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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末，酒泉市文化馆（即现在的肃州区文化馆）就组织力量

开始了对酒泉宝卷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搜集整理了大量宝卷资料的同时，还取

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治学严谨、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挖掘和研究的同

志们，花费了大量心血深入基层，搜集了五十多种一百多本宝卷卷本，并逐字校

录。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们精选八本宝卷完成了《酒泉宝卷·上编》一书的

编辑出版工作，同时还筛选了九本宝卷作为《酒泉宝卷·中编》准备成书出版。但由

于诸多因素，《酒泉宝卷·中编》的出版未能如愿。虽然中编稿件束之高阁将近十

年，但为之后的编纂出版和《酒泉宝卷·下编》的编纂成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此，我们对选编整理《酒泉宝卷·上编》（即《酒泉宝卷·第一辑》）和《酒泉宝

卷·中编》（即《酒泉宝卷·第二辑》）的郭仪、高正刚、谢生宝、谭蝉雪四位专家和校

审《酒泉宝卷·上编》的伏连俊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挚的谢意。

2000年，酒泉市政府（现在的肃州区政府）投入了一定的经费，文化馆经过一

年多艰苦细致的努力，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完成了《酒泉宝卷·中编》的成书任务。参

与编纂的人员又增加了张富贵、王正前、刘大翔、裴青山、郭凤斌、单永生等六位同

志。这六位同志同时又承担完成了《酒泉宝卷·下编》的编纂成书工作任务。

此时，《酒泉宝卷·中编》和《酒泉宝卷·下编》虽然编纂成书问世，但上编出版

已十年有余，所剩数量极少，且版本不同，《酒泉宝卷》（上、中、下）三本书明显不能

珠联璧合，难以以统一面目呈现于世，遂又将《酒泉宝卷·上编》略加修订重新印

刷，与中、下编一起，均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成书，供研究和交流之用。

2005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2006年，肃州区申报的“酒

泉宝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的几年里，

经过广泛深入的普查、收集和认真细致的梳理、研究，陆续整理出 22个较为完整

而优秀的宝卷。按照“十二五”时期保护规划中的目标任务，有计划地完成了“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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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酒泉”两本书———《酒泉宝卷·第四辑》和《酒泉宝卷·第五辑》的编纂出版任

务。

好事总是多磨。再版《酒泉宝卷·上编》为《酒泉宝卷·第一辑》，正式出版《酒泉

宝卷》（中、下编）为《酒泉宝卷·第二辑》和《酒泉宝卷·第三辑》，是 2012年“河西宝

卷·酒泉”保护传承的重点工作任务，况且多年前印刷的《酒泉宝卷》（上、中、下）也

已所剩无多。根据这一情况和安排，肃州区非遗保护工作人员经过细致的编校，改

《酒泉宝卷》（上编）为《酒泉宝卷·第一辑》再版，改《酒泉宝卷》（中、下编）为《酒泉

宝卷》的第二辑、第三辑正式出版，以与第四、五辑成为系列而相对完整，也便于以

后还可以再出版第六辑、第七辑，乃至更多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连续不断的工程，是文化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和

义务。新形势下，再版《酒泉宝卷·第一辑》，出版《酒泉宝卷·第二辑》《酒泉宝卷·第

三辑》，又有何国宁、李爱文、高剑芸、张琳、吴鹤琴、张玉红、赵莎莎、王宏君、魏燕

霞、郭毅立、肖佳丽、杨慧玲等十二位同志参与了策划或编校。

《酒泉宝卷》（1—5）共收入宝卷 52个卷本，累计 1，555，000字。可以说囊括了

肃州现存的全部宝卷精华，如《长城宝卷》《二度梅宝卷》《洞宾买药宝卷》《小老鼠

告状宝卷》等。另外，还收录了本地区第一部全韵文的《生身宝卷》，宣统年间由书

局雕版印刷迄今有一个世纪之久的《岳山宝卷》。这都是肃州珍贵的非物质文化资

源，也是不可再生的民俗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保护和传承。

现在，五卷本的《酒泉宝卷》已灿然面世，但其中舛误、纰漏在所难免，我们期

待着方家、学者、宝卷爱好者，以及支持肃州文化事业发展、关心肃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同志们提出宝贵批评意见和建议，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更加努力，

以求完美，从而把酒泉宝卷的保护传承做得更好。



酒泉民间宝卷概述

宝卷是什么

在酒泉的农村开展着这样一种活动：农闲时，特别是春节期间，以家庭

为单位，人们围拢起来，聚精会神地听一个人拿着本子在给大家讲故事。这

个人一会儿吟诵，一会儿高歌，一会儿说白，有时还出现一个领唱、大家和

声叫好，热闹的场面把听众紧紧地吸引住，有的妇女还为之涕泪交流，连续

三四小时之久。这种活动名之曰：念卷。

这种活动在酒泉始于何时，没有明文记载。据现已七十多岁的老人回

忆，从他们太爷手里就已有，一直延续至今，更早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念的

脚本就是宝卷。

宝卷是一人创作、口头流传、集体加工的作品。同一种类的卷本，在不

同的乡村，有时能搜集到十多本，例如《方四姐宝卷》，目前收集到的就达十

本之多。通过比较，可看出它们在基本情节、主要人物方面都是相同的，但

在具体语言、某些细节，尤其是开场与结尾却个个有异。这就是说，它们出

自同一模本，而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加进了地方色彩，或者掺杂了念卷人、抄

卷者的主观意图，或者是谬误所致。

宝卷在结构形式上是散韵结合：一段散文（说白）、一段韵文（吟、唱），在

韵文部分既可以抒情，也能进行叙述、描写，甚至是说理评论。如《牧羊宝

卷》中说宋成去害朱春登时的韵文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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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不动心心自动，色不迷人人自惊。

说宋成见银子图财害命，出门去往外走好赶春登。

上了马快如风来赶春登，过庄口和店户不分昼夜。

走千山并万水不得消停，这一去若见了将他害死。

我回家受荣华自在几春……

宋氏心中很不良，要害侄儿身受殃。

宝卷的韵文有五言、七言、十言之分，以十言（三三四）为主，韵文又分

吟和唱两类，如上面的例子，前后两句七言均为吟诵，十言部分则为唱词。

另外还有按不同的曲牌、词调而填的唱词，如哭五更、西江月、莲花落，等

等，这就形成了宝卷独特的讲唱形式。

宝卷有较曲折的故事情节，善与恶的斗争错综复杂，历尽千难万险，最

后战胜邪恶，以大团圆结局。从内容来说可分为宗教神话、历史故事、民间

传说、戏剧情节、世俗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且塑造了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

如《鹦哥宝卷》中刻画了一只红嘴、丹顶、绿羽的美丽可爱的小鹦哥，通过拟

人的手法，赋予人的智慧和性格，它可以出口成章，即席赋诗，甚至怒骂包

公、痛斥仁宗，真成了一位“叛逆英雄”了。

又如《康熙宝卷》中的施不全，先看对他外形的描写：

我爹娘生下我一个怪形，前笨楼后马勺真乃难看。

脊背上长疙瘩十分甚圆，我这个左腿长右腿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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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的大麻子足有万千，抹掉了小帽儿并无头发。

壑唇子还带着两个龅牙，左耳大右耳小两个豁豁。

两只手十个指只有九个，生下我容貌丑五行不正。

因此上人把我叫个不全。

而这位丑八怪，却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他敢于伸张正义，把乌纱帽

甚至全家人的性命作抵押，要为民请命，要救灾区百姓，智斗奸臣，最后扶

正去邪。这在正统文学的人物脸谱中是独树一帜的。正是上述的因素，使

宝卷具备文学作品的特点。

但是宝卷又蒙有一层宗教色彩，如天堂、地狱轮回报应，特别是在矛盾

尖锐对立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借助于神力解决问题，这就形成了宝卷的局

限性。

综上所述，我们得知：宝卷是一种讲唱体的通俗文学，宝卷又是一种变

文体的宗教文学。

搜集酒泉宝卷的概况

近年来，酒泉市文化馆做了大量的工作，加上其他有关同志的努力，目

前在挖掘、搜集宝卷方面迈开了可喜的一步，共搜集到宝卷 57种，147本。

而这与民间流传的实况还有很大的距离，也就是说，还有不少卷本我们尚

未搜集。从这里可窥见当年酒泉宝卷之盛况，应该说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是酒泉人民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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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宝卷从流传的区域来看，其特点是面广，差不多每个乡都有所流

传。目前搜集到的卷本就包括了十六个乡，其中以上坝、临水、东洞为最多，

其次是金佛寺、屯升和丰乐。一些边远地区如红山等尚未大力挖掘，如果这

一工作全面铺开，认真扎实去搞，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

搜集到的宝卷从版本来看：刊本 8本，毛笔抄本 37本，油印本 2本，其

余均为钢笔抄本。在刊本当中有确切年代可据者，最早的为 17世纪之作，

一部分是晚清之作。遗憾的是，在辗转流传过程中，所有的手抄本都把原底

本的年代佚亡了，致使我们今天看到的手抄本绝大部分为 20世纪 80年代

的过录本，从语言风格上可以证实绝非今日之作，如《乌鸦宝卷》（81.4.11.

抄）有一段记述刘玉莲与王小泉二人的对话：“刘氏听说丈夫要起身，出外

为商，便说：‘奴家身靠何人?如何放心?’王小泉说：‘我今出去为期不远，一

年半载就回来了；走后不必时时挂念，听我给你托信便了。’”所以我们只能

把这部分抄本称之为过录本。

从内容来看，纯粹宣讲教义或宗教故事的比较少，如《香山宝传》《湘子

传》等。大多数为民间传说（《神主宝卷》———即《董永宝卷》《孟姜女绣龙袍

宝卷》《鹦哥宝卷》等）、历史故事（《康熙宝卷》《乾隆宝卷》《包公三断闫查山

宝卷》等）、戏剧情节（《宝莲灯卷》———即《沉香宝卷》《卖妙郎宝卷》《二度梅

宝卷》等）、生活世俗的杂卷（《白虎宝卷》《黄马宝卷》《乌鸦宝卷》《紫荆宝卷》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屯升农民党存亮编的一本宝卷：《孙悟空大闹天

宫》，全卷用十言韵文组成，尽管取材于《西游记》，但把它改编移植到宝卷

中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

另外，酒泉宝卷富有地方特色。这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如前面提到的

“前笨楼后马勺”、“抹掉了小帽子”，还有“放羊的坐一处都把谎喧”、“众百

姓都参念我是清官”、“这大的汉子”、“打捶不如先下手”，等等。其次表现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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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风俗上，如康熙王在山东私访，吃的却是羊肉粉汤、羊肉包子、灰面、酥

饼、面棋子。又如孩子满月去撞姓、悼念亡灵放河灯，等等。

总的说来，酒泉宝卷蕴藏量丰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延续至今仍在流

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搜集酒泉宝卷的意义

从 20世纪 20年代以来就开始了对宝卷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的宝卷达一千多种，分布河北、江南等地，在明清之际盛极一时。宝卷应是

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一种历史现象，又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客观事实。

通过宝卷，直接提供了研究我国宗教、思想、文学、语言、民俗等多方面的具

体材料。在国际上，美国、日本的学者也在研究我国的宝卷，日本国会图书

馆就珍藏着四十多种宝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保存我国的宝卷达一

百二十种之多。在国内，李世瑜、关德栋等先生都是研究宝卷的专家。近年

来，兰州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在搜集和研究宝卷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师生直接深入到河西地区来。这一切正说明了宝卷的价值日益引起人们的

重视。

酒泉的宝卷除具备一般宝卷的价值外，还有其独特的意义：

第一，酒泉宝卷的挖掘、搜集是一项带抢救性质的工作。正是由于历史

的原因，使得目前保存下来的宝卷是越来越少了，很多学者、专家或私人所

藏的卷本都已付之浩劫之中，有的处于有目无本状态。另外，从酒泉的具体

情况来看，当年直接从事过宝卷活动的人都已是或行将进入风烛残年，如



果不抓紧他们健在之机来挖掘、搜集的话，宝卷就有可能被湮没而最终消

亡。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应该进行大力抢救。

第二，酒泉宝卷的出现，对我国宝卷的研究工作将起到填补空白的作

用。从 1928年开始，郑振铎先生揭开了宝卷研究的序幕，从这以后，专家学

者们均认为宝卷只流行在河北、江浙一带，当时他们只能在北京、上海等地

搜集到宝卷。近年来，这个范围又有所扩大，但河西酒泉的宝卷尚未公之于

世。现在随着河西酒泉宝卷的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开拓宝卷研究的区域

范围。

第三，酒泉宝卷的出现将为敦煌变文的深入研究提供具体的材料。由

于在散韵结合、讲唱形式和宗教色彩等方面宝卷和变文是相同的，所以宝

卷和变文之间便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

中提出“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李世瑜先生也提出：“宝卷是一种独

立的民间作品，是变文、说经的子孙。”近年来，还有的同志明确说：“宝卷是

活的变文。”当然具体的定义和提法还有待明确。但从这里，可充分看出宝

卷与变文之间的密切关系。而酒泉与敦煌又是近邻，从古至今接触频繁，交

流广泛，所以酒泉宝卷的资料将对变文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酒泉宝卷

的被发现，是酒泉人民的骄傲，是酒泉地区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

抓紧这项工作的进行，以其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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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宝卷又名宝传，是一种明清以来流行于民间的讲唱文学。它是劳动人民

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由唐代的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来，受

俗讲的孕育，历经宋的谈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等，并受到话本、小说、诸

宫调及戏曲等的影响，其内容包含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及各种秘密宗教，并

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传说和戏曲故事；其结构为散韵相间；

其讲唱地点从庙会、娱乐场所，直至家庭院落。宝卷以其曲折的故事情节、生

动的人物形象、通俗的语言和抒情婉转的曲调赢得了群众的喜爱，在民间广

为流传。

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有纪年的卷本，是山西发现的元代至正年间的《绣

红罗宝卷》，也就是说，14世纪我国便有了成熟的卷本。在《金瓶梅词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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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年）中便已有家庭宣卷的详细记载。直到今天，一些地区仍有宣卷的

活动。酒泉宝卷是在饱经了大漠风尘的冲刷，在敦煌文化的熏陶下，在酒泉

人民的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奇葩。尽管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受地

域范围的局限，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已经和本地区的方言俗语、风土

民情融为一体，形成了酒泉宝卷自身的鲜明特色。从 20世纪 20年代以来，

郑振铎等前辈筚路蓝缕，开始了对宝卷的研究。尔后，向达、李世瑜、关德

栋、胡士莹等先生都是从事宝卷研究的卓有成效者。但他们搜集的宝卷多

局限于中原地区，并认为“其流行地区为华北诸省，尤以河北为最多”（《宝

卷综录·序例》），而对大量流传在祖国西部边陲的酒泉宝卷却很少有人问

津。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左”倾禁锢的解除，酒泉宝卷如雨后春笋不

断被发掘出来，人们始发现酒泉乃是宝卷蕴储的丰腴之地。酒泉宝卷是指

甘肃河西地区的敦煌以东、嘉峪关内外一带地区流传之宝卷，在这一带土

生土长的六十岁上下的农民没有不熟悉宝卷的。他们有的诵念或抄录过卷

本，有的会咏唱宝卷曲调。20世纪 40年代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的

宝卷成为家喻户晓的卷籍。在城镇，每逢春节、二月二、四月八等传统节日，

由佛教会、居士会、商会及其他宗教团体发起主办，在一定的场所或街头公

开念卷，在农村则以家庭院落为主请识字人念卷，妇孺皆参与其中，其活动

盛况不亚于祭祀道场。酒泉宝卷除了具有和全国各地宝卷的共同特点外，

更有其自身的价值，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才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第

一，酒泉宝卷的搜集、发掘和整理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祖国宝卷珍品的数

量和内容。宝卷的流传地域从华东、华北扩展到河西；宝卷的卷目也在扩

大，过去以李世瑜先生的《宝卷综录》为全国宝卷卷目之集大成者，总数为

653种，版本为 1487种，而近年来根据兰州大学、河西学院、酒泉市文化馆

等单位和个人所搜集的宝卷总数为 133种，版本为 265种，相当于全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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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些宝卷中约有 63种为《宝卷综录》所无，起到了补

遗的作用。第二，酒泉宝卷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版本，如《香山宝卷》（又名

《观音济渡本愿真经》），在《宝卷综录》中的确切年代为公元 1805年，或只

写“明”；而酒泉本的原叙为“永乐丙申岁”（1416年），后叙为“康熙丙午岁”

（1666年）。《目莲宝卷》，《宝卷综录》最早者为《目莲三世宝卷》（1876年），酒

泉的《目莲救母出冥宝传》则为 1817年；《韩祖成仙宝传》，《宝卷综录》最早

者为 1887年，而酒泉本则为 1821年，《七真天仙宝传》，《宝卷综录》最早者

为 1821年，酒泉本则是 1702年，可见酒泉宝卷源远流长，为宝卷产生的时

代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第三，酒泉宝卷是国内独存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宝

卷，是活的宝卷。到目前为止，国内其他地区的宝卷基本上处于消亡状态，

唯独酒泉宝卷还在农村中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念卷和抄卷活动仍在继续，

逢年过节，一些边远乡村仍可聆听到讲唱宝卷的声音。不过念卷已由过去

的劝化说教演变为文化娱乐活动。酒泉宝卷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原因是：（1）

宝卷本身动人的故事情节、通俗易懂的方言土语、喜闻乐见的曲调词牌吸

引着广大群众。（2）酒泉地区历史上就存在着讲唱文学的深厚基础。敦煌莫

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讲经文、变文及各种词曲资料，说明唐宋以来，凉、甘、

肃、瓜、沙等州的讲唱活动就已相当盛行，代代相沿，从而成为当地群众一

种文化生活的内容和习惯。（3）交通的不便、经济文化的不够发达。酒泉地

区的一些农民生活还比较单调，文化生活比较贫乏，使得宝卷的流传成为

人民的实际需要。正由于酒泉宝卷的幸存，使我们搜集到宝卷的词牌曲调

及各种唱腔达 70种之多，也使我们获悉了宝卷讲唱的方式方法。念卷者有

僧人、道士、居士、艺人和平民百姓。我们尚未发现公开演唱的女性念卷人，

但不少妇女由于受到宝卷曲调的熏陶，她们自己也会念会唱。酒泉宝卷唱

腔的主调是七字赋（七字句）和十字赋（十字句），另外还有各种词牌，常用



的有“哭五更”、“浪淘沙”、“达摩佛”、“莲花落”、“唱道情”、“洒净词儿”，等

等，对念唱的曲调牌我们还进行了录音，这些都是珍贵的研究资料。第四，

酒泉宝卷直接受敦煌变文、讲经文、词文的孕育，在命题上还保留有讲经文

的痕迹，如《二度梅宝卷》称为《佛说忠孝节义宝卷》，《鹦哥宝卷》称《鹦哥

经》，还有《贫和尚出家经》《李都玉参药山经》，等等。在结构上，除了宝卷的

共同特点散韵相间外，它还保留了偈 韵文的开场及结尾，如：

康熙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

天龙八部常拥护，保佑众生永无灾。

阿弥陀佛不要钱，地狱门前插白莲。

挣下银钱拿不动，念下弥陀做盘缠。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迟与来早。

这就是说，它是敦煌遗书中押座文的继续。一方面对本卷内容作出提

示，另一方面起着安定听众的作用。卷末附有十劝善韵文，这相当于唐宋时

的解座文。另外，在念卷的方式上亦与唐宋时的俗讲及演唱变文有相似之

处。俗讲开始是“作梵、念菩萨”（敦煌遗书 P3849卷背），而念卷的开场则为

焚香、请佛诵偈：“××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大众永无灾!”俗讲由都

讲、维那担任，以都讲为主；念卷也是一人为主，称念卷人；还有一名陪佛

者，遇到唱腔后有佛音时，即句尾有“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尾音，则由陪佛

者或在场听众接唱。念卷还可配以图画，特别是公众场合的念卷，在墙上往

往悬挂佛像或地狱图，这和变文的演唱是一脉相承的，如《大目乾连冥间救

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P3107、S2614卷）在敦煌遗书中至今还保留有《降魔

变文》的图像（P4520卷）。可以说流传在敦煌学故乡的酒泉宝卷无疑是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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