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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评话与杭曲、杭州滩簧、杭州评词合称为

"杭州四大曲种"是中国著名的曲艺曲种之一，也是

杭州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起源于南宋年

间，盛行于清代中叶，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据周

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乾道、淳熙年间， I临安瓦舍

勾栏中专业的评话艺人有 23 人，经常演说的书目有

《汉书》、《三国志 》、《五代史》等。清朝光绪年间，杭 序

州评话盛极一时，评话艺人多达 200 余人，并成立了

杭州评话社，组织开展评话艺术交流学习活动。当

时，杭州评话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追捧，一度占领了

杭州书场、茶楼等演出场地。新中国成立后，杭州评

话艺人开始关注火热的现实生活，创作演出了一大

批具有时代特色、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评话作品。

作为一种广为流传、深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杭州

评话有着袖特的艺术魅力。它采用杭州地方方言表

演 ，评说历史、讲述故事，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富有

浓郁的杭州地方特色，是杭州世风民俗的最好摹本

之一。它讲究口、眼、身、法、步、神结合，只用一人、

一桌、一扇、一醒木即可，虽然表演形式十分简单，但

描述入微，渲染有方，紧扣观众心弦，能最大限度地

满足观众的娱乐要求。它与明清风行中国的章回小



说有着不可分割、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共同铸就

了明清通俗文化的突起高峰 。

杭州评话与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的"根"与"魂"是传承杭州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 。 保护杭州评

话，就是保护杭州的"根"与"魂"就是保护杭州的历史文脉 。 虽 然

杭州评话已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挖掘、传承和弘

扬杭州评话的任务依然艰巨。去年以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专门组织杭州评话艺人和有关专家，对历代流传下来的具有代表

性的杭州评话进行了抢救性整理，并编辑出版了这套由 10 部经典

评话组成的《杭州评话》。这对于人们了解杭州评话、当好"薪火传

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满足多样文化需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社会

各界特别是杭州评话爱好者和杭州评话艺术从业者积极加入保护

和复兴杭州评话的行列，使这一深受人民喜爱的古老艺术形式世

代相传、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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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

一，自秦置县至今，已有 2200 余年历史。五代吴越、

南宋王朝的 14 位帝王曾先后定都于此，历 237 年。

于长达八千年的文明演进和发展中，在杭州这片土

地上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跨湖桥文化、良清文化、

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从而构成了完整的

文化发展系列。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

文脉悠长，积淀深厚。

唐宋时期，杭州经济的发展带来文艺特别是诗

词艺术的蓬勃发展。唐宋诗词大家白居易、苏轼曾

先后任职杭州，并留下了大量咏哦西湖山水的名篇

佳构。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杭州社会、经济及文化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时的造像艺术上袭李唐，下启

赵宋，具有鲜明的江南特点，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

就。至宋室南渡，泞梁等地艺人云集杭州，大大促进

了南北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绘画艺术空前发

展。成立于绍兴年间的南宋画院，集北宋南渡画家

和江南绘画高手于一堂，成就了李唐、刘松年、马远、

夏硅等"南宋四大家"画风亦由雄浑厚重而转为空

灵俊秀。同一时期形成于杭州的浙派，是我国历史

上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并对后世的古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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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当时杭州的刻书业也以刻印精美而冠

绝海内，被公认为全国的刻书和出版业中心。

尤值一提的是，杭州的舞台艺术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记。历数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

戏及近现代戏曲等我国戏曲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无不与杭州有

着密切的联系。宋元间，构成中国戏曲两大体系的北曲和南曲先

后在杭州得到发展，杂剧、院本、唱赚、诸宫调、愧偶、影戏等都曾在

杭州粉墨登场，可谓百戏杂陈。杭州是南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

据史载，南宋时期在杭州上演的官本剧目曾多达 280 种，专业性演

出场所一-一瓦舍，更是遍布全城，为全国之最，足证当时杭州戏剧

演出之盛 。 元代，杭州与大都(今北京)同为全国杂剧中心。其间

至明初，杭州涌现了一大批杂剧作家和优秀演员。被誉为元曲大

家的郑光祖、关汉卿，都曾与杭州的书会才人广泛接触，并留下不

朽剧作，这进一步推动了南戏的发展。明清时期，由宋元南戏发展

而成的传奇剧盛行，杭州 人洪异所作《长生殿》与《牡丹亭》、 《桃花

扇》齐名。清末民初，随着杭州城市人口的增多和小市民阶层的崛

起，杭州地方戏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当时，杭州凭借古运河的交

通之利，成为戏曲流布、会集的中心。汪挂芳、谭鑫培、周信芳、盖

叫天等京剧名伶均曾来杭演出。各剧种的交流、融汇，使杭州本土

戏曲，如杭剧、小热昏，得以博采众长，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越剧

由"落地唱书"调发展而为现在意义的越剧，亦发生于彼时的杭州 。

概言之，在我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中，杭州一直以创新的形态和开放

的胸襟独领风骚。

明代杭州在宋代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同样为中

国小说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杭州的藏书业至清代亦达于鼎盛 。

坐拥小山堂的赵氏"二林"(兄谷林、弟意林)、瓶花斋主吴炜、八千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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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楼主丁丙等，皆为名重一时的大藏书家，代表了清朝私家藏书的

较高水准。文澜阁更因系清乾隆朝为珍藏《 四库全书 》而分建全国

的七大藏书楼之一而名闻天下。至于诸如对中国绘画史作出重要

贡献的"浙派"和"武林版画"，以及坐落于湖山最胜处、在国际印学

界享有尊荣的"天下第一名社"西玲印社等足以彰显杭州文化底蕴

的艺术流派、文艺大家，更是在在有之，不胜枚举。

纵观历史，形胜东甫的杭州，其文化向来是多元的、开放的。

"不出城郭获山水之趣，身局闹市有林泉之致"的优越自然条件，使

杭州文化在具备了自然自在的艺术情趣和秀雅精致的美学特质的

同时，更兼具开合得直、恬淡大气的品质。不论是被誉为"人类文

明曙光"的良洁玉文化的精致与内敛，还是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

遥相呼应的大气与和谐，总让我们为之动容与自豪 o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杭州的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

展，综合实力显著提高，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健康发展，文化名城的各项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 杭州的文化

艺术正日益焕发出盎然的生机与活力 。 全市艺术创作和精品生产

不断加强，社会文化事业扎实推进，城乡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与

丰富，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事业快速发展，初步构建起了保障广大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然而，面对宏富的文化

遗产，面对不断增强文化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提升城市文

化竞争力，加快建设"文化名城"的目标和任务，我们仍不免情惰，

并深感任重而道远。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今天的杭州，已从"淡妆浓抹总相

直"的西湖时代迈入了"吞山挟海势雄豪"的钱塘江时代，但那些贯

穿时空的优秀的文化品质还是应该得到秉承与发扬，那些散落其



间的宝贵的文化财富更不应该在今天遗落。在记取历史和弘扬优

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我们同样更应该密切关注发生在这个城市、反

映这个时代精神的当代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关于

文化建设、艺术创作的理性思考和研究。因为我们相信，理论是实

践的先导。因为如果不能选择有效的传播载体，文化终会成为发

黄的历史和散淡的记忆。

文脉是一个城市的生命。关心、研究这个城市的文化的人越

多，我们城市的特色就愈加鲜明，我们的城市也就因此更具希望 。

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文化杭州丛书》的出版能引来人们对杭州

的历史与未来的更多关注，并以更多的研究成果贡献于这座古老

而年轻城市的发展与进步。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陈建一

出版局书记、局长

2007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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