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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靖江宝卷。
靖江宝卷依存于江苏靖江地区的“做会讲经”。
靖江地区的讲经（按：即宣卷）活动有其独具的特征，保存了较多的宗教信仰成分。
对它的研究，既可以充实、丰富对中国俗文学，特别是宝卷的探讨，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对中国古代及
近代民间社会的研讨工作。
因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靖江宝卷已经引起了学术界连续的关注。
相关的研究著作不断出现，其宝卷作品也获得了大量的刊布。
这对于深入探究靖江宝卷的历史发展、存在价值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书的撰著即是在前贤今仁的相关研究著作的基础上，对靖江宝卷作一个全面的研讨。
其意图在于初步揭示靖江宝卷发展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描述靖江宝卷的发展过程与基本类别；并
对主要的作品做初步的叙录，以使读者更为方便、清晰地了解靖江宝卷的实际；书中也对靖江宝卷的
宣演及其文本特征作了说明，力图从文学的角度阐明其意义所在。
　　以上只是对靖江宝卷研究的一个初步描述，其重点在对其发展历史与文本形式的探讨。
自然，研究靖江宝卷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的研究，一是宣演、仪式的研究。
这两方面应该一视同仁，不应有所偏废。
由于主观与客观诸多因素的限制，本书的撰著主要是完成了前一部分的工作。
后一部分的工作，只能寄希望于在未来的几年中完成，以最终与本书配合，使靖江宝卷的研究能达致
圆满。
　　本书是我和车锡伦老师合作完成的。
车老师是这一方面研究的专家，其卓著的学术成就已是学界共睹，无须我赘言，而其提携后学的热切
与无私，更是令人感慨、感动。
从提供相关宝卷作品，到指正我论述中的缺失，车老师都展现出了前辈学者特有的风范。
合作撰著此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在治学与为人两方面不断向车老师请益的过程，其中的收获自是良
多。
　　从2005年接受此课题，到现在完成，迁延的时间可谓不短，主要还是我拖拉的缘故，自己也深感
惭愧。
这里，在对主其事者的关照表示感谢的同时，更需要说声“对不起”了。
三年多的撰著过程中，我的爱人艾萍一如既往地承担了主要的家务，支持着我。
在此，要对她说声“感谢”。
还要感谢王绯女士、李兰生编辑，他们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不少的辛劳。
　　靖江宝卷犹如一丰富的民间宝库，有着很多的研究工作可以去展开。
本书的撰著属于抛砖之举，不足之处，尚请方家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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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的江苏靖江是少数仍然有着宝卷宣演的地区。
当地称宝卷宣演为“讲经”。
讲经依存于“做会”之中。
从其仪式到文本，都体现着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
作者通过对靖江当地的地域、文化背景的探讨，阐明了靖江宝卷发生的原因、靖江宝卷的发展历史与
其主要的类别，对靖江宝卷中的民俗和宗教信仰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描述与探讨，并重点讨论了其中
为民间信仰重要组成部分的冥府信仰。
本书是国内外首部对靖江宝卷作全面、深入研讨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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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永峰，1972年出生，江苏昆山人。
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唐代文学、敦煌文学研究。
出版著作《敦煌变文研究》、《禅月集校注》两部，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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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方言　　靖江的吴文化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它的方言上。
靖江境内主要有两种方言：一为老岸话，一为沙上话。
靖江以横港为界，北面称为“老岸”，南部临江地区称“沙上”。
老岸地区讲吴语方言，称“老岸话”，是江苏北部（长江以北）的吴方言孤岛。
沙上地区成陆较迟，且沿江塌长无常，为后来移民居住之地，方言混杂。
其主要方言称为“沙上话”。
靖江另有几种小方言：泰兴话，如皋话，崇明话，以及沙上话与老岸话合流的夹沙话。
　　老岸话、崇明话、夹沙话属吴语，沙上话、泰兴话、如皋话属江淮方言。
老岸话是靖江市代表方言，使用人口占全市人口的71％。
通常所谓“靖江话”，就是指“老岸话”。
光绪十年刊本《靖江县志》卷五《方言》记载了很多靖江方言语词，其中的大部分还存在于现在的吴
方言中。
如其中载靖江方言，谓针日引线，谓乱谈日瞎嚼，谓以盐渍物日腌，谓有事日事体，谓俭不中礼曰小
器等等。
　　靖江的做会讲经主要流传于老岸地区，用老岸话讲唱。
这直接说明着它与吴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
　　三宗教信仰作为宗教信仰色彩极浓的演艺活动，靖江讲经的产生与流行自然和当地的宗教信仰文
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靖江在明代才得以设县，加上其独特的地理特征，自然造成了文献对于明以前的当地的相关
历史文化记载失于简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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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靖江宝卷研究》在历史上，扬州、泰州地区曾是蜚声遐迩的东南重镇，具有襟带淮泗、控引江
南的地理优势，利尽四海、民生所系的经济地位，磅礴郁积、精光勃发的文化积淀。
以扬州、泰州为中心的苏中、江淮地区，也是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津。
山川形胜，人文氤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其影响力赓续至今而经久不衰。
　　《扬泰文库》是扬州大学“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包括审美文化
、扬州学派、经济管理、社会文化4个系列，80余种学术专著，共计2000余万字。
文库汇集了众多学者的智慧和学识，体现了将扬、泰地区优秀的古代文化与灿烂的现代文明有机交融
，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发扬光大的理念。
文库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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