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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杭州评词是由南宋说话中的“小说”演变发展而成的，以说唱为主，艺人俗称之为“小书”，这是相
对于评话俗称“大书”而言。
两者在形式、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所区别，如“大书一股劲，小书一股情”；“大书说得润，小书
说得泣”；“大书不离刀枪，小书不离姑娘”；“大书听封王，小书听拜堂”。
但是，它们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扎根于生活，生长于生活的杭州百姓所钟爱的姐妹说唱艺术曲
种。
    杭州评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之所以能具有如此强劲的艺术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是因为其书目
所倡导的忠贞报国、除暴安良、乐善好施、忠孝廉耻等文化美德，能对杭州市民起到一定的普及教育
作用，正如这一曲种行业成立之初，取名为“杭州评词普育社”一样。
    与此同时，杭州评词在宣传和普及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城乡经济以及民俗风情等方
面，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如杭州的西湖十景、杭州的街巷、杭州的桥梁、杭州的岁时节日和杭州的方言俚语等，都在杭州评词
的书目或开篇中得到应有的宣传，确实功不可没。
至今在夏夜纳凉时，老杭州人还在给下一代年轻人吟唱诸如《杭州十城门小调》、《杭城一把抓》、
《杭州桥名小调》等优秀的开篇段子。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今天的杭州已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时代迈入了“吞山挟海势雄豪”的钱塘江时代，但是那些
贯穿时空的优秀文化还是应该得到传承和发扬，那些散落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应该在今天遗落
消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在文化同质化、全球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本地区优秀文明的传承，才能在多
元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
对杭州评词来说，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增强认同感，如何使具有地方标识的杭州评词转化成真正意义
上的文化软实力等，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2007年，杭州评词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杭州评词》一书又被列
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由此可见，杭州评词具有非凡的文化魅力和文化价值。
相信“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的出版，对促进“杭州评词”这一曲种项目的发掘和研究
，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必将推动“杭州评词”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继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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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杭州评词是以杭州方言说唱的曲艺，由南宋说话中的“小说”演变发展而成，俗称“杭州小书”
。
杭州评词的表演形式为一人在书台上，手执胡琴，自说自唱，自奏二胡伴唱。
传统书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分讲史类、公案类、侠义类、世情类、神话类等。
表演中注重“关子”、“噱头”的运用，以增强故事悬念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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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壹】杭州评词的历史渊源    杭州评词，是以杭州方言说唱的曲艺，俗称“杭州小书”，流行于杭州
及其周边地区。
    追溯杭州评词的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八百年前南宋时期临安(今杭州)“说话”中的古代曲艺“小说
”。
    自宋高宗南渡，建都杭州，一时，杭州成了“八方争凑，万国成通”，“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
的大都会(见《梦粱录·塌房》)。
城市经济的昌盛，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壮大。
特别是废除了用围墙隔绝市民居住的坊区和商业集中的市区的“坊市制”，以及宵禁制的解除，使说
唱艺人得以在瓦舍勾栏日夜献艺，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曲艺的繁荣和发展。
    当时的“说话”分类，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说：“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
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之传、兴废争战之事。
”从这段文字记载的题材分类来看，一般曲艺史家分为：一、小说(又称“银字儿”)；二、说公案、
说铁骑儿；三、说经、说参请；四、讲史书。
此点《梦粱录》中也有记载：“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    南宋时，杭州小说的演唱形式是有说有唱，因用银字笙或银字觱篥乐器伴奏，故又名“银字儿”
。
演唱艺人也最多，据《武林旧事》所记诸色伎艺人员中，有讲史艺人二十三人，说经、说诨经艺人十
七人，说诨话—人，而说小说艺人则有五十二人。
更有一些被称作“路岐人’的艺人，在广场和乡村献艺，为数众多。
    2009年6月出版的陈建一主编的《杭州评话研究》一书中，将杭州评话的历史渊源追溯到南宋杭州的
说话“讲史”，而认为杭州评词是由南宋说话中的“小说”发展而成的。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贰】杭州评词的历史变迁    1.杭州评词的产生    杭州评词的渊源，可追溯到南宋都城杭州盛行的说
话“小说”，而这种又说又唱的曲艺，当时也称“淘真”。
据蔡一葵考证：“杭州盲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淘真。
”(见《尧山堂外记》)    近代文学家谭正壁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一书中也考证说：“宋代，‘淘真
’的体裁若何，今亦无书可见，惟有‘太祖太宗真武宗，四帝仁宗有道君’两语。
后人遂依据此两语，断知‘淘真’等七字句，和后代的弹词相类。
唱的人大抵为男女盲者，手弹琵琶，或敲鼓，口唱古今小说、平话中故事。
”    后来，赵景深亦为“太祖太宗真武帝，四帝仁宗有道君”两语作注释：“这是北宋初年的四个帝
王，可见‘淘真’是从宋代开始的。
”    当时，南宋都城杭州市民喜听“淘真”的盛况，在署名西湖老人作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述
说：“唱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
”    涯词，又作“崖词”，“唱涯词只引子弟”是指涯词比较典雅，因此只有有文化的子弟爱听；而
“淘真”比较通俗，是一种深受杭州一带市民，特别是农民欢迎的曲艺形式。
    元、明两代，“淘真”都盛行于杭州及江浙等地。
    明代“淘真”在杭州的盛况，据明代嘉靖年间杭州人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所说：“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淘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
也。
或说《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则皆杭城异事，或近世所拟
作也。
”    至清初，“淘真”之名已渐为“南词”所代替，只有在李调元的《弄谱百咏》中提到：“曾向钱
塘听琵琶，淘真一曲日初斜；白头瞽女临安住，犹解逢人唱赵家。
”这里说的“淘真”，实是指杭州的“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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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调元自己也在注释中这样说：“闻书调，一名淘真”。
这里所说的“闻书调”，实际就是指“南词”，因杭人俗称“南词”为“文书”。
据清同治二年(1863)范祖述在《杭俗遗风》“声色类”中所说，“南词”俗称“文书”。
清《江乡节物诗》上说得更明确：“南词，俗称‘文书’。
”原来，杭州的“文书调”被李调元误注成“闻书调”了。
    从清代“淘真”名称的实质性变化，不难看出：明代杭州盛行的“淘真”作为一个源流，至清初，
已派生出多种属于“南词”系的支流。
其中主要有杭州南词、苏州南词(弹词)、宁波四明南词(又称“四明文书”)、绍兴越郡南词(即“平湖
调”)等。
所以，从说唱艺术来说，“淘真”是各派南词的前身，各派南词又是“淘真”的绵延和演变。
    历来说唱艺术，都用乐器伴奏。
南宋小说以银字笙或银字露篥乐器伴奏，俗称“银字儿”，淘真、南词都用琵琶、三弦伴奏。
南词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就演变出一种拉胡琴的“说唱书”，在清同治二年(1863)成书的范祖述著《
杭俗遗风》[民国十七年(1928)洪如嵩补辑]“声色类”中，曾记述有“说唱书”一类：“此类说书，多
在小茶肆中，—人立高台上，手执胡琴，自说自唱自拉，所唱之书，大都《珍珠塔》、《玉蜻蜒》等
。
亦有编成七字句，唱说《隋唐》、《东西汉》者。
究其实，乃南词之变相也。
”此类“说唱书”，就是现在的杭州评词。
P00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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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之一的《杭州评词》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在此，我们由衷
地感到高兴和欣慰。
    杭州评词是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之一，是杭州市
民情有独钟的曲艺品种，对宣传和展示杭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形式多姿多彩，
内容丰富精美。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原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曲艺家协会首席顾问、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马来法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字及图片资料。
另外，本书还引用了大量书刊、图片资料，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和作者姓名，在此深表歉意和感谢，特
别是不少杭州评词老艺人遗留下来的珍贵资料，更是难能可贵，这里只有深深告慰他们的在天英灵。
    由于杭州评词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重视，是亟须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资料散失严重，研究的
空白点较多，因此，尽管在主观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书中仍有不少的错误与不足，敬请有关专
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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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杭州评词》由何平主编，莫高编著。
杭州评词是由南宋说话中的“小说”演变发展而成的，以说唱为主，艺人俗称之为“小书”，这是相
对于评话俗称“大书”而言。
两者在形式、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所区别，如“大书一股劲，小书一股情”；“大书说得润，小书
说得泣”；“大书不离刀枪，小书不离姑娘”；“大书听封王，小书听拜堂”。
但是，它们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扎根于生活，生长于生活的杭州百姓所钟爱的姐妹说唱艺术曲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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