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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西宝卷是活在民间的敦煌文学，在讲唱内容和讲唱形式上与敦煌变文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地域文
化特色。
河西宝卷的源流演变大致可以从“佛经——俗讲——变文——宝卷”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流变线索，
其间又受到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戏曲故事以及地方说唱文艺的影响，以写卷(抄卷)宣卷的形式长期
流行在民间。
针对河西宝卷即将成为逝去的文化遗产的现实，对河西宝卷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讨成为关注喜爱河西
宝卷的同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促进河西宝卷研究的全面深入，庆振轩主编了《河西宝卷与敦煌文学研究》这本文集。
论文作者对各自关注的宝卷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
由于河西宝卷和敦煌文学的密切关系，文集中收录了数篇与之相关的敦煌文献研究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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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八、《敦煌民歌·宝卷·曲子戏》 《敦煌民歌·宝卷·曲子戏》，高德祥整理，中国图书
出版社2009年版。
该书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敦煌民歌”，在“敦煌民歌概况”之后收录34首民歌。
高德祥在关于敦煌民歌概况中介绍了他搜集整理敦煌民歌的情况。
工作始于1978年，由于长期的禁唱，一些艺人的亡故或者时日已久，记忆模糊，所以“在收集过程中
要多听、多看，加以比较，取长补短，综合采用，融合吸收，这样才能完成整个作品的整理过程”。
敦煌民歌的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现宴生活为题材，反映了人们劳动生活，民俗习惯和思想
情感”；“二是以爱情为题材”，且“大多数都是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情歌”。
高德祥在1980年“把搜集到的民歌进行整理”，编印了“简、线谱对照的《敦煌传统民歌》”。
2005年“选择了14首敦煌民歌进行改编，录制出版了《敦煌民歌专辑》，并且将《闹五哥》、《对花
》改编成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在舞台上进行演出”。
“这次收集整理敦煌民歌，无论歌词是否健康低俗，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把它都应该有妥善的保护措施
，所以应收尽收，不留遗漏”。
集中所收《等郎君》、《顶灯》都是唱五更；《闹五哥》和《姐儿街》则唱到十二月。
在敦煌变文、宝卷的故乡，应该特别引起注意。
 该书第二部为“宝卷”，在《敦煌宝卷的历史渊源》一文后，收录有《方四姐宝卷》和《目连救母幽
冥宝卷》。
高德祥在介绍敦煌宝卷的历史渊源时特别提到，“讲唱文学在河西的流行，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从奠
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遗书文献中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敦煌非常流行讲唱文学”，“而且这种习俗在
民间一直流行。
明代设防于嘉峪关，敦煌原居民全部向东迁徙”，“迁至酒泉和张掖的交接处，大致在今高台县一带
。
可以说随着敦煌的移民，敦煌的民间文化和民俗习惯也必然会带到本地”。
“酒泉宝卷的兴起时间大约在明清时代”，“与敦煌移民于酒泉是同一时期”，“正是由于敦煌移民
于酒泉，这种传唱千年的讲唱文学形式很快传到了酒泉，而且悄然兴起”。
到了清代，又向敦煌移民，移民来自各地。
宝卷这种形式又传到敦煌。
 该书收录的两个宝卷，《目连救母幽冥宝卷》收集于1980年，“大清嘉庆二十一年”木刻印刷版，首
尾完好。
值得注意的是《方四姐宝卷》，“是根据今阳关镇阳关村3组龚秀芝老人演唱整理”。
其内容是方四姐宝卷故事中，方四姐出嫁后，饱受公婆虐待，死后父母至公婆家讨要公道的片段。
联系石林生《甘肃永靖傩舞戏》所收永靖《方四娘》小戏，可知方四娘的故事流传极广，有不同的表
演形式。
但高德祥特别强调，“根据龚秀芝所演唱的宝卷曲调分析，宝卷音乐的传承是比较严谨的”，“因为
讲唱宝卷者往往把它视为诵经一样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宝卷音乐传承的历史更加久远，它是
讲经文、变文等讲唱音乐的遗传之音”。
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敦煌已经没有一个会讲唱宝卷的艺人”。
该书收有宝卷曲调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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