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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润物无声
地滋养着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土壤。
世界发展的历程昭示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还取
决于“文化软实力”。
作为保留民族历史记忆、凝结民族智慧、传递民族情感、体现民族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
家和地区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保护好、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薪火，就是维护
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对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之源，拥有特色鲜明、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据考古发掘，早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浙江大地积淀了著名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浙江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熠熠生辉、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绚
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我省项目数量位居榜首，充分反映了浙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彰显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留存于浙江大地的众多非物质遗产，是千百年来浙江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浙江地域文化的瑰宝。
保护好世代相传的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努力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责任，是建设文化
大省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对增强我省“文化软实力”，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建
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历来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重视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并为此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
特别是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制定政策法规，加大资金投入，创新保护机制，建立保护载体。
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民间老艺人，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参与，无私奉献，做了大量的工作。
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浙江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对我省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逐一进行编纂
介绍，集中反映了我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成果，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它的出版对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扩大优秀传统文
化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
，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将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
神家园。
保护文化遗产，既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
我们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
保护原则，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再接再厉，再创佳绩，把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推上新台阶
，促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2008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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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绍兴莲花落”的流行地域主要在绍兴、上虞、余姚、慈溪、萧山和杭州一带。
因为，其说白唱词采用的是经过提炼的说唱化了的绍兴方言，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其音乐唱腔朴实
流畅，娓娓动听；其故事情节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特别为绍兴人所喜爱，尤其是深受绍兴农村
群众的钟爱。
     本书是一本普及和传承绍兴莲花落的基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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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追溯绍兴莲花落名称的来历，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研究者的说法。
绍兴莲花落初起之时，艺人们沿街卖唱，独歌清唱，其所唱内容以“劝善醒世”为主旨，后来演变成
为主唱者领唱、从者帮腔的形式，与唐代“散花落”衍变而来的“哈哈莲花落”相近，因而属于大概
念“莲花落”，后来为了表示区别，才被加上地域之名而得名为“绍兴莲花落”。
其二，绍兴莲花落老观众的说法。
莲花落故事动人，唱腔动听，“劝善醒世”，风趣诙谐，引得观音菩萨走下莲台与老百姓一起来观赏
，故被叫做“莲花落”。
其三，绍兴莲花落老艺人“豆腐阿土”王德兴的说法。
说唱莲花落，故事一定要前后“连”得牢，情节一定要左右“化”得开，段子一定要随时煞得“落”
。
演唱绍兴莲花落，面对全场听众，演唱者一定要根据现场实际，即兴发挥，顺势引导，这就一定要：
有“连”、有“化”、有“落”，这才叫“莲花落”。
“绍兴莲花落”就其演唱方式来说，已经历了“跑街卖唱”、“草台演唱”、“剧场演出”、“荧屏
传播”诸阶段。
就其音乐唱腔来说，经历了“独歌帮腔”、“单档主唱”、“双档探索”和“歌舞伴唱”诸阶段。
“绍兴莲花落”在绍兴曾一度被称为“压倒流行歌曲的曲种”，而今它正处于一个低谷时期。
但是，如果我们以积极态度来看，那么它正处在迎接又一个高峰的前夕。
据清末绍兴文化人周作人所写日记推测，“绍兴莲花落”问世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
1906年至1910年间，“下三府”(今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有一个绰号“长手指甲”的张姓艺人来绍
兴卖唱，并收上虞菘厦沈阿发、绍兴坡塘唐茂盛为徒。
当时，他们所说唱的唱词多系即兴编造，唱腔也没有固定基调。
演唱内容大多为恭喜发财、吉祥如意之类的“套词”。
如：桂芝花开八月中，种田下地叠稻蓬。
生意买卖靠兴隆，财神菩萨坐当中。
当时的演唱方式，艺人们自称是“跑街”。
因此，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跑街卖唱”阶段。
不久，到了民国初(1912年以后)，唐茂盛受越剧前期落地唱书“呤嗄调”及“宣卷调”的影响，开始
采用“独歌帮腔”的方法，艺人们自称为“哩工尺”唱法，由此而逐渐形成一套基本唱腔。
其演出形式亦由“跑街卖唱”改为“草台演唱”。
其内容由“套词”而“新闻”，由“新闻”而发展到说唱具有故事情节的“节诗”。
“节诗”内容多为反映农村家庭生活，如：《娘家节诗》、《箍桶节诗》、《长婆节诗》。
到新中国建立时，这一类“节诗”曲目共达到十八篇半，俗称十八只半“节诗”。
这十八只半“节诗”，篇幅短的可唱半个多小时，篇幅长的也就一个小时多点。
用现今的话语来分类，也就是“短篇莲花落”。
绍兴莲花落进入“草台演唱”阶段以后，艺人队伍扩大了，曲目也由说唱“节诗”发展为说唱长篇回
书。
以民间逸事、传说为题材的长篇有：《闹稽山》、《马家抢亲》、《天送子》等；移植改编演出其他
说唱艺术的长篇有：《何文秀》、《游龙传》、《龙灯传》等。
绍兴莲花落初期的表演形式为：一人主唱，一人打板，另一人和打板者一起帮腔，俗称“三股档”表
演形式。
后来采用了四胡伴奏，于是改为一人主唱，一人拉四胡，一人打板；主唱者手持三翘板，在音乐“前
奏”及“间奏”中打板击节；演唱过程中，有时与伴奏者对白问答，有时由伴奏者帮腔接调；形式活
泼，班子小而场面热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绍兴莲花落的表演、_唱腔及音乐都有较大的发展。
在伴奏上，添加了琵琶、二胡、笛子、扬琴等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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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剧情需要，穿插演唱绍剧、越剧及部分民歌小调。
演出方式虽然仍以传统单档为主，但积极进行了双档、多角和伴舞等尝试。
在绍兴莲花落里，基本上所有戏曲的唱腔都能听到，不但有绍剧、越剧、鹦哥班、“宣卷调”等绍兴
本土戏曲唱腔，而且京剧、黄梅戏等戏剧唱腔经过艺人们的改编也有机地融合于绍兴莲花落中。
1949年前，绍兴莲花落艺人自发演出于农村或城区茶馆，观众多为农民及锡箔工人。
1949年以后，文化部门组织艺人队伍，帮助整理书目，使绍兴莲花落纳入政府管理。
1970年前后、1985年前后和2000年前后，在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和绍兴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共同重视
下，一些有识之士频频牵头举办莲花落调演、举行莲花落大赛、组织曲目创作、培训艺术人才，推动
了绍兴莲花落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在当时，官办专业的、民间职业的、半职业的和业余爱好型的演唱团体在绍兴本地多达六十多个，莲
花落成为绍兴城乡家喻户晓、老少喜爱的艺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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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绍兴莲花落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不久，我俩被文化主管部门确定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绍兴莲花落》一书的编著者
。
凭借多年来从事绍兴莲花落创作、演艺、研究和组织工作的积累，我们义不容辞而信心百倍地启动了
本书的编著工作。
2007年以来，绍兴县宣传文化部门决定实施绍兴莲花落“二次创业”工程，绍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孙君和绍兴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沈祖卫亲自抓这项工作，副局长冯健积极协助，绍兴县文化
发展中心主任季承人作为承办单位负责人牵头制定《绍兴莲花落“二次创业”规划》，并扎扎实实地
组织实施。
从以下“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出绍兴莲花落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亮点纷呈。
2007年9月8日，绍兴莲花落二次创业启动暨绍兴莲花落研究所、创作室、艺术团宣告成立。
2007年1月28日，绍兴莲花落创作室举行“鉴湖传奇创作工程”签约作家签约仪式暨青年作者培训班开
学典礼，绍兴莲花落艺术团同时举行“青年演员专场演出”。
2007年12月28日，绍兴莲花落研究所召开“绍兴莲花落百年论证会”。
2008年1月8日，由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与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发起创办的“浙江省绍兴莲花落协会”以
及绍兴本土的“绍兴莲花落协会”同时宣告成立。
“两级协会”以“一套班子”合署运作，胡兆海出任会长，倪齐全出任执行会长，王云根出任理事长
。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刘兰芳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
所长吴文科一行专程莅绍祝贺。
同日，绍兴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举行“绍兴莲花落百年庆典新闻发布会”，宣布2008年举行十大活
动，以庆祝绍兴莲花落百年诞辰和推进“二次创业”。
中共绍兴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徐焕明和县长冯建荣对推进绍兴莲花落“二次创业”十分重视，亲自出
席有关绍兴莲花落艺术发展的重大活动，并作指示。
绍兴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君，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庆国，副县长张荣社和县政协副主席骆学新等
党政领导则经常性地关注和具体支持绍兴莲花落的发展。
在上述大环境中，本书编著者深切地感受到本书编著工作意义深远。
在浙江摄影出版社经过半年多时间审稿、编辑，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编著者特向为本书作出贡献
的下列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感谢马来法、罗萍、汪嘉宝、罗小令、蒋鑫富、赵文龙、王雷、马志友等
同志为本书提供文史资料或参与撰稿；感谢马来法、阮余庆、杨乃燕、黄钦衡、林子龙、沈浩根、陈
晓、高洁、陈锦高、钱国英、徐斌、孙顺娟、韩跃进等为本书提供图片或特地进行图片采拍。
此外，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沈莹、王慧等同志专事图片扫描、编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谨在
此一并致谢。
受本书编著者视野所限，肯定会有不少珍贵的史料尚未发现，希望本书的问世，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
的作用。
如果本书能被读者诸君认可是一本普及和传承绍兴莲花落的基础读物，并对绍兴莲花落的繁荣发展有
所帮助，那么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也就有了价值。
王艺  骆峰200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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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绍兴莲花落》中介绍了绍兴莲花落大约起源于清道光年间，以绍兴方言演唱，具有滑稽、夸张、讥
讽、幽默的特点。
绍兴莲花落在绍兴、上虞、余姚、慈溪和杭州一带较为流行。
其说白唱词通俗易懂、风趣幽默，音乐唱腔朴实流畅，故事情节生活气息浓郁，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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