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非遗项目品味连云港地方特色文化

徐洪绕

连云港市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从以下十

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我们可以品味彰显浓郁地方特色的连

云港文化。

一、海州五大宫调

海州五大宫调是指流布在连云港市及周边地区的、以【软平】

【叠落】【鹂调】【南调】【波扬】等为基本腔调的一种用曲牌连缀体来

演唱的艺术形式。海州五大宫调历史悠久，是古老的“诸宫调”宝贵

的遗存。一些明代的小曲，如【寄生草】【山坡羊】【打枣竿】等，虽几

经传衍但仍保存完整；在江浙地区几近失传的曲牌如【马头调】等也

可在这里找到传人，其唱词竟与《白雪遗音》中的记载基本相同；一

些演唱难度很高的集曲至今仍有人在传唱。现在收集到的有 300 多

首，主要有四类：一类来源于话本小说，如《武松杀 嫂》《伯牙摔 琴》

《卖油郎独占花魁》《孙悟空大闹天宫》《白娘子水漫金山寺》等。一类

取材于地方民间故事和风土人情，如《娃娃忆》《万山名》，以及古曲

人物、历史演义等。还有一类来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如《从南

飞来一群雁》《望江楼》《一轮明月》等。1980年后，由于社会环境发生

变化，海州五大宫调这一珍贵曲种已渐呈濒危状态。连云港市文化

部门于 20 世纪 80年代及 2005年，两次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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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使海州五大宫调得以较为完整的保护，而它的发掘保护将对

明清俗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 2006年 5月 20日，海州五

大宫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淮海戏

淮海戏，俗称“海州小戏”，是最典型的连云港市地方戏曲剧种

之一，从产生、发展到成熟已经有近 300年的历史。2008年，连云港

市还成立了市级淮海戏爱好者协会，有会员近 500 人，是连云港市

最大的民间文艺戏曲团体。传统剧目有“三十二大本，六十四单出”

之说。“大本”一般都是每天演出一个晚场，其中一“本”戏中分几

“出”。“六十四单出”就是从大本章节选出一些精彩段落单独成本。淮

海戏的声腔属于拉魂腔体系，它以海州、沭阳、泗阳一带方言为标准

音，唱腔明快豪爽。唱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乐句的尾音突然

翻高八度耍腔，艺人称为“起腔”，具有摄人魂魄的艺术魅力。淮海戏

行当划分清楚，大致可以分为旦行、生行、丑行和花脸四类。各个行当

又有比较细致的分类，也均有自己的表现手法和特色。如生行分为老

生、正工老生、扇子小生、文堂生、官生、武生等十多种。淮海戏中的

旦、生、丑三类行当的表演身段最为丰富。除了一般戏曲的水袖、台步

等基本形式外，淮海戏中还有如“穿袖”“喜鹊口”等特殊身段和特技。

淮海戏和其他戏曲一样，有着“四功”“五法”，讲究一引、二白、三哭、

四笑，然后是唱、做、念、打。乐队伴奏讲究“烘、托、包、裹”等传统技

法。2011年，淮海戏数字化生态博物馆工程正式启动。2007年，淮海

戏入选连云港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江苏省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入选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成为了连云港市第二个获得此殊荣的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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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徐福传说

连云港市赣榆县是徐福故里，那里流传着徐福的传说。据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梦想得到长生不老之术，并抓来许多方士，

但因为他们无法保证从三神山得到仙药，结果一个个都被杀了。赣

榆方士徐福听说以后，主动上书要求出海寻找仙药。秦始皇非常高

兴，便命令徐福入海求仙。不久，徐福回来说，他见到了神仙，但神

仙嫌礼物太轻，需要漂亮的三千童男童女和各种工具与粮食种子

作为献礼，才能得到仙药。秦始皇就派童男童女跟随徐福再次出

海。第二年，秦始皇二次东巡，没能找到徐福。他第三次东巡时，已

经是 10年之后，终于见到了徐福。徐福说本来就要拿到仙药了，但

是海上有大鱼护卫仙山。于是，秦始皇亲自率领弓箭手到海上与大

鱼搏斗，杀了一条大鱼，就回去了。徐福带着求仙的船队漂洋过海，

东渡扶桑，从此再没回到中原。这个传说，与《史记》中有关徐福的

记述大致相同。如今，赣榆县在徐福 庙原址上兴建了徐福祠，吸引

中外人士前来参观、拜祭。相传徐福的船队在日本岛登陆后，向当

地传播了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

发展，将日本从原始社会推向了奴隶社会，深受日本人民的敬重。

日本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蚕桑之神”和

“航海之神”。日本的很多地方每年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

韩国的济州岛上也留下了“朝天”和“徐市过此”的石刻，并经常举

办纪念徐福的活动。徐福东渡被认为是中、日、韩友好交往的开端，

徐福也成为三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化身。

四、五妙水仙膏

五妙水仙膏是治疗皮肤病的特效药。此药由五种中药配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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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五种皮肤病，有五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故称之为“五妙水仙膏”。

该药于 1980年 10月通过省级鉴定，2001年获国家专利，后又获得

第 37 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唯一的药物奖。相传乾 隆年间，

当地名医张山人早年出家修道学医，到灌南县行医并授徒，张山人

医术高超，药到病除，尤其擅长针灸。张山人将医术传给女婿———

周达春的祖上周金和。后来，周达春的祖父周兆勤继承父业，认真

研究，在原有医术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不但擅长针灸，还创制了治

疗皮肤病的古方“五妙水仙膏”。周达春从小随父学医，长期在乡镇

从事农村医疗工作。在工作中，他发现治疗皮肤病的古方存在不

足，就潜心攻读，参照重要的药理作用对古方成分进行调整。经过

5000 多例的临床实践，他完善了“五妙水仙膏”药方，提高了疗效。

五妙水仙膏具有解毒、祛病、生新、收敛、杀 菌及破坏各种皮肤增生

性病变之功效，主要治疗血管瘤、毛囊炎、结节性痒疹等皮肤病，具

有药源丰富、价格低廉、适应症广、副作用少、使用方便等优点。

五、黑陶制作技艺

黑陶制作技艺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工艺品传统制作技艺，距

今至少有 4000 多年的历史。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陶

种，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力与美的结晶”。黑陶工艺品黑如墨、光

如漆、硬如瓷、声如磐、蛋壳样薄、鸿毛一样轻，突出了古朴、神秘、

高贵、典雅的艺术效果。黑陶制作技艺是将特殊黏土加工成坯胎，

制成工艺半成品，并经窑烧成黑陶工艺品的专门技术。它主要包括

炫图、制坯、成胎、平雕、浮雕、压光、模光、漆陶、烧窑、包装等关键

技艺。黑陶制作工艺所需的用具包括绘图工具、拉坯工具、磨光工

具、抛光工具、烘干工具等。用于制作黑陶的材料特别讲究，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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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跑马灯历史悠久，大场表演时，舞蹈语言简洁，气势宏大，区别于

一般的汉族舞蹈；小场则欢快明朗，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毫无

生涩之感，在阳刚中又透露出几许婉约。同时由于南辰乡地处苏

北、鲁南相交之地，人物造型大胆，特别是传令兵形象，明显地受到

鲁东南人物列具造型影响，色彩鲜艳而不庸俗，有着较高的艺术价

值。整个演出场面给人以视觉强烈冲击的震撼之美。

七、“汪恕有”滴醋

“汪恕有”滴醋是连云港市古镇板浦汪氏家族传承下来以手工

酿制的烹饪佐料。汪氏酿醋时，采用大缸发酵，醋从壁底部孔中滴

出，且该醋味浓，酸度亦高，烹饪时，特别是拌凉菜时，只需数滴，所

以称为“滴醋”，有别镇江香醋和山西老陈醋，在醋品中独树一帜。

故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盛赞“板浦醋为第一”。“汪恕有”

滴 醋创始人汪一愉（约 1633— 1714），原籍徽州（今安徽歙县），于

清康熙初年迁居板浦大寺巷 ；起初在家中建一作坊，靠熬“老糖”出

售维生；后改用高梁酿制食醋。他精明强干且又心灵手巧。悉心钻研

制醋配方，不断改进操作工艺，很快摸索出一整套的技术与经验，使

醋质越做越好。他家做出来的醋色泽鲜明无浑浊，酸度浓醇而不厌，

每次食用只需数滴则味美津香，醇厚悠长并且风味独特，故人们称

之为“滴醋”。“汪恕有”滴醋采用优质东北高粱为主料，经粉碎、浸

泡、蒸料、糖化酒化、醋酸发酵、淋醋、高温灭菌、陈酿灌装等二十多

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最近有科技研究，多食醋者可健康长寿。此醋

久储不变质，愈陈味愈香，故深受人们喜爱和传颂。古镇板浦的饮食

文化所以出名并有“吃在板浦”之称，各种美味佳肴使用“汪恕有”滴

醋作佐料也是其原因之一。1984年，“汪恕有”滴醋参加了江苏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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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产品赴京展览，继而先后荣获了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银牌奖、亚

运会轻工食品展销会景泰兰奖杯、中国食品协会优质产品奖等。现

在的“汪恕有”滴醋厂厂长汪宗遂为“汪恕有”滴醋的第十一代传人。

八、苏北琴书

苏北琴书，亦称“琴书”“苏北扬琴”或“丝弦”等，已有 300年的

历史。琴书主要伴奏乐器为扬琴，故而得名，多数由当地民歌、小调

发展而成，有些明显受滩簧、南词的影响或由大鼓演变而成。表演

形式多样，有一人立唱、两人或多人坐唱和走唱，有的则分角拆唱。

唱词也根据其乐曲，有七字句、十字句和长短句之分。有说有唱，一

般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伴奏乐器除扬琴外，也兼用三弦、二胡、筝、

坠胡等。演唱琴书有单档和双档之分。单档是一人边唱边拉坠子伴

奏，双档多为由两个艺人配合演唱。苏北琴书的演唱风格婉约、细

腻。伴奏者除了用坠胡托腔以外，常在一句或几句和后面伴奏一句

过门，有时还边拉边与演唱者对唱。琴书所用唱腔曲调十分丰富，

约有曲牌 200 多支。发展为琴书说唱之后，使用的曲调逐渐集中，

以所谓“老六门主曲”，即“上河调”“凤阳歌”“叠断桥”“汉口垛”“梅

花落”最为常用。琴书的主调叫“四平调”，按“起承转合”的规律，

“四句一转头。”在板式上，又分慢板和流水板两种。慢板中，“四句

腔”是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流水板又叫“紧板”“垛子板”“快板”，它

的节奏明快，行腔潇洒。在连云港地区可以演唱的苏北琴书书目有

百余部，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传统的书目一般以中国的古典小

说、民间传奇、神话故事、地方传说为主，代表作有《秋江》《东唐》

《响马传》《白蛇传》《三上寿》《蛤蟆传》等多部，现代的书目大多是

自编的解放前后发生的一些人和事，主要有《烈火金刚》《铁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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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等。演唱琴书最讲究“奏、演、唱、念、简”。奏是伴奏；演是动作表

演剧情；唱是用悲欢离合各种调式衬托剧情；念是抑扬顿挫各种道

白，表达剧情；简是指道具简单、场地简单，随时随地都可以表演。

九、海州湾渔俗

海州湾渔俗于 2009年 6月入选第一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海州湾的渔民世世代代以出海捕鱼为生，在长期的生产实

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渔民风俗。海州湾位

于江苏省东北部，自古形成了无时不有、无事不在、较为稳定的系

列传统习俗。贯穿这些风俗的主线，是顺从性强、实用性强、避区忌

讳多、吉利彩话多、信仰崇拜多。渔民认为不吉祥的话和事，绝对不

说不做。开口讲究“彩字”，如取鱼叫“取彩”，馈赠叫“彩头”，船上作

业都唱号子等等。海州湾渔民风俗大致可分为生产习俗、社会习

俗、生活习俗和信仰习俗四大分类。独特的海州湾渔民风俗随着海

岸线的东移而东迁，代代传承，传留至今。海州湾渔俗传人谭宝庆

（90 岁）、杨光洪（88 岁）尚能从事各种渔俗，擅唱各种渔民号子。但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部分习俗已呈弱化趋势。

十、刘氏自然拳

刘氏自然拳于 2010年 3月入选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刘氏自然拳主要传承基地连云港市龙腾武校位于江苏省连云港

市高公岛，北倚云台山、东临黄海，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半岛

地城，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文化遗存厚重，有省级森林自然保护

区 450 亩，是练武条件非常优越的好地方。刘氏自然拳无固定拳套，

不讲着，不着相，以气为归，以不失自然为本旨，主要有旱地拳、月阳

拳、地躺拳、乌龙通背拳、青龙拳、阴阳靠、锁羊拳、豹子拳、打虎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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