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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拿钹子，一手执筷子，说书人
操着浓浓的浦东乡音，走到哪里说唱到
哪里。这就是浦东说书，上海土生土长
的地方曲艺。

浦东说书，又称沪书、农民书和钹子
书，起源于黄浦江以东的浦东，分布于上
海及浙江平湖、嘉兴等地。晚清嘉庆年
间，浦东顾秀春首开敲击单片钹子为说
唱伴奏的先河，确立了浦东说书的表演
形式。

清光绪年间《沪江商业市景词》有
载：“茶寮每有说书人，海市蜃楼幻作真，
一扇一瓯聊佐讲，偷闲争听味津津。”可
见当时热闹的集市和星罗棋布的茶馆，
为浦东说书提供了肥沃土壤。听说书人
自敲自演、又说又唱、谈古论今，渐渐成

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消遣方式。
说书大多以说历史、论忠孝、赞侠

义、讲尽忠报国、述因果报应为主要内
容，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望。长篇传统曲
目有《三门街》《大红袍》《七侠五义》《岳
传》等，近代有《马永贞》《霍元甲》等，新
中国成立后编演的新书目有《铁道游击
队》《林海雪原》等，格调粗犷，故事
性强。

主要音乐声腔最早由“说因果”的
“因果调”演变而来，旋律为五声音阶、
商调式，唱腔结构属单曲反复。后来吸
收当地民歌和“打连发”旋律，声腔逐渐
丰富。20世纪30年代，浦东说书已形成

“东乡调”和“西乡调”两大腔系。东乡
调属徵调式，包括东调、西调、汆调、娘
娘调和急调等，旋律平稳舒缓；西乡调
为宫调式，旋律高起低落，唱腔前半句
近似连说带唱的吟诵腔，字多腔少，曲
式结构为单句式，次为上下句式。

说书人大多是半农半艺，农忙务
农，农闲来茶馆说书糊口，每逢庙会、
节庆演出频繁。一般为单人坐唱，以浦
东方言表演，手拿钹子，身着长衫，演
出开始用竹筷敲钹子唱四句诗词，再唱
开篇，后说长篇正本，长篇故事以说为
主，时而穿插唱。说表时常用醒木、折
扇、手帕为辅助道具。敲钹子打出许多
花样，为表达书中人物思想、感情、动
作的停顿和转换，以渲染气氛，给人
美感。

说表既有第三人称的表述，又有
“起角色”第一人称的代言，刻画人物细
致入微、栩栩如生，描绘故事生动灵
活。能将风云雷电、河水咆哮、山崩地
裂，乃至马嘶、虎啸、鸟鸣、鸡叫等声音
模仿得惟妙惟肖，生动渲染故事的环境
和氛围，其丰富表现总是扣人心弦。演
唱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风
味，加之浓重的浦东乡音，使其构成了

独特的艺术形态，散发出南方曲艺特有
的艺术魅力。

1949年后，浦东说书的表演形式更
加丰富多样，出现了双档、多档、小组唱
和表演唱等形式，道具简单，无须乐队
伴奏，并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因此被
称为文艺宣传的“轻骑兵”。

上海各地相继建立的农村俱乐部
和文艺宣传队，都有浦东说书表演。艺
人们紧扣时代脉搏，创作出了《养猪阿
奶》《卖鸡》等大批贴近生活、寓教于乐
的好作品，其中《养猪阿奶》在20世纪70
年代中期两次被选入参加全国曲艺演
出，名震大江南北。系列剧《三催轿》

《三过桥》《三拜堂》等十多个剧目，曾荣
获“全国山歌大赛”“上海国际艺术节”
等金奖。2008年，浦东说书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浦东说书扎根民间，服务大众，不
愧为上海的文化名片之一。

浦东说书：说唱皆传神
□ 高桃芝

非遗文化之窗非遗文化之窗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瓷种之一，
白瓷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白瓷品种众多，而明永乐时期景德
镇御窑厂烧制的甜白釉，却拥有极为独
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化韵味。要了解永
乐甜白釉，就得追溯一下白瓷的发展
历史。

白瓷始于两晋南北朝

1971年，考古学者在河南安阳发掘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
土一件白釉绿彩长颈瓶，认为这是北方
较早的白瓷，而这件白瓷却是烧制温度
较低的釉陶器。如此洁白的胎体和釉
色，可谓是早期原料提纯工艺发展的一
大体现。

隋唐北方邢窑白瓷的创烧，是中国
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为后
世丰富多彩的彩绘瓷产生奠定了技术
基础。

历经宋代北方定窑的辉煌，元代景
德镇窑卵白釉的盛行，至明代白瓷工艺
达到高峰，并创造了一代名瓷——永乐
甜白釉。

甜白釉的技术发展

白瓷技术的每一次提升，都伴随着
原料的精选及提纯工艺的进步，永乐甜
白釉也不例外。但真正造就其独特艺
术风格的根本，在于明代景德镇御窑厂
的设立。

景德镇浮梁县周边怀玉山环绕，
植被丰茂，高岭土、瓷石、长石等优质

资源储量极其丰富，为甜白釉创烧奠
定了物质基础。自元代开始，景德镇
就是皇家官窑所在地，朝廷每年派遣
官员现场监烧，对优质瓷土采取“烧罢
即封”。明代继承前代做法，每年为皇
家烧造大量精美瓷器。优质的原料，
不计成本的投入，优秀的工匠，从而使
明代官窑瓷器无论是艺术设计还是品
质均达到顶尖水平。

研究表明，在泥釉料成分方面，永
乐甜白釉的瓷胎内绢云母含量较高，残
余石英含量较少，属于典型的南方二元
配料；泥料配制以瓷石为主，高岭土为
辅，其优势是泥料塑性好，烧成稳定性
提升，容易做成薄胎器物。在釉料配制
方面，工匠降低了釉料中钙元素和铁元
素含量，提高了钾元素含量，成分的变
化，使得瓷器釉层呈现强烈乳浊的玉质
感效果。

兴盛得益于皇家推崇

甜白釉因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的
喜爱而名声大噪，其薄如白纸、胎骨坚
硬的胎体，细腻温润的釉色，以及刻画
精美、线条流畅的装饰纹样，故而给人
以如幻似梦的奇妙感受。

当然，白瓷的盛行还源于其在明代
有着特殊意义。明洪武二年制度明确

“祭器皆用瓷器”，嘉靖九年新制度强调
“定各陵，四郊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
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可见，皇家
的喜好与祭祀庆典制度共同赋予了包
括白瓷在内单色釉瓷器的使命，也促进
了白瓷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换，单一釉色不足以
满足帝王的审美喜好，明青花五彩、素
三彩、斗彩，以及各种奇妙艺术特色的

瓷器在明代粉墨登场，却也无法掩盖永
乐甜白釉的光华。

永乐甜白釉的艺术特征

白如糖，堪称永乐甜白釉的艺术特
色。能有如此独特的宏观特征与其自
身显微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现代研究表明，甜白釉釉层内含有
大量诸如残留石英、未熔云母等固体颗
粒，结合远高于宋代定窑及元代卵白釉
的微气泡含量，使得永乐甜白釉拥有极
高的可见光散射能力。在固相乳浊和
气相乳浊的双重作用下，甜白釉呈现出
强烈的玉质感，结合超高的白度，看上
去犹如白玉一般。

永乐甜白釉的器型分为日用器、祭
祀用器、佛教礼器、仿伊斯兰工艺品四
大类。除传统器型外，许多新器型还借
鉴了海外文化元素。明代早期官方与
西亚，乃至欧洲频繁进行文化贸易往
来，促使美学理念的中西融合，采用硬
朗的传统线条造型，广泛吸收西方陶
器、丝织品、金银器、珐琅器等造型纹样
元素，大胆设计创新，从而拓展甜白釉
的艺术发展空间。这充分体现了我国
古代借鉴、包容、改造、创新的艺术文化
理念和审美态度，更是造就明代瓷器文
化精彩纷呈的根本因素。

（作者系河南省中原古陶瓷研究重
点实验室研究员、工学博士）

永乐甜白釉，明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
白瓷品种。之所以叫甜白，是因为其釉面温润细腻，
细看犹如白糖般洁白甜腻，给人一种忍不住想浅尝
一下的感觉。《明太宗实录》记述：“回回结牙思进玉
枕，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
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

上图为明代永乐甜白釉暗
花三系罐。

下图为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馆藏永乐甜白釉八方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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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甜白釉的永乐甜白釉的““洁白甜腻洁白甜腻””
□ 杨兴化


