了揭批法轮功邪教本质的善书案传《迷途惊梦》，于当年春节期间在各地

巡回宣讲，以有别于报纸、电视等现代媒体的本地独特民间曲艺表现形式，通过善书先生们

声泪俱下的全情投入与精彩演绎，生动、深刻地使观众进一步看清了法轮功害国害民的邪教

本质，有力地配合了当地政府正在深入开展的“揭邪教，明真相”的群众工作，产生了积极

的社会影响，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各界群众的广泛

赞誉，表现了当代汉川善书与时俱进的一面。此外，如善书老艺人徐忠德为配合计划生育在

当地农村顺利实施而新创的宣传这一基本国策的《三子不认娘》、《女儿养老》等新编善书

也以其曲折感人又不失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和对农村仍然存在的重男

轻女的思想和行为的现实针砭意义而广受群众欢迎。

新时期汉川善书中出现的各类新题材及其表现出的积极的思想内容为汉川善书的艺术机体注

入了新的活力

1.1.3结构框架

汉川善书结构框架的特点明显受到宋元时民间“说话”



艺术和我国古代话本及拟话本小说体制的影响。如有“入话（头回）”。入话是话本小说的

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发生地点相

联系，或与故事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此题旨相关

的小故事，其行话是 “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

种类比或对比关系。显然，入话（头回）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

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汉川善书也是这样，主讲先生在

开篇前往往会念一首定场诗（入话），有时还会在念诗后说一段与正书故事思想意义相关类

比或相反对比的小故事（头回），然后再开始正式讲书。如善书艺人徐忠德在其代表作——

讲述邻里之间遇事各让一步共同得福的《白公鸡》前，会念一首诗：“心宽天地宽，小事莫

结冤；试看宽怀君，相善走鸿运。”点名题旨，再讲一个韩信忍胯下之辱而后成就大业的小

故事类比《白公鸡》的故事内容之后，才会进入“正话”部分，开始讲书，其间根据故事情

节穿插宣词先生的演唱。结束后，徐忠德还会用一首诗或自己对本部书的议论作为“篇

尾”。

1.2汉川善书的表演特点

汉川善书的表演特点是“韵散相间，讲唱结合。”

“讲”即叙述，是善书案传故事中的散文部分，又称为“梗子”。“讲”由主讲先生担纲，

就是主讲先生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向观众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事件与情节的进度和变

化，书中人物的身份及相互关系，进行典型环境的设置等等。由于主讲先生在叙事时不作为

人物角色进入故事情节，而相当于一个对故事的前因后果、发展过程等了然于胸的“旁观

者”，故有许多灵活性可图。整部书主线的贯穿，副线的交叉，层次的安排，矛盾的编织，

悬念的设置等等，实际上只有依仗“讲”来完成。此外，主讲先生往往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知

识，在书中紧张、热闹处，充分运用自己的虚构才能和想象力，添枝加叶，把这些精彩的部

分尽量盘旋，以达到精细刻画人物，渲染情境氛围，突出故事重点的目的。并往往通过巧妙

的故事收尾时的匠心演绎，使整部书浑然一体，令观众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或振奋，或

感叹，余味无穷。

 “唱”即宣词，是善书案传故事中的韵文部分。“唱”由宣词先生担纲，就是宣词先生以

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直接扮演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一般宣词先生有两到三人。宣词先生宣词

时，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情绪，选择特定的善书曲牌唱腔，通常以“三三四”的句式来演唱

书中人物的语言，即每一句唱词都由两个三字音尺和一个四字音尺组成，唱词上下两句为一

行，唱腔反复，一韵到底。如：

“痛伤情不由我珠泪落下，止不住伤心泪湿透衣裳。



尊夫君你听妻细把话讲，肺腑言务必要谨记莫忘。”



        ……

通篇押“ang”韵。

宣词先生从“我”的角度，以富有表现力的唱腔塑造书中人物形象，展示人物丰富、细腻的

内心世界，直接表现人物之间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推动故事情节的层层发展。艺术功

力深厚的宣词先生往往采用“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艺术思维方式对书中人物的心理、表

情、动作等各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把握，以情带声而声情并茂，以声结情而情声俱

盛。能将书中人物塑造得须眉宛然、鳞爪毕现，从而生动传神地抒发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使观众感到亲切、真实、自然，对书中人物的遭际、命运感同身受，唱者与听者皆入书中。

宣词是善书表演中最出彩的部分，一部书中最感人的情节和矛盾冲突的高潮部分通常由大段

的宣词来完成。

 宣词分为独宣、对宣、答宣三种形式，三种形式中答宣这种形式用得最多。所谓“答”就

是在宣词的过程中扶案先生针对宣词内容的插白。扶案先生一般一到两人，既无讲的任务也

无唱的任务，纯以生动的方言口语来与宣词先生的唱词一唱一答。这看似比主讲、宣词要简

单得多，实则不然。善书艺人们有个说法曰：“内行听说词，外行听宣词，同行听答词”。

可见讲难于宣，答词则更难，最考先生的艺术功力。善书演出中，宣词先生的大段悲腔往往

使观众的精神负担沉重，而扶案先生的答词却可以用“包袱”来调节现场的气氛和观众的情

绪。答词一般不写在案传中，全靠扶案先生平时的生活和艺术积累与临场发挥。好的答词能

令书中的善者愈善而令人敬；恶者愈恶而令人恨。甚至还能左右宣词先生的情感张力。同一

个宣词先生和不同的扶案先生配合演出其艺术表现力和效果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有天壤

之别，出色的扶案先生就像一个优秀的指挥家一样，根据书中情境和人物心理，起伏有致地

调动宣词先生的声与情；张弛有度地调节观众的情绪和现场的气氛。扶案先生的答词既是

“包袱”的制造者，又是“包袱”的揭示者，他一会儿让人心酸流泪，一会儿又令人捧腹大

笑，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急缓相间、有起有落。扶案与宣词答对自然，生活气息极浓。例

如宣词先生哭了一大场，哭得人鼻酸心软，这时扶案先生丢个“包袱”：“唉，再莫哭了，

引伢睡吧。”突然煞有其事地说：“哟，只顾哭，伢还冇屙尿，赶快抱起来屙泡尿，莫屙到

床上去了，天涩洗了不得干就戳了肥拐了……”马上引起了观众的笑声，这样有张有弛，有

起有伏，气氛活跃，答得自然合理，艺人上下场也不僵了。

 一部书通常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场”这一组织单元。每部书的故事都由若干场组

成，场与场的变换由上、下场时先生之间的对白榫接。每一场都是由主讲先生讲一段，宣

词、扶案先生唱、答一段加上换场时角色间的对白完成。由此开启推动故事的起因、发展、

高潮、结果，前后照应，首尾圆楔。



 汉川善书的这种以第三人称的“讲”和第一人称的“宣”、“答”、“对”相结合的互补

结构与评书等以单人表演的曲艺形式相比较，进一步扩大了案传故事的时空领域，增强了表

现情节时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汉川善书采取这样的人称交叉叙述的叙事方法，使被叙述的情

节和人物得到全方位、立体化的表现。

 “讲”、“宣”、“答”、“对”四项都要求做到“舌生花”、“口生香”、“脸生

色”、“目生光”,以表喜怒哀乐之感，调动观众内心之情。

综上所述，汉川善书以其历史渊源、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在汉川当地及

其周边地区可谓是土厚枝繁，根深叶茂。有着广阔的演出市场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主要表

现为汉川善书与当地的岁时节日和乡风民俗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和民俗的联系及其表现

在汉川及其周边地区，主要是农村，在民众心目中，认为无论请善书或是听善书都是一种现

实的善行，是非常吉利的事情。期望“善有善报”这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积淀和生活

理想在汉川民间请、听善书过程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达。与汉川岁时节日和民俗等联系起来的

善书有别于在书馆中讲书。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集体出钱请善书艺人到村、组讲书的，

这叫做公书；也有少数富裕农户自己出钱请善书艺人到家讲书的，这叫私书。请公书的目的

一般为祈求本村、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六畜平安；私书则多为表达家庭、个

人的酬神谢仙、敬祖收宗、驱鬼送傩、祈福消灾、求子延寿、旺财去病等愿望。尤其私书发

展到现在，好多农村家庭在老人祝寿、小孩满月、乔迁新居、红白喜事甚至家中有学生考上

大学时都请先生讲善书，图个吉祥喜庆红火热闹。汉川的许多节令和民俗讲究都会通过善书

表现出来。

2.1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的联系及其表现

汉川请善书的岁时节令最重要的有三个：春节、清明节、中元节。

2.1.1春节善书

春节时请的善书往往是公书。春节讲公书常常是几个相邻的村庄事先约好固定请一个善书班

子，这样时间上便于安排。各村依照下帖请书时间的先后，依次开台讲书。通常一个村一台

书，一个春节讲三天，连续在每年相同的时间连讲三个春节；也有经济条件好的村庄以村民

小组为单位请善书先生在本村各组轮流讲书。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民俗大节，在诸节日中地位最为重要。春节乃新岁之首，万物发生、万象

更新。人们对已经到来的新的一年寄寓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春节时的公书除了娱人之外另

一重要目的是娱神，即迎接、祭祀喜神与社神。“喜神”也叫吉祥神，是古人为了趋吉避

凶、追求吉庆而创设的神。开始其形象比较抽象，后来结合民间流行的“福神”



形象加工而成喜神的模样。汉川民间把“和合二仙”敬奉为喜神，认为每逢新春时天上必降

喜神，迎至可保阖村全年万事如意。“社神”是地方社会集体的主神，汉川民间认为社神具

有主司农事、保护村社成员的职能。因此，春节的公书，村社成员对社神表达的是一种集体

的诚敬及公共的愿望。请社神的主要目的是为村社祈福，不像私书那样各怀私愿。春节公书

的公共性原则是汉川民间村社共同体风习的现实反映，而社神是公共意识的投射，是村社的

精神中心。同时，社神祭祀的公共性活动，又为村社成员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维系力量。

“喜神”与“社神”的画像在春节讲善书时被共同供奉于书台之上。除开台讲书前，善书主

讲先生及村社重要人物要焚香表、鸣鞭炮恭迎，供三牲福礼祭祀外，讲书时，观看善书的绝

大部分村民都或在台下或烧香祷告，或上台向“善惠”箱中投钱施“善惠”（关于善惠的讲

究下文有详解）。以自己现实的善举向所供诸神为自己的村社祈福。“唯为社事，单（殚）

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村民对春节公书的热情和投入，体现了村社成员的公共意识

与集体精神。

在汉川民间，乡村春节的公书，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娱人兼娱神的文化活动，同时从社会意义

的角度说，也是乡里市井社会关系的一种缔结与再造。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调理民事纠纷的

功用。村社成员在统一地域环境下朝夕相处，有着大致相近的经济与社会利益。在较早的时

期应该还有部分村社公产，相互之间在生产、生活上彼此亦有着较多的互助需要。但也难免

会为一些诸如田地边界、宅基地、引水灌田等事发生一些摩擦和龃龉。春节是人们一年中难

得的闲暇时光。春节的村族公书更为日常忙于生计的人们提供了集体交往的时间与空间。人

们在聚集观看善书时，在度过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互相庆贺，共祝新生。村社成员之间的人

情、乡情在为公书出钱出力，共同为本村祝福，观看善书时相互交流自己对情节、人物的看

法和见解中得到了强化与更新。平日有矛盾的村民，在为春节公书搭建讲台时遇到了，往往

会在为共同目的劳动合作的过程中，相视一笑，握手言和。又如两个家庭间为些小事关系紧

张，在观看春节公书时碰到一起了，这时也往往会有村中有威望的长辈拿来两柱香，交给双

方的户主，点燃后共同上讲书台向喜神与社神敬香。两家一般都会在敬香后的互道“新年

好”、“新春愉快”的祝福声中消除隔阂，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构成真诚相处的和谐气

氛。从春节公书的故事中受到教益化解矛盾的事例很多。著名善书艺人徐忠德有一个通过春

节善书化解两家矛盾的生动事例：徐忠德 2000年春节在汉川汪家河村讲善书。村中有两家

打架扯皮。村支书问徐忠德有没有劝人不扯皮的书。徐忠德说有，晚上讲了《白公鸡》一

书。两家被善书中与人为善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就和解了。徐忠德说：“不行孝的，听了书

以后变为行孝了；不讲理的，听了书以后变得讲理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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