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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
文化丰富资源。
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民族特征的直接表现，民族凝聚力之所在。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着激烈变化，许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人们经意或不经意间逐渐地消失了。
这些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们身边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如何使其得到有
效的保护和传承，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介休市位于山西省中南部，南依绵岳，北临汾河。
全市总面积744平方公里，人口近40万，是一座正在崛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因史出春秋时期割股奉君的介子推、东汉时期博通典籍的郭林宗和北宋时期出将入相五十载的文彦博
三位贤士名达，素有“三贤故里”之称，2008年，被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寒食
清明文化之乡”称号。
“三贤故里”的“寒食清明文化”，其实质是一种忠孝文化的情结，即对国家忠诚和对长辈孝顺。
忠孝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载体，体现着民族的特征，也是民
族凝聚力之所在。
两千多年来，介休以儒家的忠孝文化为核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融入了外来的佛教文化，
以及本地传沿已久的商业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介休本土特色的文化形式。
介休宝卷说唱文学文化就是这种文化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支流。
这项曲艺曲种文化在介休地区绵延一千余年，至今仍然有些地区、有些人员在表演和宣唱，尽管不是
像以往那样兴盛和广泛，但其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
介休宝卷说唱文学文化是一种来自遥远的唐宋变文的遗存，这种文化中传递着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们千百年来的希望、理想、期待的信息，也渗透着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喜怒哀乐情感的宣泄。
这些文学的故事情节、表演的各种方式、娟秀清丽的文字卷本，一直传流到今天。
介休宝卷说唱文学曲种是山西和国内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曲种之一，张颔先生曾经这样回忆：“在
抗战以前，我省的介休县的县城和农村，流传着百十来种‘宝卷’抄本。
‘宝卷’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它是一种通俗的韵文，是一种讲唱文学，广大群众乐于接受，即便是
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
念起‘卷’来，无论十几岁的孩子或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会无言洗耳静听。
我们小时也曾听过‘念卷’，并且为‘宝卷’中的故事感动得流过眼泪。
”“在介休县则不称为‘宣卷’而称为‘念卷’，也没有专门的‘念卷’的人，凡识字的人（抗战前
）都会念卷，因为音调极其简单。
以往凡逢旧年正月，春暇无事，便请两位识字的人焚香‘念卷’。
”张颔先生所讲的尽管只是介休地区某个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宝卷说唱情况，但足以表达当地人对待宝
卷说唱的那种情感和态度，无论是听卷的人还是念卷的人都是把自己的情感心声和宝卷说唱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由此可知宝卷说唱活动在当时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国家教育部为了介休宝卷说唱这个特殊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曾于2003年批准并下达
了对介休宝卷说唱文学曲种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文化考查的专项任务项目书，责成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
生导师李豫教授主持这项工作。
2003年至今已经整整七个年头，介休市委、市政府始终支持教育部这个专项任务项目工作的进行，介
休市委宣传部、介休市史志办，以及介休市委原通讯组组长王锡堂、原晋中市文化局局长王融亮等人
士均积极具体地配合了此项考察工作。
市委宣传部派出车辆和人员配合李豫教授及其研究生开展工作，并组织介休各地相关人员进行座谈回
忆，先后在张兰、洪山、义安、北贾、上梁、东胡龙、化家窑、西靳屯、大靳等介休城区和绵山地区
周围乡镇和村庄进行人员走访和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的图片，搜集到许多当事人录音资料和一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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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到民国期间在本地区宝卷说唱的珍贵卷本、抄本、刻本。
我们和山西大学学者的合作非常默契，正是双方不畏艰辛、力求完美的工作态度，保证了教育部下达
的专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介休宝卷说唱文学文化现象的调查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曲种文化现象的调查，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晋商
研究的大门。
这种文化现象和晋商妇女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近年来晋商研究从未涉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
《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是一项国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曲种的田野调查的总结报告。
它的付梓，对于介休宝卷下一步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对于山西“文
化强省”战略的实施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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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对中国山西介休地区宝卷说唱文学进行研究的专著。
本书内容包括山西介休宝卷产生的社会人文环境一历史传播情况、文本形式内容、宣唱类型仪式、宣
唱与受众人员构成诸方面。
附录收入《山西永济首阳山新近发现六部清嘉庆至民国的道情宝卷》等六篇论文。
调查报告首次揭示了介休宝卷宣唱与受众人员构成与《金瓶梅》宝卷宣唱之本事来源地之间的紧密关
系，也为晋商妇女心灵世界之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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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饰同业公会，会员九户：恒盛长、聚顺合、同盛久、晋盛昌、天锡永、恒昌号、商业昶、恒和正聚
、天德合。
药业同业公会，会员二十一户：歧兴盛、万镒昌、德庆公、复兴公、中心西德、人和堂、同和兴、万
顺新、万兴永、天顺长、复和庆、同庆和、生生永、聚泰新、道生长、义和庆、益盛永、同生药房、
济生西药房、仁爱西药房、民生西药房。
旧货业同业公会，会员四户：兴古斋、光明斋、聚升斋、敦生厚。
铁器行三家：义盛通、祥永发、恒益永。
麻绳公行三家：义盛永、发庆长、长盛魁。
青烟行三家（经营青烟、南生烟、麻纸、晋恒纸、色令纸、碱）：义生成、聚义长、万成和。
1948年7月介休解放后，旧商会被民主政府所接管，介休的商业经营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①。
介休本地商人有普通商人和内务府商人（称“皇商”）之分。
清代的范氏家族就是“皇商”，其远祖原居介休城内经商。
明初，有分支范至刚迁往介休东乡张原村，明中后期，范氏已是“市易边城，以信义著”的当地闻名
之商贾。
到范永斗时，更成为主宰张家口贸易的山右八家商人之一。
人清，清政府出于当时皇室物质采购供应需要，将张家口山右八家商人请到北京，“赐产张家口为世
业，岁输皮币人内府”。
②范氏从此就成为了御用的朝廷内务府商人，而主持八家商人贸易事务的总管就是范永斗。
范永斗及其长子范三拨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特权，结合自己丰富的经验，除继续开展北方贸易外，还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丝、绸、粮、茶、铅、盐等业务，经商区域甚至扩展到了广西、越南一带。
康熙时，由范三拨第三子范毓髌继承处理贸易业务事宜。
康熙帝两次率军征讨西北噶尔丹叛乱，第一次征讨，因运粮耗费太大，不得不在军粮匮乏情况下“班
师而还”；第二次征讨，范氏以前运银三分之一的价格接受了运粮任务，圆满完成运输任务，为当时
征讨的胜利奠定了后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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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2003年教育部批准此项目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着田野调查、搜集资料、阅读资料和分析研究资料的
工作。
项目一再申请延期，自感愧疚。
调查报告的书稿终于在本月撰写完毕，虽然非常欣慰，但也有一些遗憾。
遗憾的是课题在某些方面还做得不足；欣慰的是，终于将初步调查结果结集成书，也算是数年来率课
题组成员来往奔波在太原与介休间的一点精神安慰吧。
在项目即将结束的日子里，十分怀念那些已经走过的在介休调查的日日夜夜，十分怀念在介休支持我
们工作的中共介休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娟同志、市委党史办兼史志办主任刘宝全同志以及市委宣传部派
来协助我们工作的孟宪俊、郭峰伟等同志，尤其是八次调查中都时刻陪伴我们身边指导工作，提供大
量信息的山西大学校友、原中共介休市委通讯组组长，现退休在家的王锡堂同志，以及兴地村宣唱《
空王佛宝卷》的马勇同志等。
在此，我们课题组对他们所给予的无私帮助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项目即将结束的日子里，我们对于采访和调查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们这次调查破解了在
目前宝卷研究学术界一个颇为模糊的难题，即宝卷宣唱人员的组成问题。
《金瓶梅词话》中提到了大量的尼姑宣卷的事例，而且描述得那样细致周密，如非亲身经历过，是不
可能描绘出来的。
但自从明代《金瓶梅词话》刊行以来，在笔记小说或史料文集中提到尼姑宣卷的事例旁证却显得那样
的稀少和不为人知，即使今天还可以看到的西北河西宝卷、南方靖江宝卷的宣唱构成人员，以及这些
宝卷对先前宣唱活动的回忆，也基本不涉及尼姑宣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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