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东南与常州相接，西靠南京 ，北隔长

江与扬州相邻。京杭大运河横贯南北 ，与长江形成十字水道，镇江

就位于十字的中心。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定的语言环境，扬州评话

和我们镇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镇江城市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城在山中，山在城里，风景秀丽，

气 候宜人，历代的名人雅士留下了大量的词章诗篇和人文史迹，这

一切均构成了镇江深厚 的文化底蕴 ，也为扬州评话及其他各类艺

术的繁荣及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扬州评话的历史，一般可以上

溯到明末泰州说书艺人柳敬亭。他游历大江南北 60 余载，擅长说

《隋唐》《水浒》，后世扬州评话艺人均尊其为祖师爷。

清代前期，扬州评话在镇江就开始流行。据成书于嘉庆四年

（1799 年）以镇江风情为背景的 小说《红楼复梦》描述，在一次元宵

节活动中，就有“说评话、鼓儿词……”的记载。十九世纪后期，有一

痊姚梁栋善说《唐书》和《三国》，为已知的镇江早期评话艺人之一。

二十世纪初叶，镇江扬州评话演出相当活跃，供演 出 用 的书

场、茶馆最多时达三十余家（不包括郊县）。许多名家都以能站稳镇

江码头作为演 出成功的标志。外地名家如宋德春、吴少良、王少卿

等纷纷在镇江定居以方便演 出，镇江本地区涌现出 孔宽庭、王德

山、余绫章等名家，扬州评话更成为大众喜欢的艺术样式之一。

镇江依据水陆要冲的 优 势，成为扬州评话艺人常年 演 出的大

码头。 特别是 1929 年江苏省会迁镇后，成了全省政治、文化 的 中

心，进一步促进了扬州评话艺术的发展，当时扬州评话艺人竞相来

镇，多时近百人，城乡各主要书场，日夜两场，久演不衰。王少堂、康

又华、戴善章、朱德春等 各派名家荟萃，不少人还携带家 眷租房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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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长期在镇江定居。书场业主与评话艺人为维护 自身利益，还联

合成立起镇江书社联合会，并多次组织抗日、救灾、禁烟等义演捐

款与宣传活动，社会反响很大。

1949 年镇江解放 后，在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扬州评话艺术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成立了戏曲评弹协会、曲艺联谊会、戏剧

曲艺工作者协会。1960 年还经市政府批准，成立了曲艺团，内有扬

州评话艺人五档，另还招收学员十多人随团学艺，定期举行会书，

相互观摩，参加省市会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书也时有出现。

建国后 ，镇江扬州评话界出现了以王筱堂为代表的名家，王筱

堂是著名扬州评话艺术家王少堂之子。江湖上早有“看戏要看梅兰

芳，听书要听王少堂”的传说，可见王少堂名气之大。王少堂最擅长说

水浒，王筱堂是王派水浒最重要的传人，生前还曾受邀请去丹麦哥本

哈根与外国学者交流过扬州评话艺术。其后还有黄俊章、张惠安等。

“文革”的肆虐，给镇江扬州评话艺术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改革

开放 后 ，虽有所恢复，但演艺人员老 化 ，听众也老 化 ，业余活 动 中，

虽然还能见到一批老骨干，但后继乏人，已成颓势。

在镇江扬州评话业余界，以王长庚为代表。王长庚生于 1924

年，真历并最
让每题了题并历题表富议题并目
述经彩幕让机题让每题并最矛并最
让起阐祖每题题并历题表少议题并目题让每题并最
享最
让每阐彩起题了题表界议题并目
述经
述经彩幕每题让每题并最
让每题了题并历
每彩题了题并历题经彩机让题让每题并最
于享每起阐了起题细每并历题表地议题并题享阐彩享题让每题并最了彩幕每题让让石并最
让起阐祖每题了振



扬州评话说者多 为 一人，坐说不唱，表演 时常以纸扇、手帕等

为道具，并不时用醒木击桌以渲染气氛。传统书目有《水浒》《三国》

《西汉》《八窃珠》《绿牡丹》等，约 20 多部。解放后提倡创新，专业演

员和业余作者也常常根据形势和宣传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反映现

实生活的 评话作品，如《李家庄变迁》《京江怒涛》《一路顺风》《陈司

令看亲家》《一张火车票》《猫王传人》等，大多为短篇。

改革开放以来，镇江在全国获奖的 评话作品渐渐多了起来，有

《没盖公章的奖状》《酒壶碰酒盅》《死比活好》《冒牌党员》《庆功会

上的空位置》《一笔救灾款》《戚老七养鳖》等一批优秀作品。

扬州评话的说表，有“方口”与“圆口”之分。方口语句整齐，富

有节奏感；圆口近似生活语言，较灵活，一般方口、圆口兼用 。其表

演 动作幅度较小，通常身子不偏出书台桌角，两足不露出书台桌

围，与说表结合，在满足听众听觉需要的同时，又给予视觉的 满足。

经过几代艺人的发展创造，到清代末年，形成了以 充分发挥语言功

能，说表细腻、动作传神、着意刻画人物为基本特色的艺术风格。在

表述当时当地情景、揭露事件矛盾冲突、刻画书中 各色人物的形象

和内心世界等方面，都能细致入微，使观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

临其境。对于书中人物，艺人以富有表现力的扬州方 言，通过口头

说表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描绘景物、抒发感情的艺术手法，艺人

统称为“表”，有“表是书中宝”之说。在这基本艺术风格前提下，艺

人还根据自 己 的艺术修养、见闻、阅历和身材素质，创造自 己 的艺

术特色，同时也运用手势、身段、步法、眼神，讲究表情演示“虚 神”，

对描写人物强调寓神于情，不追求形似。

扬州评话的基本内容，分传统书目和创新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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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目根据历史、公案小说和民间流传的神怪、市井故事演

绎而成，是在原著基础上的再创作。创新书目大多根据社会的热点

和宣传形势的需要，或改编，或新创而成的，大多为短篇。

扬州评话的传承方式以口耳相传为主，借助丰富的生活积累

来塑造形象，各类的派别有各自 的传统。比如镇江王派，即王少堂、

王筱堂、王丽堂为代表性人物，王筱堂师承其父王少堂，是镇江地

域扬州评话界最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

扬州评话十分平民化。扬州评话的表演形式简便，一般只要一

张桌子、一 张椅子、一 块手帕、一把纸扇、一 方醒木即可，在 特殊情

况下，也可以什么道具都不用，演员站着即可表演。

扬州评话说表细腻入微。无论是叙事描情，还是刻画人物，演员

都注意抓住特征，进行艺术渲染，从而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

主题的深入和表现。扬州评话经过百年的创造和磨练，是一种不可多

得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代表，它基本保持了民间口头文学的原始状态，

是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活化石”，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扬州评话在叙事描人方面独特 的工夫，常常成为小说、戏剧等

文人创作学习的原型。虽然许多传统书目的题材来自于文人创作

的小 说、戏剧，但扬州评话对文人原创进行了质和量的 改造，使文

人创作由“死”变“活”，由“少为人知”到“广 为人知”，这种改造能力

是文人创作的典范。

综上所说，在镇江保护扬州评话刻不容缓。遵循“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 ，继承发展”的原则，当务之急要进一步明确保护内

容，做到五点：一是对镇江境内扬州评话的创作、表演人员、传承方

式、业态做重点普查；二是对镇江历史文化做调研，以明确扬州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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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说的文化积淀、文化生态和文化背景及文化传承关系；三是对镇

江的扬州评话做“溯源”调查，以明确扬州评话产生的时间和发展及

衰弱的过程；四是对扬州评话在镇江的历史文献等资料的搜集与调

查、研究；五是对扬州评话研究的学术成果及相关作品结集出版。

所以，从大处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扬州评话是全人类的共同

财产；从 小处说 ，扬州评话本身就是镇江、扬州人民共同创造的宝

贵的文化遗产。镇江人保护扬州评话责无旁贷。

（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

吴林森，镇江市文广新局创研中心研究员，江苏省非

遗保护专家组成员，镇江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要

著作有《改革大潮中的镇江》《群众文化探索与研究》《吴

门四才子》《扬州八怪》《镇江风俗》等十余部。创作的扬州

评话《一笔救灾款》《戚老七养鳖》，少儿故事《糖心山芋》， !小 小"、

少儿作"《#$%》《代笔》《&审》《老'(年》等，在国家文化部)多项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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