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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宝卷”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
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的俗文学。“永昌宝卷”属
河西宝卷的支脉，是甘肃省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派，
2011年，“永昌宝卷”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是从敦煌变文演变而来的
说唱文学，内容以佛教、历史和民间神话为主，在清代、民
国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口头说唱形式广泛流传于永
昌城乡大地，群众基础十分深厚。

“永昌宝卷”在“劝善行德”习俗中演变。永昌人民把
“永昌宝卷”俗称为“念宝卷”。“念卷”是流传于永昌的古老
民间文艺形式之一，属于讲唱文学的一种。卷本大多由民
间艺人创作，文体是韵散夹杂，其中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
部分用韵文，韵文绝大多数为七言句。这种讲唱文学在历
史上曾盛行于都市街头巷尾，后来流传到乡下，可说是源
远流长了。

“永昌宝卷”在流传过程中因受佛教思想和地域文化
的附属，在其内容上局限于“复制”，突出表现为劝善、积
德、悲剧情结、喜剧结果，这些“地域性”印记，广泛渗透在
唱调、曲牌和说唱人的口传心授之中，颇具地方特色，更加
贴近听众，彰显了“本质”技艺与地域文化的关联与力量。

“永昌宝卷”的宣教与弘扬作用是一种多样化的“念
卷”形式，如永昌宝卷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范继忠收藏的
宝卷老本来看，《哭五更》《莲花落》《十劝人》等卷以“讲”或

“说”的形式来表现，其中的韵文则是为了寄寓善恶褒贬、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抒发爱憎情绪、烘托渲染气氛而采用
的手法，以“吟”或“唱”的形式来表现。韵文体宝卷融会了
各种曲调，亦加进了部分永昌小曲和民歌调，神话色彩浓
厚，故事情节动人，听起来委婉有趣，感染力强。

“永昌宝卷”在“故事化”演变中的嵌入。在“永昌宝
卷”中，以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从事农牧业生产“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的社会类基础卷本有《丁郎寻母宝
卷》《继母狠宝卷》《遭劫宝卷》等，这些卷本在流传过程中

没有过多的改编和加工，同一宝卷在不同地区的手抄本几
乎完全一致。第二类是历史类卷本，主要反映历代历史人
物和英雄人物，如曲目《昭君宝卷》《孟姜女哭长城宝卷》
《康熙宝卷》《包公错断阎叉三宝卷》等。这些卷本说唱时，
念卷人临危正气，声大腔满，表达了对英雄的爱戴之情。
第三类以民间神话故事类为主，具有娱乐性、互动性。这
一类宝卷以民间故事和戏剧故事为主，听起来委婉有趣、
感染力强，群众比较喜欢。在“永昌宝卷”中，主要曲目有
《兰天宝卷》《梁山伯宝卷》《赵氏贤孝宣判卷》《白蛇宝卷》
《吕祖师度何仙姑因果卷》《红灯宝卷》《鹦歌宝卷》《沉香宝
卷》《丁郎寻父宝卷》《对指宝卷》《窦娥宝卷》《何仙姑宝卷》
《二度梅宝卷》《方四姐宝卷》等。这一类宝卷数量也比较
多，仅次于描写社会生活的宝卷数量。第四类主要以教化
劝解和启发教育为故事题材的宝卷，内容上主要选取了富
有教育意义的寓言、童话故事，善用神奇的幻想、丰富的想
象和大胆的夸张渲染，主要曲目有《鸳鸯宝卷》《葵花宝卷》
《兰关宝卷》《梁祝宝卷》《狸猫换太子宝卷》《烙碗计宝卷》
《刘全进瓜宝卷》《李三娘宝卷》《李都玉参药山经》《卖油郎
独占花魁宝卷》《老鼠宝卷》《鹦哥宝卷》等。最后一种是演
释经文、宣扬教义、劝人行善的佛经变文类宝卷，这类宝卷
在“永昌宝卷”中的代表曲目有《木连救母宝卷》《药师本愿
功德宝卷》《香山宝卷》《鱼篮观音宝卷》《刘香女宝卷》《秀
女宝卷》《庞公宝卷》《目连三世宝卷》《唐王游地狱宝卷》
《劈山救母宝卷》等。

“永昌宝卷”在永昌民间也曾盛极一时。宝卷主要流
行于永昌县城及四周农村，红山窑、新城子尤多。据粗略
统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永昌西乡的宝卷有130多
种，几乎家家都有宝卷，据说宝卷中有佛经，有镇邪气的作
用。可惜当时未作收集，大多数宝卷在“文革”中被当作

“四旧”而焚毁，极少数宝卷被悄悄藏觅起来后得以面世。
“永昌宝卷”在“河西宝卷”序列中的联动作用。“河西

宝卷”的文本传承还是保存较为完备的，如张掖城南花

寨村的代兴位和代继生，因为均为祁连山区农民，生活
收入以种植小麦、玉米、土豆为主，周边地理位置的特
殊性，使得当地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这就推动了念卷
活动一直存在，卷本也一直被重新抄写。如地处武威凉
州区，祁连山浅水区的莲花山、天梯山、第五山，平均
海拔在2000－3200米，武威市凉州区张义镇灯山村的
第四代传承人赵旭峰、李卫善（河西宝卷国家级传承人
李作柄的两位弟子），他们利用农闲时间抄写了10多本
河西宝卷手抄本，作为天梯山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
人员，赵旭峰还主编了《凉州宝卷》《武威小宝卷》。酒
泉市肃州区上坝镇营尔村的“河西宝卷”国家级传承人
乔玉安年轻时候，到处借卷、抄卷、念卷，如今能熟练
念唱的河西宝卷曲牌有21个，是河西走廊传承人中最多
的。还有古浪县王吉孝利用业余时间走乡串户地收集宝
卷、民歌，整理了《救劫》《对趾》《白兔》等81部古浪
宝卷，300余首民歌老调。民间保存的卷本，仍是历史
文化的宝贵遗产，它对研究讲唱文学的历史，以及中原
文化沿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很高价值。但与文本的传承
相比，表演的传承似乎更为重要。

“永昌宝卷”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范继忠在《宝卷中的
各种曲调》手抄卷中，将永昌地区宝卷曲调进行了整理，具
体为绣香旦调、淋淋落调（上坟调）、莲花落调、哭五更调、
摆船调、太平歌调、尼姑调、麦犁花调、离情调、织毛巾调、
担水调等11种曲调。

但无论什么内容的卷本，在讲唱时，韵白结合，有说有
唱，每唱一句，末尾总要颂扬一句韵文，听众齐声和之，气
氛庄重肃穆。念卷人正襟危坐在热炕头上，面前置一小
桌，不用乐器伴奏，手捧卷本讲唱。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在物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
些见证了永昌悠久厚重文化积淀的册册宝卷，亟待我们去
保护它、传承它，让她在陇原大地上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永放光芒。

宝卷在河西传统文化中，既是历史叙事，又是人情世
故；既是教化金箴，又是娱神乐己之法宝，是涂尔干所言的

“神圣物”——一种情感符号。如果没有这样的符号，人类
所形成的社会思想和情感，就会因为没有附着物而变得虚
空，仅存于人类的回忆中，从而被慢慢忘却。由此，我们可
以理解河西人对宝卷的珍爱：“革命军、起了义、南征北讨。
出了个、新圣人、中山先生。除帝制、造民国、劳苦功高。现
在的、军和民、把他纪念。把这些、古圣贤、一一体念。古是
今、今是古、万古流名。”（《救劫宝卷》）“听完此卷心地开，
想听别卷明天来。千古兴亡多少事，宝卷件件有记载。”
（《长城宝卷》）在河西宝卷的念卷传统中，或多或少都要强
调念唱宝卷时的仪式。宝卷念唱仪式是对佛、道开经仪式
的直接继承，虽然没有宗教仪式那样庄重复杂，但也必不
可少。念卷时，强调仪式感是为了唤醒人们对宝卷的尊重
和对内心的尊重，让民众在仪式中感受、敬畏宝卷文化。

“念卷”是河西宝卷仪式过程的俗称，在具体过程中
念、唱结合。“念”是用通俗的语言叙述故事，“唱”则分为两
种情况：一是按照宝卷中标明的曲牌，演唱某支曲子以高
度概括和总结故事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二是念卷人根据
自己掌握的曲调，套用在宝卷任何一段“五字句”“七字句”
或“十字句”上，主要起强调、重复故事内容的作用。由于念
卷人在当地既是文化人，又是贤者，故在宝卷念唱过程中，
往往以教化者的身份出现，通常被民众称为“先生”。有些
念卷“先生”虽受人尊敬，但由于嗓音条件不好，或者文化
程度不高，故在念唱前或念唱结束时，会以谦恭的姿态求
得听众的谅解。“今日个，念宝卷，口干舌燥；文化低，识字
少，没有念好。请大家，听了卷，不要笑话；快回家，再听卷，
明晚再来”（《绣红罗宝卷》）。

在念唱韵文时，需要有人接唱念卷人所唱曲牌或者曲调最后的几个字。这
种接唱被民间称为“接卷”“接声”，或者“接音子”，也有个别的地方称之为“接
佛”或“和佛”。接卷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为念唱人唱完曲调的最后一句，根据
念唱人的提示，由接卷人接唱某个约定俗成的词和调子，如：“念卷人（唱打莲花
落调）：手搥胸，脚蹬地，哭得不住。叫一声，我亲娘，好不悲伤（吔南无）……接卷
人：阿弥陀哎佛吔”（《目连三世救母宝卷》）。另一种方式是，当念卷人唱完最后
一句话的几个字，接卷人按照念唱的调子及内容进行重复，如：“念卷人（唱十里
亭曲牌）：有女没儿心不安，夫妻二人泪涟涟。为求儿子把香降，娘娘（啊）庙里
（哎……）许大愿。接卷人：娘娘（啊）庙里（哎……）许大愿”（《张浩求子宝卷》）。

在河西地区，念卷时并没有固定的接卷人。故念卷开始时，念卷人会要求在
场听众一起“接卷”。通过接卷形成的互动场域，一是调动或者说“激发参与者的
情感表达，形成共同的情感走向”，而“共有情感反过来会进一步增强集体活动
和互为主体性的感受”（兰德尔·科林斯《互动仪式链》）。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会
因为主体得到承认，获得自尊、自信，并产生积极的力量和主动精神。二是通过
身体的互动和关注，形成参与者的身份认同。科林斯认为，“高度的相互关注，即
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
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
员身份感。”念卷过程是身体管控的过程，差序形成的过程——身体的端正、规
整，注意力的集中，声音的洪亮、整齐，参与者的相互关注，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
相互监督，使得参与者受到了某种规范的训练，产生了情感的共鸣。

除此之外，河西宝卷的念卷传统还体现在“开卷请神”和“结卷送神”两个阶
段。请神和送神的主要功能是：一是以神圣性引起听卷人的关注，由此，念卷人
有权力要求听卷过程中听众保持专注和恭敬；二是由于请的是“神”，意味着这
一仪式是人与神之间的互动，而不仅仅是听卷人与念卷人之间的互动，“神”也
参与其中，使得“念卷”成为神圣的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念卷人一般会在送神的
同时，不忘感谢本家为念卷提供的场所、茶水等，使念卷活动充满人情味：“因果
宝卷已念完，我劝众人记心间。刘氏夫人太无脸，通奸杀夫坏天良。包公断案察
秋毫，无头官司有终了。听卷众人坐一炕，跳烂席子蹬烂毡。多给主人说个谢，倒
茶裝烟没安闲。听完宝卷回家转，明天早起搞生产”（《黑骡子告状宝卷》）。

宝卷念唱在时间层面上，将“古”和“今”融为一体；在空间层面上，将“神灵
世界”和“世俗世界”融为一体。于是，仪式的互动者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神”；不
仅仅是世俗的世界，也包括神灵的世界。两个世界或者说两个界面，以仪式为平
台，形成了“互动仪式链”。其中，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的“实体”，将自身与他者
（未参加者）相区隔，形成参与者团结和身份的象征符号。此为比喻意义上的想
象共同体，即身处其中，神眷念着人，人也祈盼神能够赐予恩惠；念卷者关注听
卷人，也祈盼神关注自身的表现；同样，听卷人也在关注念卷者的同时，祈盼神
的恩赐。他们之间互相关注,使用同样的身体动作、声音激发并表达共同的情
感，“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允许的活动”（兰德
尔·科林斯《互动仪式链》）。需要强调的是，神是人的想象性造物，人通过自身的

“造物”，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对未知命运的焦虑，更意识到热爱生命、热爱同类
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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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西宝卷
传承和发展的思考

□岳永进 张 晓

新
时
代
河
西
宝
卷
传
承
发
展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新
时
代
河
西
宝
卷
传
承
发
展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
—

以
《
战
瘟
神
宝
卷
》
创
作
为
例

□
任
积
泉

曹

斌

河西宝卷是由敦煌变文脱胎而来的民间说
唱艺术，200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由于河西宝卷是根植于河西，
随这方水土成长起来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千
百年来在传承发展过程中人们总会跟随时代前
进的脚步，不断创作富有时代特点的新宝卷。
但近年来河西宝卷在保护传承过程中遇到了

“新人念老卷”“新时代讲旧故事”这样严重脱
离现实生活，念卷人、听卷人逐步减少乃至面
临传承“断档”的不利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我们组织一些在历史、音乐、文言文、古
诗词、散文、绘画等方面有一定造诣且热爱优
秀传统文化的有心人，在认真研读以往宝卷文
本、听取老艺人念唱、了解宝卷念唱习俗基础
上，本着“旧瓶装新酒”的原则，历时9个多
月，修改30余稿，最终创作出了两万余字的
《战瘟神宝卷》，旨在为河西宝卷文化的传承发
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战瘟神宝卷》讲述的是援鄂医生高文亮
一家五口及其同学彭亮（武汉医生）、同事甘
静静（护士）和社区工作者刘海霞等在抗击
2020年新冠肺炎过程中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
事。故事以高文亮一家欢天喜地准备过大年、

“瘟神”突降肆虐人间造成巨大灾难、全国人
民团结一心奋起抗疫并最终战胜“瘟神”为叙
事主线。

《战瘟神宝卷》 秉承河西宝卷散、韵结
合，念、唱结合的说唱艺术传统，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寓教于乐的方
式，并依据故事情节进展和人物性格特点，恰
如其分地使用曲牌以强化故事效果。如在第一
品人们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时使用欢快的“拔
胡麻”，第二品中面对突降灾难，普通家庭妇
女一时手足无措时使用“十炉香”，第四品张
掖医生离开时与武汉人民依依惜别的“十里
亭”等。

为了解决传统宝卷文本中没有曲牌曲谱，
一般念卷人由于掌握的曲牌曲调少，导致念卷
单调乏味，缺乏吸引力，《战瘟神宝卷》在创作
时进行了大胆创新：为宝卷中9支曲牌插入了
相应的曲谱；为了解决不少念卷人不识谱的难
题，创作过程中又采取弹唱录音、录像以及在录
音基础上再根据曲牌内容，选择与内容相符的、
最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外景（如大佛寺、西来
寺、乡村田野风光、钟鼓楼、木塔、张掖国家湿地
公园等）拍成视频后上网转变为二维码嵌入到
曲谱中，这样，任何人念唱时只要用智能手机扫
描二维码既可以跟随视频学唱曲牌，又能看到
赏心悦目的地方自然人文景观。

为了便于人们理解《战瘟神宝卷》的内
容，创作人员继承河西宝卷文化中的插图传
统，由专业画家依据宝卷内容，创作了六幅美术
作品。这几幅作品经精心装裱后既可以作为独立的艺术品供人们欣
赏，也可以作为宝卷中的插图，方便人们在阅读宝卷过程中得到美学
艺术视觉享受，起到进一步增强宝卷内容印象和吸引力之作用。

河西宝卷是一门集散文、诗词、音乐和美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艺
术，初看似乎有些简单甚至有点粗糙，但真正的宝卷精品如《敕封
平天仙姑宝卷》《方四姐宝卷》《老鼠宝卷》等不仅故事情节曲折感
人，文笔流畅，而且寓意深刻，充满了千古不变的劝善尽孝、因果
报应的普世价值观，加之与代代相传的经典曲牌曲调的配合，使得
河西宝卷念唱时充满生活情趣。

新宝卷创作既是为了保护传承发展好这一具有河西乃至中华根
脉性质的文化，又是一次在新时代的大胆探索。国际亚细亚民俗学
会会长、民俗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先生给予了积极的鼓
励和肯定，他评价道：河西宝卷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这
一遗产，是河西人的责任。宝卷是从敦煌变文演变而来的民间说唱
艺术，河西宝卷就是这种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我国重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但在近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大潮中，这一文
化瑰宝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如何保护这一文化瑰宝，关键是须在
保有宝卷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在传承中创新，使其具备现代文化的
特色。可喜的是张掖的一些有识之士，怀着对保护传承发展河西宝
卷的责任感使命感，刻苦钻研，精心选题，数十次易稿，终于创作
出了一部《战瘟神宝卷》。此卷具有结构严谨，故事情节感人，曲
牌运用准确新颖，文笔流畅的特点。可以说是一部内容充实、既富
有时代感又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传承与创新关系处理恰当的好宝
卷！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谈到，宝卷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是讲好中国故事，宣扬中华传统美德，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很好方式。《战瘟神宝卷》在传承中创
新，选取抗疫这一重大主题，以文化人的情怀和担当精神进行创
作，既让宝卷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又展现了宝卷文化传承发展
的前景和希望，更将河西宝卷传承创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
是这部卷写得很及时，民间曲艺发挥了轻骑兵的作用，这一点值得
肯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常祥霖认为：
形式、曲牌、语言、语调是宝卷的基本特色，不必大改，文本是需
要不断发展补充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应该是宝卷需要添加
融入的内容。用宝卷讴歌医务工作者，英雄模范，其实也是宝卷的
传统，可以从中摸索，提炼总结更多保护传承的方式方法。

““永昌宝卷永昌宝卷””语境话题的嵌入与功能语境话题的嵌入与功能
□□肖永晖肖永晖

2020年10月13日《战瘟神宝卷》开卷仪式

河西宝卷是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研究河西宝卷的产生、演变以及发展的轨
迹，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对优秀传统文
化更好认识把握。

宝卷的产生

自从汉武帝打开丝绸之路的通道，凉州便
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中转站。
汉朝虽有佛教文化传入，但彼时中国将其视为
神仙方术之类，进不得中国文化的主流。

这种情况到魏晋南北朝时，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因为当时儒家文化的萎靡破碎，战
乱中的统治阶级极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支撑，佛
教文化便进入中国文化主流，成为与儒、道并
肩的精神引领。

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转站凉州对佛教
文化的输入，起到了首开光河的重要作用。

公元314年，前凉奠基人张轨卒，晋愍帝
封他大儿子张寔为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西平
公。张寔以佛教为国教，广招名僧，建寺译经，
凉州遂有“世有佛教”的记载。

凉州出现过许多名僧：如竺法护，原名昱
魔罗刹，祖为月氏人，世居敦煌，他译经159部
之多，并培养造就了一批译经和普佛人才；西
域龟兹高僧佛图澄，着力发展佛教，在他的主
持下，建造佛寺893座之多，他培养的弟子大
部分都在凉州传教。

当凉州佛教盛行的春风吹向中原时，前秦
王苻坚令骁骑将军吕光率兵出征西域，他大破
龟兹后，请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凉州讲经说
法，大兴佛教。罗什在后凉期间，努力学习汉
语言，熟悉东土的风土人情，为他日后的译经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移居长安的12年中，
他共译佛经35部、294卷。

至今矗立在武威市内的鸠摩罗什塔，便是
这位佛经大翻译家舍利的安放处。

北凉时期不仅有大量的译经，还有一部长
达10万偈的梵文本宏篇巨著《大毗婆经》，书
成不久，横遭战乱之劫，百卷之数，仅存60卷，
为后世流传的《贤愚经》。

“五凉”时佛教在河西兴盛不衰，一是译经
讲经诵经，二是开窟建寺。前凉张天赐时建清
应寺、姑洗塔，而罗什寺的修建也在此基础
上。北凉王沮渠蒙逊依山傍水、凿窟塑佛，修
建天梯石窟，使“学徒济济、禅业甚盛”。

正是僧侣翻译过来的一部部经卷，正是河
西走廊星罗棋布的寺院石窟，正是鸠摩罗什讲

求声调格韵入笙弦的颂经，正是60卷《贤愚
经》的传唱，才催生和助产了敦煌变文，由此开
启了宝卷的成长之路。

宝卷的定义

这种民间说唱文本，之所以能称其为宝
卷，是因为它脱胎于佛经，带有浓烈的宗教色
彩。从今日念卷人净手梵香请卷的仪式看，初
始的变文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庄重高雅的，无论
散韵文的表述以及念唱的表演，就如在经堂做
法事，来不得半点随意和嬉戏，具有极正的佛
经宣讲和教化意味。

但曲高和寡，变文终究还是佛经或佛的故
事的变文，它还是比较难于走向民间，普及于
人民大众，于是通过一代代民众欣赏大熔炉的
冶炼合金，它终于走向了民俗，虽然还有虔诚
的和佛声与因果报应，但它讲述的故事不再是
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人间实实在在的真存。
带着熠身的烟火味，它在明清时期达到辉煌。
生动形象且风趣的插科打诨之语，也进入到宝
卷之中。市井气息把宝卷拉下佛堂，融入民众
心里。太多美好的中国故事，在一代代百姓心
中接续。

虽然宝卷归类于曲艺，但表演却离不开
文本“卷”，这种卷以手抄本最为珍重，抄卷是
对文本的尊重，是个人的修行，也方便念卷人
翻卷。尤其是说唱宝卷的“和佛”声，我以为
这是一种娱神娱人的音乐唱颂，将人引向了
庄重的虔诚。满屋子听宝卷的人跟着和佛人
和佛，那种净化人们心灵的庄严肃穆，绝非一
般曲艺表演所能达到的现场效果。在念听宝
卷的过程中，演员是庄重的，听众是庄重的，
这种念与听的庄重，才有了宝卷特有的文本
意义和说唱意义。

宝卷的传承

目前，河西宝卷传承人遇到的共同困难在
于：一是生居环境的改变，使坐炕念宝卷，围坐
听宝卷的习俗逐渐消失，为了清洁空气，家家
户户睡床板，那种炊烟袅袅，一到冬日傍晚，满
村缭绕烧炕烟味的农家生活，从此一去不复
返；二是男女老少皆有的听众群在减少；三是
面临传承后继无人的困境。

就宝卷而言，从敦煌变文、宋代的说经再
到明清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题材的加入，高高
在上的经文宝卷融入农家炕头的说唱，其发展
本身正是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宝卷的本真呢？
我认为它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强烈
的时代感和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性。建
议鼓励从事宝卷研究的文化人和宝卷传
承人紧密结合，在充分掌握了解宝卷说
唱功能后，大胆创新，创作出一批引领宝
卷继续前行的新宝卷，使河西宝卷这一
国家级非遗继续光照山河；同学校加强
合作，让宝卷走进校园，激发孩子们演唱
宝卷的兴趣，从中发现人才，重点培养宝
卷后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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